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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考研常识指南：你是更看重学校还是更看重专业 

考研择校有一部分考生锁定大城市高校，看中的是他们的地理优

势和更好的社会基础条件；还有一部分考生更注重的是目标专业的排

名，认为有一个好专业对将来的就业更有帮助。今天，小编整理了这

两部分同学的想法，你来看看你是属于哪一类？ 

有人认为：选学校更重要 

很多时候，报考研究生时，你无法做到鱼与熊掌兼得，学校、专

业只能选择其一。这个时候你会怎么选择呢?我认为，选择一所好学

校更重要。 

你也许会说，专业是自己一辈子要从事的职业、事业，无论在什

么样的学校，只要好好学习自己喜欢的专业，一样可以有所作为。但

是，名校与非名校的差距，并不在于一纸学历，而在于资源。 

先说教育资源。小学语文课文中描述的爱迪生自己筹集器材做实

验的情况，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如今的科研工作都是由国家经费支

持完成的。学校地位意味着大量的国家投资，大量资金购买大量高端

设备，大量资金建设大量高端设施，高端设施吸引高端人才。 

一连串连锁反应意味着，你在名校可以享受到更多的硬件资源，

可以被更有实力的导师教导。资源有多重要?当你太多太多的理想，

或者太多太多的想法需要实现的时候，突然发现其实自己掌握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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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得可怜，而你身边“985”“211”院校的同学会跳出来说，哦，这

些东西我们挺多的。这个时候，你会意识到资源的重要性。 

除了教育资源，人脉资源也至关重要。去年媒体曝出广西有家长

花数万元送孩子进名小学、名中学，以便让孩子能够认识名校里的同

学，以后办事有强硬的关系网。这种现在在国外也有发生。这种作风

虽不可取，但也可窥见人脉在当今之重要性。 

人是环境动物，名校学术思想环境好，周围优秀的人多，一直处

于良性循环的互动中。将来毕业后，找工作或者是从事研究等领域或

者是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你会发现有着越来越多的校友在帮助你的成

长。你会发现，无意之间你被你的母校呵护了许多许多。你会发现，

你的身边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校友有意无意的伴随着你的成功和失败。 

此外，不得不功利地说，在应聘的时候，“985”“211”高校毕业生

具有明显优势。尽管 2013年 4月 16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

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服务工作》的通知中第五条明确说明“严禁发布

含有限定 985高校、211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但禁得了招聘启

事，禁不了人心。 

部分单位(尤其是名企)仍然在筛选简历时执行其自身的标准，仍

然优先给名校毕业生面试的机会。身在普通高校学习热门专业的你，

若是无法敲开面试官把守的第一扇门，就根本没有施展才华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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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输在就业的起跑线上。 

有人认为：选专业更重要 

“本科选大学，硕士选专业，博士选导师”，这句流传很多年的

话被考研人奉为箴言，自有其道理。 

所谓研究生，在中国是指专科和本科之后的深造阶段;而“深造”

指的是进一步学习以达到更深的程度。众所周知，研究生阶段较本科

生阶段眉毛胡子一把抓粗放式的培养不同，它要求学生专注地研究某

个学科的细分方向，将精力集中于一点做到极致，这方是“研究”，

才是“深造”。而这“一点”，便是专业。若是考研不顾专业只顾院

校，岂不是本末倒置? 

往深了说，专业代表着你个人的职业兴趣。因为热爱，所以选择。

这并不是套话。硕士期间任务比较重，学习内容也相对单调，如果你

的专业是你喜欢的，才会有热情有动力去为之倾注心血，学习的效果

也更好。 

许多成功人士回顾自己一生时，都不约而同地表示自己“幸运地

从事了自己喜好的工作”。一旦你选择的专业不适合，学起来痛苦异

常，即使你能勉强去接受它，也很难获得好成绩，甚至不能如期毕业。

如今“名校在读研究生退学重新换专业”“北大本科大二女生因不喜

欢专业退学复读”等报道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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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本科生刚入学还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但硕士的年龄段和心

境以及客观原因决定其选择重考的压力更大，难度也更大。在中国，

资源固然重要，但名校的资源能帮你一辈子?校友虽好，他们会愿意

提携一个连本专业都不热爱不精通的人么? 

也有人会怀疑，专业真有那么重要?现在就业专业对口的人能有

多少，诚然，由于学生高考后择专业的不成熟、高校“宽口径”“复

合型”的培养方式，导致我国大学毕业生专业对口程度不高。但高考

的“历史遗留问题”不应在读完研后仍存在，本科毕业生就业不对口

也就罢了，读完研究生仍然就业不对口，空有一纸名校文凭，这三年

“研究”的意义何在? 

考生在选择自己的目标院校和专业时，考虑的因素比较多，而且

每个院校考察的内容都不同，希望大家在做出选择的时候都可以谨慎

思考，做出那个最适合自己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