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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调查：四成考生
选择“二战”，“不甘心”
是主因

记者向参加 2020 年研究生
考试的考生发放了一份问卷调
查，共回收60份有效问卷。

调查结果显示，考生们将此
次考研失利主要归因为：“竞争
激烈”（83.33%）；录取分数线提
高（33.33%）；受疫情影响，复习
不 到 位 或 不 适 应 视 频 面 试

（16.67%）。
60 人中，25 人准备“二战”，

占比 41.67%；不考或者还没想
好 的 考 生 分 别 占 比 33.33% 和
25%。

在准备“二战”的受访者中，
“不甘心”是他们提及最多的原
因。有受访者表示，这次没发挥出
自己的真实水平，想再给自己一次
机会。一位受访者告诉记者，自己
学的是高分子材料工程专业，目标
院校是华东理工大学。做科研、深
造一直是兴趣所在，所以想再放手
一搏，实现梦想。

当然，也有学生担心“二战”
心理压力太大，成本太高，于是，
他们抓住“应届毕业生”的身份，
或转考公务员，或加入求职大
军。“尝试工作，可能会有新的方
向。”有受访学生说道。

如何看待考研“二战”甚至
“三战”？部分受访者给出了自
己的观点。有人认为，是否继续
考研和所选专业有关，如果专业
需要大量实践经验的话，就没有
太大必要继续与考研“死磕”；如
果专业更偏向学术性，还是有必
要继续尝试的。

他辞职闭关，破釜
沉舟，只为不留遗憾

2019 届常州高校毕业生小

同，首战考研以失败告终。原
本打算工作两年后考在职研究
生的他，在入职数月后，发现自
己还是不太甘心。“我也担心两
年后，再拿起书很难学得下去
了。”小同说，趁自己还年轻，有
冲劲，想为人生再搏一搏。于
是，2019 年 12 月，在父母的支
持下，他毅然辞去了原本在建
筑设计院的工作，回家准备“二
战”。

制定详细的复习计划，严
格执行；把智能手机换成老年
机，一周回复一次信息，确保自
己心无旁骛；复习累了就打打
球、游游泳，保持强健的体格，
释放压力⋯⋯二次出征，小同
有种破釜沉舟的决心。“毕竟我
是辞职后‘二战’的，没有任何
退路了。”小同说，今年上半年，
受疫情影响，就业形势更加严
峻 ，彼 时 辞 职 ，他 确 实 考 虑 良
久。“虽然家里没有给我任何压
力，也做好我备考期间的后勤
保障工作。但我告诉自己，不
能让他们失望，一定要拼尽全
力。”

偶尔，小同还会跟曾经的
同窗好友通个电话，探讨备考
的经验。“从去年毕业到现在，
我们一直都保持联系。他‘二
战’成功上岸也激励了我，我相
信我也一定能成功，不让自己
留遗憾。”

他“ 二 战 ”顺 利 上
岸，却付出了比常人更
多的艰辛

同样是 2019 年毕业的常州
工学院学生小姚，今年“二战”顺
利上岸，被河海大学力学与材料
学院录取。其实，考研前，小姚
还 有 一 段 难 忘 的 创 业 经 历 。

“2018 年上半年，我三年的创业
突遭滑铁卢。所以，当年那场考

研我几乎裸考，一败涂地。但
是，我真的不甘心这辈子就这样
了。”

凭着一股触底反弹的冲劲，
2019年6月如期毕业后，小姚回
家准备“二战”。六月底才开始
复习，只剩下不到半年时间，除
了 努 力 ，他 还 得 设 法“ 弯 道 超
车”。“我不求高分，只求稳。在
做到各模块平衡的基础上，我从
最薄弱的模块先入手，重点突
破。”

自嘲“笨鸟”的小姚坦言，
自己没有报班集训，也不屑那
种为图心理安慰，在校外租房、
图书馆打卡、朋友圈打卡的“伪
认真”“仪式感”，或与外界断绝
一切联系。“我的复习计划精确
到每天，要求自己十小时保底，
务必按时或超额高效完成保底
任务，但绝不熬夜打疲劳战。”
学习之余，小姚还帮着家里做
一点力所能及的家务，压力实
在太大时就出去骑行；生意上
的事也不丢，有空就调节着做
做；作为常工院的土建特聘顾
问，他还要每天抽一两个小时
线上指导团队里的学弟学妹，
抓好土建安全和国防工作。

疫情期间，复试一再推迟，
继而改为线上，也增加了小姚
的 心 理 压 力 。“ 我 学 着 自 我 排
解，不断告诫自己，再难，比得
上 2018 年创业失败跌落谷底
的艰难吗？与其担忧误事，不
如多做正事。”每当此时，小姚
都会想起恩师的叮嘱“愿效先
贤起广厦，有为当庇天下人”，
把它当作座右铭激励自己，继
续投入战斗。

