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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本科生，大学期间担任过班里的心理委员，两次获得学校专业优秀

奖学金，参与家教、公众号推广、中小学生研学旅行辅导员、线上教

育老师等多项兼职，最后考取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地理学硕士研究生。

作者寄语：人生是一场修行，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愿你们能够

在无知无畏的前行中发现真理和果实。

考研、就业、出国…任何选择，不过是在追寻你自己，这是我后

来才悟到的，人生的难不在于降服别人，往往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己。

当 2016 年考研初试结束的时候，我看到考生们陆陆续续走出考

场，穿过绿树成荫的校园大道，表情看似平静眼里却似乎有泪有笑。

我羡慕敬佩他们，每一个坚持走下来的人都了不起。

考研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一旦你选择了，就没有任何办法再去埋

怨和不满。我一直觉得，如果你把考研看成一场游戏，那么你决定参

与进来，就不能随意出局放弃，听从规则和指挥，一步一动，直到结

果来到，游戏结束，我可以说你是一个忠诚的游戏玩家。这样的比喻

可能比较轻松戏谑，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放松不功利的心态却是非常重

要的。漫长的初试备考、复试准备期；高数、专业课、英语、政治，

后来的英语口语、学科前沿，都会消磨耐心，一些瞬间，你需要继续

下去的理由和动力。剥离掉一些宏观的理性的诉求，你想要的也许只

是一个小确幸一般的确认，然后再投入到知识海洋中。有时候会回想，

当初要能保研多好、要能找工作多好，这是一种心态，也是不切实际

的假设。真实的生活道路，没有一条是平坦浩荡的大路。

选择和坚持

许多同学惧怕考研亦或是不能够坚持，我个人认为是自我认知不



清晰导致的。我一直相信学习动力或者生活动力这件事情本质上是人

对于自我的掌控的欲望，有野心有理想的人不喜欢被别人掌控，他们

想要握住自己生活的遥控器，自我选择。而所有的选择都不一定是最

佳，我们需要用努力来支撑自己的选择，来证明自己。

对于我自己来说，考研的动力来自看世界和看清自我的诉求，这

样说也许比较务虚，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说服力这方面有时候务虚更

有发言权。在我的生活圈子里，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生活模式，它们

色彩斑斓，给我启发。更由于这是一个如此透明和清晰的网络时代，

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正在被科学技术压缩，我看到一个个比我更加优秀

更加美好的人们还在努力向前奔跑。当然最近“励志”“鸡汤”传的

火热，于是也有相应的“随遇而安，不留痕迹”派出现。很多人在纠

结过人生终极三问以后日渐消沉，但是我说服自己的理由是要忠于自

己的角色，如果只是河流里的一滴水，那就顺流而下，滋润土壤;如

果只是路旁的一棵树，那就枝繁叶茂，留人树荫，难得在接纳和感恩。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旧热爱生活。

