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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进事业单位几天
他为何要辞职考研？

大学毕业生青青（化名）明明进了一家很好的单位，
可他刚踏上工作岗位就开始无限怀念校园时光，甚至要
辞职，想通过考研重返校园。

昨天中午，该条新闻经宁波晚报微信公众号头条推
送后，引起了不小反响，不到半天，点击量超过三万。

接待青青咨询的心理咨询师高明霞说，每年毕业季
之后，总会接到此类年轻人沉迷“怀旧”的案例，而且还
有越来越高发的趋势。怀旧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但要
客观评估自己的能力，接纳现实，因为最终还是要步入
社会，在职场中适应和生存，不能一味逃避。

青青今年在某重点大学医学专业本科毕业，上个月被宁
波的一家三甲医院录用，七月一日开始正式上班，从事检验方
面的工作。

“能进医院工作，是很多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孩子一毕业
就能有份稳定的工作，也是很多父母求之不得的。”青青的父
母说，可让他们无奈的是，青青刚刚上班没几天，突然要辞职
再考研。

无奈之下，他们陪同青青走进了宁波启点心理咨询中心、
高老师心理咨询工作室。

在咨询室里，青青的父母滔滔不绝地数落着孩子如何不
可理喻：“这么好的工作，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了的事业编制，
他竟然想要放弃，简直是疯了！”青青则在一旁低头不语。

刚工作几天，就要辞职考研

在心理咨询师的要求下，青青父母回避后，青青总算讲出
了自己的感受。

青青说，6月中旬离开学校后，他的情绪一直有些低落，从
心底不愿离开学校，不愿离开熟悉的同学和熟悉的环境。刚
走上工作岗位，他觉得特别不适应，非常怀念校园的学习和生
活。所以，他跟父母提出，想放弃工作，继续准备考研，但遭到
父母的强烈反对。

宁波启点心理咨询中心的心理咨询师高明霞针对青青的
问题分析说，刚刚进入职场不久的年轻人，是怀旧的高发人
群。他们离开熟悉的学校，步入社会，免不了会有迷茫和困
惑。在职场上与比他们更有经验的年长者相处，也可能会有
失落或不满。这就更容易让他们回忆和留恋以前学生时代的
快乐时光。

他不愿意离开熟悉的学校和环境

高明霞认为，如今社会，由于交流、互动方式的多元化，怀
旧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现在很多90后的孩子都已经有怀
旧情结，他们怀念儿时的零食，怀念儿时的动画片……怀旧是
人类正常的心理活动，怀旧行为的背后，是人类在无意识地寻
求心理上的安全感；怀旧也是通过沉浸在熟悉的情景中获得
一定的快感。因为“过去”意味着完全知晓，甚至是无一细节
可逆的全局掌控。

其实，不管在相对安逸的生活环境中，还是在竞争激励的
现实社会里，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人们多少会有一些
怀旧情结。怀旧已经成为人们一种常用的心理防御机制，适
当运用怀旧，对减轻压力，增加心理能量是有一定好处的。

高明霞建议青青的父母，怀旧是一种自然的心理调节剂，
不要过于着急，也不要急于否定孩子的感受，让孩子有足够的
思考和选择的时间与空间。在这期间，父母可以参与讨论，表
达自己想法。其次，需要青青客观面对自己，弄清楚自己想辞
职考研的初衷究竟是为了更理想的未来，还只是为了暂时逃
避现实。如果是后者，那他需要评估自己实际的学习和工作
情况，考研与工作也并不一定是冲突的，可以两手准备。另
外，青青需要明确的是，即便考研成功，几年后，还是要步入社
会，在职场中适应和生存。

心理专家：
怀旧是无意识地寻求心理安全感

昨天中午，本报官方微信推出青
青当前的现状后，引起了广大网友热
议和评论。

多数网友认为，如果读研只是为
了逃避现实，则不可取。网友“落落”
留言说，其实考研只是延缓进入社会
的一种方式，不管怎么样，社会都是要
面对的。“我已毕业两年，仍然很怀念
大学时光，怀念那时候的青春与洒
脱。但回忆只是闲暇时的放纵，我们
还是要继续前行，为了更好的自己，也
为了更好的生活。”

网友“甬城新鑫”留言：“考研后难
道就不工作了？要尽早适应社会。”

网友“胖阿幸的卷毛”说：“如果只
是为了考研而考研，对未来的人生没
有规划，就算考上了也无用。”

也有部分网友认为，学历很重要，
做人要遵从自己的内心和志向。“事业
单位固然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但
这仅仅是在父母眼里。孩子有自己选
择的权力，自己的喜好、志向决定今后
的成就。青春无悔，没有奋斗过，怎知
自己的理想是否会实现？”一名网友如
此说。

还有一些网友更为理性地指出，
关于是否要辞职考研，首先要弄清楚
的重点是，自己究竟是喜欢读书，还是
因为自己无法接受现实的压力而逃
避。网友“玩具碎片说”：“考研也罢，
工作也罢，最主要的是要弄清楚自己
到底在追求什么，以及自己的学识能
否能满足未来工作需要。”

●网友热议

关键要明确
初衷是什么

这则消息昨天在宁波晚报
新媒体刊发后，留言不是一般的
多。想必，面临或曾经面临类似
境遇、存在类似纠结的大学毕业
生和父母也不是一般的多。

青青的心结是怀旧：不愿
接受研究生落榜的事实，怀念
校园的学习和生活；父母则认
为，放弃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
了的事业编简直是疯了！作为
过来人，我觉得“怀旧之心，人
皆有之”，青青以考研而非其他
消极方式来纾解心结，应该不
是大问题；其父母“放弃工作太
可惜”的数落也不无道理；有网
友“边工作边读研”的建议，更
有“两全其美”的境界。对青青
和他的父母来说，现在面临的
问题是：怎样做才算是“做对的
事”？

先说说青青的父母，他们
走过的桥或许比孩子走过的路
都多，论人生经验孩子肯定没
得比。按说，他们冲着“为孩子
好”而给出的结论，最应该优先
考虑。但他们想过没有，二三
十年前人们普遍认定的好单位
好职业，到今天“风光依旧”的
能有几个？同样道理，现在“多
少人挤破头都进不了”的单位，
再过若干年能否“依旧风光”？
在这个急剧变革的年代，准确
预测职业前景这活，专家都搞
不定。退一万步说，就算家长

“目光如炬”地看到了未来，对
孩子也只能做“参谋”而不能做

“参谋长”，即提出自己的意见
供孩子参考，最终让孩子自己
拿主意，而非逼迫孩子接受。
否则，效果只会适得其反——
这才是“做对的事”。

对青青本人来说，无论是出
于“怀旧”“逃避”还是“不适应”
的心理，去考研肯定不算“错”，
当然，选择继续工作也“不错”，
现在无非是要在考研与工作两
个选项中找一个“更对”的。但
是，未来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无
论是自己还是他人，现在都很难
断定哪一个选择一定更高明，今
后哪一条人生之路一定更顺
畅。因此，充分审视自己的内心
与所处的环境，并充分与父母沟
通，从长计议之后作出定夺，就
是“做对的事”。

“做对的事”之后，未来的
人生之路上，肯定也会遭遇波
折与低谷。在那些时段，与其
患得患失甚至“追悔莫及”，倒
不如无怨无悔勇敢前行，找到
属于自己的那份人生精彩。
这，也是“做对的事”。 胡晓新

●快评

工作or考研
怎样才算“做对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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