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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关注

一个班 53人，竟有50人考研
不考研会被认为“不上进”，就连他自己都会觉得不好意思

本报聊城 1 月 6 日讯（记者
张超 郭庆文） 5 日，一年一

度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开考，当天
是小寒节气，天气很冷，而考研依
然火爆，聊城考点有 5700 多人参
加考试，比去年增加了 300 人。记
者了解到，就业压力倒逼学生考
研，聊城大学有一个班 53 人，竟
有 50 人选择了考研。

“我们班 53 个同学，50 个人
考研。”聊大化学院一个班的班长
小尹告诉记者，参加考研的同学
中大部分人选择了外地院校，而

本专业的另一个班没有参加考研
的人数也是寥寥无几。

小尹介绍，由于本科所学专
业限制和就业形势的双重压力，
迫使大部分同学选择考研。

记者了解到，像这个班一样，
现在一些高校班里不考研的学生
很少，如果哪个同学不考研，会被
认为“不上进”，就连他自己也会
觉得不好意思。

聊大学生小张说：“现在公务
员考试很多都要求研究生学历，
由于专业所限，本科能报的岗位

少之又少。”不少学生表示，为了
能抱得“铁饭碗”，少一点竞争，多
一点胜算，只能选择考研。

“考上研，既能延缓就业压
力，也能为将来工作做准备。”烟
台大学大四学生小赵说，最近一
段时间他一直聊城老家复习，为
了考研他从大三就开始准备了。
现在本科生太多，考上研究生才
能提高竞争力。

和小赵有一样想法的考生不
在少数。为躲避就业压力，多数大
学生倾向考研。“班上基本上都考

研。”考生小王在聊城大学学的是
心理学，本科毕业只能做初级的
心理咨询工作，他认为“考研才是
最好的出路”。

不少学生表示，如今找份好
工作难上加难，用人单位对于学
历的要求越来越高，与其走向社
会找工作，不如留在校园中继续
深造学习，规避一下就业压力。

记者从聊城市招生办获悉，
今年研究生入学考试聊城考点考
生人数达 5700 多人，比去年增加
了 300 人。

陪考家长：

为营造舒适环境

一切以儿子为主

有的为了加薪，有的为了提干

不少上班族也来考研
本报聊城 1 月 6 日讯(记者

张超) 在考研大军中除了大学
生，也有不少上班族的身影，有的
是为了加薪，有的是为了提干。

“日后提干对学历都有要求，
争取拿下研究生文凭。”6 日中
午，提前走出考场的小郑告诉记
者，他毕业于济南大学，毕业后一
直在某市直机关工作，现在单位
更加青睐高学历人才，各方面福
利待遇都不是本科生所能比拟
的，所以他决定考研，争取拿到研
究生学历。

小郑介绍，他身边不少同期
毕业的同学或朋友，参加工作后
都感觉仅凭本科文凭已很难在单
位立足，希望能通过更高层次的
学习拿到学历，获得日后晋升的
机会。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跟小郑
有着同样想法的考生不在少数，
由于身在机关单位，对于学历，单
位均有不同的薪金级别，同时对
于岗位的提升也有了更高要求，
为了能在单位谋得一个好出路，
所以选择考研。

走出考场，考生小卜显得信
心满满，谈及今年的考试发挥，小
卜直言：题目不难，发挥还可以。
小卜介绍，自己已经毕业三年了，
大学期间学的是化学专业，毕业
后自己成立了一个小公司，从事
化工品生产，在社会上打拼几年
下来，最深的感触就是技术发展
对个人专业知识储备有了更高要
求，由于所学有限，失去不少与大
厂家合作的机会，由于资金有限，
无法聘请技术专家，只能决定自
己去读研。

“如果能考上，就放弃工作，
全身心投入到研究生学习中。”小
卜说道，为了准备考研，自己将公
司事物交给别人打理，自己完全
脱产上辅导班，做练习题，已经准
备了近半年的时间，希望能考上
理想的院校，重返校园充电学习，
日后在事业上取得更大发展。

据了解，还有一些已经参加
工作的考生，为了单位能给自己
加薪，或者跳槽找个更好的工作，
在工作之余“偷偷”准备考研，工
作、学习两不误。

5 日下午 3 点，在聊城二中
考点外，考试第二场开考 1 个小
时，尽管天气很冷，不少家长仍
选择在考点外等候。“在车里呆
不住，既紧张又充满期待。”李先
生说，他从车里出来后，来回走
了近半个小时了。

李先生的儿子去年考研没
考好，大学毕业后没找工作，在
家里复习了大半年，今年报考了
中央财经大学。李先生说，这大
半年为了给儿子营造相对舒适
的学习环境，家里日常生活一切
以儿子为主，从吃饭到休息都有
周密的安排。

李先生给自己打气说：“儿
子成绩很好，我很放心。”

本报记者 郭庆文

就业压力大

备考更趋理性

来自聊城大学的小朱说，大
多数同学报考学校都根据自己
的专业课成绩和学习状况，并不
一味选择名校。

“珍惜每一次机会，有一定
把握再考。”考生小张说，尽管考
试失利还可以考事业单位、公务
员，但每次报考都要谨慎选择，
认真准备。

“大三上学期就开始准备
了，中间还参加了国考。”在哈尔
滨上大学的小陈说，希望回山东
工作，考研结束后，他要迅速调
整状态，准备省公务员考试。

“我才大三，先来感受一
下。”来自聊城大学的一位考生
说，一上大学家里就让他准备考
研，这次主要是摸摸底。他说，班
里的同学基本上都要考研。

“这是第二年了，一定要考
好。”由于去年没考好，小刘在聊
大毕业后到开发区租了房子，又
复习了一年，和他一起租房的还
有同一级的学生。“现在就业压
力太大，多学点东西才能找个好
工作。” 本报记者 郭庆文

不少考生走出考点后一脸
轻松。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1 月 5 日 上
午，堪称“史上最
严”的研究生招生
考试开考，考试各
科目采取考生“同
点 不 同 场 ”的 方
式。图为，考点外
一名考生冒着严
寒等候进场。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研”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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