历时近两年的考研之路，
终于在 5 月 18 日那晚，小姚查
到录取信息后圆满结束。回想
这段日子，他感慨：努力没有白
费，这些经历让自己变得更加
坚强。

考研越来越难，却仍有人选择“二战”

他们的脸上，都写着“不甘心”

考研，好像一年更比一
年难。

江苏理工学院继续教育
学院院长朱军副教授告诉记
者，自 2015 年开始，每年的
考 研 人 数 都 在 大 幅 增 加 ，
2020 年考研人数更是突破
了 340 万，创历史新高。同
时，高校录取比例也有所提
升，2020 年硕士研究生扩招
比例已超过 20%。以江理工
为例，2020 年考研招生人数
就同比增长了 74%。“从大环
境来看，录取人数的增速要
高于报考人数的增速。”

那为什么竞争依然如此
激 烈 ？ 朱 军 分 析 ，这 跟 高
校，尤其是双一流高校提高
推免生的比例有关。从南
京 大 学 等 双 一 流 高 校 的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计
划来看，推免生普遍占据较
高 比 例 。“ 基 本 都 在 40%-
50%左右，部分专业推免生
的比例甚至更高。”他说，因
为学校的招生计划是确定
好的，推免生的比例增加，
就 意 味 着 统 考 生 比 例 减

少。因此，这对于许多没有
推免资格的普通本科院校
考研生来说，进入双一流高
校和相关专业无疑是巨大
的挑战。

其次，中美、中欧等国际
关系不确定的一面明显上
升，再加上疫情影响，让原本
计划出国深造的本科毕业生
不得不调转船头，选择观望、
或在国内读研。这导致我国
出国留学人数增速明显放
缓，尤其是第一留学目的国
美国的留学人数增长几乎停
滞。“往年，不少名校的学生
会选择出国深造，今年，这部
分学生可能也会选择考研，
成为考研大军里有力的竞争
对手。”

对于个人来说，不少考
生反映，今年居家备考不及
在学校复习效率高；调查数
据反映，在备考时遇到的困
难中，63.4%的人认为是“没
有状态”，54.5%的人认为是
自我控制能力低。而首次采
用的视频面试，也较难发挥
自己的优势和能力。

推免生比例提高、国际关系不确定、
疫情影响⋯⋯

考研“逆袭”之路为何如此艰难？

如何高效复习备考？朱
军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首先，认真“修炼”自己
的专业，这是基础和前提。

“要吃透专业的基本条件和
要求。比如工科专业，近两
年，国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建设‘新工科’，这就对学生
有了新要求，在笔试、复试答
辩中均有所体现，着重考察
学生的基本功和研究能力。”

其 次 ，破 除 地 域 观 念 。
考研阶段更贴近未来职业
定位，因此，考生要更注重
专业选择。眼光不必局限
于江浙沪，江苏考生在许多
省外名校中也很“吃香”；确
定目标院校时，多咨询专业
老师，有助于扩大视野，提
高命中率。

考研的过程就是加入未
来导师研究团队的过程。面
试时，导师会根据学科领域
内的研究方向有针对性地提
问，这就要求学生在本科阶
段专业学习的同时，注重科
研项目、发表论文等积累；有
国际化背景的学生，如有英
语、小语种特长，也会是面试
的“加分项”。

对于“二战”的考生，可
以根据“首战”经验，详细规

划薄弱环节的复习，多与其
他考生交流考研信息，参加
相关培训讲座；如果是复试
被刷，那就需要对学校进行
评估，是否是自己“跳一跳”
就能够得着的目标；报考学
术型硕士的考生，可以与导
师 建 立 联 系 ，聆 听 专 业 建
议。

“过来人”小姚的备考方
法，简而言之，就是“高效”

“求稳”。“合理规划复习进
度，严格执行并结合实际微
调 ，完 成 任 务 只 提 前 不 滞
后。”

以 下 是 他“ 二 战 ”的 经
验分享——

主攻弱项。备考前期，
率先攻克薄弱环节，越是拖
到最后越慌越难突击，不仅
影响心态，还打乱其他模块
的复习节奏；

巩固强项。英语是小姚
的强项，但仍每天雷打不动
练大作文、小作文外加一篇
英译中和若干英语阅读。

备 考 中 后 期 ，英 语 、数
学、专业课除了回顾以往的
内容，就只做真题，做完后看
网课讲解巩固。至于政治主
观题，背好肖秀荣考研政治
四套卷和八套卷即可。

想要“逆势而上”，
不妨听听他们的建议

暑期已过大半，考研族也陆续进入备考状态。从研招网的数据来看，
往届生报考的比例逐年增加。

明知考研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为什么还要迎难而上？对于“二
战”，考生又抱持着何种心态？来看记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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