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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80_89_E6_8B_A9_E6_c73_647346.htm 许多考生在落榜后会

抱怨：“如果当时我报的是XXX大学，现在肯定已经榜上有

名了。”这是何等令人惋惜!考研时，埋头认真准备是必要的

，但许多人似乎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择校。明

智、合理地选择学校，对考研的成功有着直接影响。 盲目择

校三大误区 考研最忌盲目择校。据了解，不少考生花费了大

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准备考研，却因为在择校环节上不加

重视，导致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一般来说，考生盲目择

校存在着三大误区： “跟着排名走!” 目前互联网上到处流

传着各类高校的排行榜，排名方式五花八门，排名结果也各

不一样。实际上，名目众多的排名脱离了社会认可与实际水

平，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和参考作用。比如那些合并后依

靠专业齐全而名次攀升的高校，其招生人数逐年增加，但师

资数量有限，结果一个导师带20～30个研究生的现象比比皆

是，学生入学后却得不到充分的指导。当然，一些有着几十

甚至上百年历史积淀的名校，并不会因为并校的行为破坏原

有强势的专业，这一点还是经得住考验的。 顽固的名校情结 

在绝大多数人的眼中，能够进入名校学习是无上光荣和自豪

的事情。许多考生考研也是出于“名校情结”。但是名校真

的就意味着最好吗? 在拥有众多全球名校的美国，哈佛无疑是

其中耀眼的掌上明珠。但据调查，哈佛的物理系并不强，甚

至不能跻身全美前十，远不如麻省、斯坦福等其他名校。由

此可见，即使像哈佛这样的院校，也不可能处处都强。 国内



的名校也不例外。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强势专业和劣势专业

，而名校只是强势专业的实力和数量上要更胜一筹。由于名

校效应吸引了很多考生集中报考，导致竞争相当激烈，分数

线高，录取比例低，调剂情况频繁。假如你报考上海交通大

学的电子类等热门专业，分数又不够高，则很可能被调剂到

与你的愿望相去甚远的专业。相反，一些小而精的高校，如

北京化工大学，有的专业在国内遥遥领先，如能有目的地报

考则胜算的把握更大。 有不少人认为名校的硕士，找工作等

于加上了双保险，但不能忽视一个现实：清华、北大的毕业

生未能找到工作的人仍有少数，而一些大专院校的学生却找

到了令人羡慕的好工作，这一点是不是值得一心只想进名校

的考生深思呢? “热门专业肯定好找工作!” 考研报考时往往

能看到这样的现象：管理、法律、计算机等学科报考和录取

的比例为几十比一，而一些冷门的专业却是少有人问津，甚

至连计划招收的人数也达不到。 很多考生认为热门的专业就

能有一个好的未来。的确，热门专业会给人这样的印象：市

场大、就业前景广阔。但越热门的专业毕业人数也就越为庞

大，也就意味着你面临着更大的就业压力。当几十人甚至数

百人同时竞争一个职位，而你不幸成为这场比赛的失利者时

，这难道是你所希望的? 干什么事都要讲究一个投入产出，花

最少的精力和财力考上研，才是一个成功的投资。 需要考虑

的三个因素 关于择校的经验，考生可以就各自的要求列表，

并在自身条件限制下找到最佳的结合点，这样的选择往往是

最为理性的。 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 对于任何人来说，到自己

喜欢的学校学习喜欢的专业无疑是最完美的。然而在此之前

，考生必须非常明白自己适合学什么，而不是人云亦云，盲



目地随大流三年后往往最后只能吃哑巴亏。大家应该冷静地

分析自己的情况，根据自身的条件选择合适的院校。 选择把

握大的学校 从现实的角度上来说，要根据自己的实力选择把

握比较大的学校。如果要跨学校跨专业考研，一定要从自身

能力出发，切不可好高骛远。 如果考生的专业基础不足以挑

战专业强的名校，本校就是上佳的选择。再者，如果考本校

也有较大的难度，考生可以尝试比本校低一个档次的学校。

这点听起来似乎不太合理，但如果你考本校失败(特别是热门

专业)，同时被调剂到别的你不喜欢的专业，岂不是得不偿

失? 选择就业理想区域的学校 每个人也都会有自己钟情的区

域，到自己打算就业的区域去读研，无疑为自己留在这个区

域存下了一笔不少的本钱。利用读研的时间，多结交朋友，

为自己踏上社会搭建关系网，同时熟悉这个城市的文化，为

未来的挑战做好准备。 想要在北京谋求发展最好报北京的学

校，想要以后在上海工作就考虑上海的学校，要想在华东就

选华东的学攻，要想在华中就选华中的学校。因为毕业以后

异地找工作很费力，一方面有毕业论文要写，不可能有太多

时间跑到其他地方找工作.另一方面经济上不允许，不可能长

期的住在外地找工作。 “选择最好的，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

。”建议09考研学子们从自己的实力出发，然后选择适合自

己的学校和专业，这才是最理智的做法。 编辑重点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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