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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身边同学冲刺考研时，宁大
机械学院的吕辰飞已成功保研上
岸。他被电子科技大学录取，未来将
和师兄——2022届宁大机械学院
毕业生吴兆波一起成为“同门”。

“我和师兄吴兆波是一个党
支部，虽然比他低一届，但他的学
习态度和保研上岸的经历，给了
我启发和信心。”吕辰飞回顾大学
四年的学习，认为勤奋比天赋重
要，自律是保研上岸的法宝。

“相比高中，进入大学确实轻
松不少。”吕辰飞说，曾经他也把
自己放在舒适区，和同学一起沉
迷游戏。“但是高中养成的习惯还
一直保持着，比如当天作业当天
完成，不懂的知识点死活要弄清
楚，临近考试前一个月就开始复
习。”吕辰飞说，这样的习惯让他
保持学习的节奏，跟上学科的进
程，一点点优势积累让他从大一
成绩排名11位跃升至大二、大三
年段第一名。

这种“逆袭爽文”听起来“不
真实”，但一个个习惯一点点细节
所积累的优势，假以时日便会与
同学拉开差距。“我大一下学期因
为疫情，大多时间是在上网课，即
使上网课我还是保持着原来的学
习习惯，就是这样细小的点，就拉
开了差距。”吕辰飞说，回望过去，
自己只不过是把别人一年的努
力，拉长到了三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奋斗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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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热的冷思考
“从报考学生人数来看，今年考

生数达 500 余万人，相当于 2022 年
高校毕业生总人数的一半左右，‘考
研热’是真的‘热’！”浙江万里学院
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程艳林
近年来一直关注着“考研热”现象，
他向记者分析了这一现象后的深刻
原因。

他认为，究其原因有以下几方
面：

考研热背后是就业形势严峻复
杂。这几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日
趋严峻，就业岗位缩减与逐年递增
的大学毕业生增量形成鲜明对比，
好的工作岗位较少，应届毕业生的
薪资水平与日益增长的消费指数相
比，也相形见绌。在此背景下，考研
成为许多应届毕业生的不二选择。

同时，读研既是自我价值的重
新证明，也是职业规划的重新选择。
从考研人数的增量来看，985、211高
校的学生原本考研的人数就多，而
近三年大幅增加的硕士考生主要来
自非 985 和 211，这些考生考研的动
力除了继续深造，还有对高考失利
后自我实力的重新证明，也有对大
学本科阶段所学专业不够满意的重
新选择。

“事实上，针对考研热，广大考
生需要冷思考，尤其是在考研扩招
比率还非常有限的当下，如何成功
上岸？我对考生们有这几点建议。”
程老师给考生们提出了中肯的建
议。

他建议考生一定要量力而行，
“考研是一场艰苦的修行，复习的艰
苦、竞争的惨烈、结果的不确定性，
对考研者既是考验也是煎熬。决定
考研之前一定要想清楚自己想要什
么，是真的想继续学习深造，还是跟
风凑热闹，考研需要充分评估自己
的知识储备基础和学习能力，要量
力而行，不能盲目报考。但是，一旦
下定决心就要坚持坚持再坚持。”

同时，程艳林建议考生要尽力
而为，“欲为则竭尽所能！考研不能
仅凭三分钟的热情，备考是一场马
拉松，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考研路上
有无数种放弃的理由，但一旦报名
参考，就应该竭尽所能，分秒必争，
志在必得。”

“考生全力以赴，但欲赴则顺其
自然。”程艳林建议说，考研不是死
读书，也不是读死书，而是学习定
力、学习能力和学习策略的综合较
量。对于偏科的考生来说，该报的培
训班尽量报，培训班的学习是迅速
补短板拉分的捷径；该打听的信息
一定要多请教，如目标高校已经上
岸的师兄师姐，作为过来人，他们的
建议是最宝贵的经验；该提前沟通
的事项一定要提前沟通，如能提前
联系到目标高校的目标导师，提前
了解导师的学科背景和教学风格，
可以为自己的复习备考提供重要的
方向性指导。当然，对于考研结果也
要有顺其自然的心理准备，毕竟考
试结果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成功
上岸固然值得庆贺，如若失利也大
可不必妄自菲薄。

专家分析

500 余万，或是个冷冰冰的数字，但是数字背后的每个考生都

有自己的报考理由，每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奋斗青春！

辞去工作
“二战”者的孤勇奋斗

今年是小钟的第二次考
研，她说自己是“背水一战”。
为了“二战”，她辞去工作，目
前租了小房子复习备战。

说起去年的考研，小钟
有点懊恼，她考了340分，但
没想到心仪的这所大学考分

“水涨船高”，仅差了三分倒
在学校自划线前。

不过，还没毕业时的第
一次备考，小钟说自己虽然
辛苦但也开心。每天早上 6
点多，她就和室友一起开始
早习，一直学到晚上 10 点
多，基本泡在学校图书馆。每
周末她们还会休息半天放松
下，互相鼓鼓劲。

她学的是中文，第一次
没考上研，就回老家安徽三
线城市，在一家公司上班，做
的是办公室工作。但是，仅仅
三个月后，她就辞职了，“这
样一眼看得到头的生活，不
是我想要的，我还是觉得自
己需要读研提升学历，才能
在社会上更有竞争力！”

看着她坚决的态度，家
人也表示支持。她和同样落
榜的同学组建了一个线上
群，取名为：“复仇者联盟”。
大家互相抱团鼓劲，互通信
息；但是更多时候，是她在出
租屋内的独自奋战，每天一
起床就是“书桌”和“床”两点
一线，“压力是很大，但我没
时间多想，多复习一分钟是
一分钟！”女孩说得斩钉截
铁。

寝室四人一起考研
备考路上不孤单

李永生是浙大宁波理工
学院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大
四学生，同为考研大军中的
一员，他选择考研难度较大
的跨学校跨专业考研。

他报考的是浙江师范大
学数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李永生打算通过考研改写未
来的职业道路，和他一样跨
专业考研的还有寝室同学杭
陆杰，报考复旦大学的金融
硕士。

“杭陆杰大二就开始准
备考研了，我是在他的带动
下做了考研的打算。”李永生
说，寝室四人一起考研，备考
路上不孤单。“想摆烂的时
候，看到别人还在努力，立马
就又给自己打鸡血继续备
考。”

寝室四人一起考研，学
习习惯并不相同。李永生说，
到了冲刺阶段，有的学到凌
晨一点，早上八九点起床，有
的六点多就起来了。“很有默
契似的，没有人提醒，大家心
照不宣地在寝室里不制造噪
音，静悄悄地来去。”李永生
说，冲刺阶段更多的是精神
上的压力，“男生不太爱讲
的，但我们关系特别好，有时
候是兄弟间拍下肩膀，给个
微笑；有时候是起床时蹑手
蹑脚的开门关门，这些都不
是讲出来的，但就是觉得很
暖。”李永生说，大学四年，再
一起经历过考研，才有了更
难忘的记忆。

沿着师兄的足迹
他成功保研“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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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在自习。 自习的学生。

吕辰飞。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