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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王同学，河北师范大学业本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

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人生是需要不断超越的，如果你老是停

留在原地，会变得越来越有惰性，而世界的另一种风景，可

能你就没有机会欣赏了。考研也算一种超越，超越过去，走

向未来。不管你考研的目的是什么，至少可以说，你努力着

，前进着。我是师范类院校的，学校不是很知名，一直以来

就认为考研是自己打开另一扇窗户的途径。北京师范大学的

教育学院很牛，当时自己的压力很大，连我们的教育学老师

也反对我报考北京师范大学，觉得我可能有点自不量力了；

我学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虽然与教育学相关，可毕竟还

是有差异的，而且我对相关信息了解得非常少。我就这样糊

里糊涂地准备考研了。 刚开始看专业课的时候，说实话真的

找不到北，一点感觉都没有，即使都看完了，在脑子里还是

一点印象都没有。《教育学》相对来说简单一点，但读到《

现代教育论》就坐不住了，总觉得自己很糊涂，不知道这本

书到底在讲些什么，觉得很受打击。这本书我没有看完，就

转向中外教育史了，同样也是一头雾水，特着急。我看书很

慢，大约是一个月看一本书，一轮下来，我几乎没有记住任

何东西。可是除了看书、看书再看书之外，真的别无他法。

专业课我自己都记不清看了多少遍，但是没有背过，只是一

遍一遍地看。另外，我还买了很多相关的书，北师大的几位

导师的书我也翻过，只是大体了解一下他们的观点，如：他



们关注什么问题，理论倾向是什么等等。我还经常看北师大

教育学院出版的期刊《教育研究》，看教育领域争论的热点

问题。就这样，我从一个对专业知之甚少的“菜鸟”，最终

成为专业考试的高分考生。 寄语：不要惧怕未知世界，目标

越遥远，说明我们的心越高，只要努力，路也会越走越宽（

百考试题）。 只问攀登不问高 讲述人：张同学，南京师范大

学新闻系本科，努力考研中。 我从大三开始就打定主意要报

考复旦大学新闻系，然而大四那年的考研结果却事与愿违。

因为是跨省市跨学校报考，所以对复旦考题的把握不是很准

确，大四时还特意向考上复旦的学长取过经，认真分析了出

题的方向，但一些自己觉得很偏的、复习时容易忽略的内容

，还是出现在了考卷上。第一年考试虽然专一成绩名列前茅

，但专二不理想，复旦的竞争太激烈了，容不得有一点疏忽

。 我的住房离学校很近。房间不大，八九平米，一张床，一

张桌子，一个衣柜。同屋的还有3位女生，也是第二次备战考

研。附近的房子大都住着“大五生”，甚至一些大四备考的

学生为了“找感觉”也加入这个队伍。每天一早大家就到学

校教室看书，也有的选择去听研究生课程，特别是自己理想

中导师的课。吃饭就在学校食堂简单解决。 我算了一笔帐：

房租每月500元，饭钱和水果钱每月300元，再加上其他费用

，一个月的支出在1000元左右。工作的同学有自己的经济收

入，而自己现在依然要依靠父母，愧疚之心总是有的。考研

失败之后，父母在家里给帮着找了一份比较安逸的工作。我

去上了一段时间的班，但到最后签合同时还是放弃了。我觉

得趁热打铁，成功的几率应该会高一点，而且要是以后年龄

大了再想考，需要考虑的事情会比现在更复杂，这份勇气也



会慢慢磨掉。虽然有种种的压力和困惑，但是考研的大方针

不会改变，在清苦而略带寂寞忧伤的生活中，我们正渐渐向

明天靠拢。 寄语：既然选择，就不要有疑惑，只问攀登不问

高。有时候，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编辑特别推荐： 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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