说回自己，由于前几学期的成绩不理想，后期才考虑保研，所以在成

绩上追赶的非常辛苦，结果并未如愿。而对于人文地理学的兴趣是我

在大一刚入学的时候就已经确定的，于是我选择了考研。

驯化自我

大三下的整个学期我在学校边上课边复习数学和英语，但是效率

并不是很高。知道后来才知道自己走了很多弯路，但是不走的谁又知

道呢。

烟台实习结束之后，我义无反顾的决定回家复习。一方面，是因

为我的身体状况不太好再加上前面一直很紧张神经衰弱的厉害，睡眠

一直都不好；另一方面，畅通的网络、自由的作息、宽松的氛围对我

而言意味着全部。我也怀疑过自己的选择，自律性、信息通达度、心

态调整，我的选择其实带给我很多顾虑，但是事实证明，这些完全都



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你真的很想很想成功。

因为人文地理学是偏文性质的逻辑思维和怎么都逃不了的记忆

背诵，我几乎拿着资料在家里的角角落落背书，在进门的玄关处、厨

房里、卧室的衣柜前、窗户旁，最远最远我跑到小区最西边新修的马

路旁，车辆很少，陕北初秋的太阳明亮而不刺眼，我迎着稀稀拉拉的

过完路人异样的目光，将一行行的文字刻在心里，我享受这份自由。

我之前在给学弟学妹的考研经验交流会上提到过：考研就是和自

己相处的过程。从前有学长在分析经验的时候说过：去图书馆的时候

会把收集放在宿舍，然后在图书馆坐上一天我是真心佩服的。但是于

我而言，由于每天的睡眠时间比较少，而且考研复习的大多数知识都

相对比较枯燥和乏味，如果周围安静到没有任何刺激的话，我就会进

入到一种混沌和不清晰的状态当中，这样会严重的降低学习效率。因

此，在复习过程中，我一直都在听音乐，如果是数学和专业课思辨比

较严谨的就听一些纯音乐；如果是相对轻松的内容，就听一些喜欢的

歌曲。在这方面，我建议喜欢的歌曲最好有一个列表，不断重复听会

降低你对歌词旋律的关注度而专注于学习。这意味着网络或者外界所

带来的一切你不必完全屏蔽掉，最重要的是能够将它们化作帮助你实

现自己目的的工具而不是阻碍，当然这也是考验我们自律能力的关键。

总结下来，我觉得不要把备考过程当成是对自我的挑战和忤逆。

有时候，你要顺着自己来调整才能使自己进入一个舒服高效的备考状

态。

记忆技巧

需要记忆的东西多，就需要我们用逻辑技巧来消化它们。一般来

说：首先要对需要识记的知识进行理解，如果其中有逻辑不清、名词

不懂这些问题，一定要先搞清楚；其次要找出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

确定大题脉络，这个时候自己可以将结构简图标在旁边以便于帮助记

忆；最后再进行多次的诵读。我自己非常不提倡死记硬背，知识只有



把它放在框架里，才能获得它全面的意义。

找好自己的考研导师

关于考研培训，我并提倡大家报班，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都很高，

但是结果往往效果不尽如人意，最好的办法是能够灵活的应用各个培

训机构的考研视频。当时是一个学长分享了 17 年各个考研机构的培

训视频，我按照需要什么就看什么的原则来听。英语因为由于其考试

形式的不同而划分为许多个小块儿，建议大家能够根据自己的能力和

特长，如果长难句比较薄弱，就专门找一些长难句视频进行研学。建

议大家能够耐心的跟着老师的思路进行学习，要抱着空杯心切，千万

不能眼高手低，在看视频的时候态度不端正。在这里长难句的视频我

推荐文都赵敏老师所讲的课程；单词推荐商志老师的讲解，适合基础

较差的孩子全面打基础。

我的数学基础不太好，也属于一直都比较担心数学的类型。在大三下

这个学期基本上就是看课本并结合张宇的视频来进行学习。但是慢慢

我意识到一方面由于数学认知比较差，我看课本基本上就是将知识点

搬运到笔记本上，知识还是不能架构起来；另一方面，张宇的讲课风

格虽然幽默风趣，但是他的课程在前期总结性太强，听过之后我依旧

不会做题。之后又开始寻找其他比较合适的视频，最终我找到了“狮

子数学”。虽然最后我都不知道这个老师到底长什么样子，但是他的

讲解从基础到强化认真细致全面，最重要的是他的讲课能让我焦躁的

心情平复下来。数学复习流程：首先听他的课，随时记下笔记，建议

每道题目知识的起承转合都要认真记录，这样才能完成基础知识的架

构；然后再自己整理一遍笔记，将所有例题独立计算一遍，遇到困难

以后先思考，实在有问题就再过一遍视频；最后就是完善笔记，间隔

一段时间对笔记进行温习一次。

政治的课程最为枯燥，背诵记忆的量也最大。根据目前同学们的

状况来看，我推荐新东方陆寓丰老师的课程，讲课风格相对新颖和年



轻，但是对知识却掌握的非常老道。

不管是多好的课程，多么有权威。我一直都觉得，真正能让我们

听到耳朵里面听到心里面的才是好的课程。大家也可以采用这个标准，

来选择自己的考研导师。

考研全程规划

有很多学妹学弟问我自己有没有考研的全程规划，老实说是没有

的，在过程中倒是每天都有希望自己能够完成的任务。一段时间以后

自查一下进度，再进行调整。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无论开始看一系

列视频还是一本书，都尽量按照章节来安排任务，确定能够完成的时

间。在复习的过程中，不断查看的之前复习过的资料笔记，俗话说“温

故而知新”，在不断的知识反刍和整合的过程中，你会获得真正的知

识。

蒋方舟说“我对社会的残酷，没有怨言，只有好奇”。我为之所

动，也为自己的好奇心所动，开始之后，我更愿意将它作为一场考研

体验之旅。确定自己想要的，然后试着拼尽全力去得到。有时候你想

做的你去做也就成功了，但是你不去做就真的没有可能了。我还是希

望大家在过程中抱有一颗平常心，降低自己的付出感，把所有的感悟

都作为一种体验吧。就像在流眼泪的时候，就默默的让它流；能笑的

时候，就痛快的笑出来，时光流转，愿我们都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