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想+勇敢+努力=愈成长愈美好 
 

真正的勇敢，不是无所畏惧，而是虽然畏惧，却依然前行。理想

不是奢侈品，而是精神的必需品，心灵的高贵伴侣，灵魂的忠实粉丝。

努力不是矫揉造作，而是成长的主题，生命的精髓，世间一切美好的

源泉。人生是一个奇妙的旅程，未来不可知，各人不相同，形色各异，

五彩斑斓。古往今来的无数事实却在向我们昭示这样一个道理：确定

坚定的人生理想、辅之以十分的勇敢和十二分的努力便能够愈成长愈

美好。美丽的人生不在于没有挫折困苦，失败堕落，而在于直面挑战

的勇气，走出堕落的努力和追寻理想的坚实脚步。正当年少的我们处

在一个快速成长的时期，成长以锐不可当的速度袭来而我们却总觉得

尚未做好准备，人人如此，于我亦然。 

2013 年秋天的那段保研历程于我绝对是成长中转折和突破，辗

转多地，幸而未折，突出重围，破茧成蝶。我始终相信一个道理，成

功的路各不相同，没有人能够完完全全从复制中获得成功；经验却异

常宝贵，若能沉心分析众人和自己犯错的根源并牢记心间必有所获。

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成功的法宝，但是我愿意和大

家分享我的教训和收获，前车之辙、后车之鉴，希望能够成为后来者

的借鉴无论于个人还是集体都能愈成长愈美好。 

正确的看待保研便是善待自己，保研只是一个过程，这是后来保

研这件事完结了以后我才明白的，不算太晚。但是若能早一点明白，

于个人其实是件好事。可能这样的讲法有些学院派，但是细细想来你

确实可以感受到它的正确性。假若你坚定不移的走学术研究这条道

路，即便没有保研，但你有明确的目标并敢于依靠自己的十分努力去

奋斗，最终一定能够得偿所愿；若十分不幸没有考上理想中的院校，

那么考验你的时刻到了，是继续为梦想努力还是放弃。若现实条件允

许你继续为个人理想而努力，那么你自己的内心深处是否有着热切的



渴望支撑你直到下一次机会来临？若现实条件不能满足，你必须先面

对现实生活时你是否足够坚定：即使暂时中断寻梦之旅也能在条件允

许时抓住机会再次拼搏，这一切不过是在考验你对理想的忠贞程度，

请记住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空乏其身，行拂乱起所为也，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如果你

幸运的获得了保研资格，未来学术研究的漫漫长路岂是保研能够给予

保障和终结的？或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获得保研资格的同学并不一

定以学术研究作为终身理想，那么读研的时间代价将是不可忽略的，

所以无关抱怨、嫉妒，一切生发自有源泉，反观自身，必有所得。 

保研前、中、后的心态演变有点奇特却又很普遍。保研前大部分

同学都很关心自己是否具备了保研资格，开始计算成绩，这种情况大

都出现在成绩不是特别稳定的同学身上，成绩忽高忽低排名起伏不

定。由于每年的保研名额在或多或少发生细微的变化，所以除了成绩

稳稳保持在第一名的同学外，其余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忧虑。就自身的

经验来讲，长久以来的稳定排名让我在保研资格上无甚压力，心态很

稳定、看问题比较冷静客观，提供了机会让我在正常学习之余观察徘

徊在保研边缘线同学的心态。有些同学依据往常经验推测自己是否能

够获得保研资格或沾沾自喜或寄希望于政策放宽；有些同学看到全然

没有希望埋头苦读；有些同学善于解读政策和把握机遇抓住了夏令营

这个宝贵的机会奋力一搏……保研前期的真实心态可谓忐忑，但各家

也有各自担心的不同侧重点：或偏向于关注政策动态，或偏向于选择

学校专业；或偏向于是否继续读研。这点很普遍也很正常，源自对不

可知未来的期待和些微的畏惧。而这一时期有几点是特别应当注意

的：不能将过多的经历投放在纠结是否具备保研资格这件事情上。因

为历史不可改变，未来并不可知，还是要找准自己短期内的着力点，

继续努力学习或增强业务能力；不可忽略对以往保研相关政策的解读

和了解，要关注理想高校的保研相关政策和夏令营等事宜。这一点我



做的不是特别好，但是从可资借鉴的成功案例身上我清楚的认识到对

政策的有效解读有时能够弥补学习能力的欠缺。真正的保研工作开始

后，其实心里已经较为安定就开始准备相关的保研材料。这里有一点

值得一提，目标院校的选择不宜过多，过少则风险较大，过多则耗费

较大的精力而无法集中突破，一般以 3-4 个为宜。基于对自身学识水

平的自我鉴定和对目标院校学术研究水平的估测以高于自身但又不

难以实现为基础择定一到两所，确定一所超越自身水平较多的院校尝

试一下。既要分散风险又不过于分散，要以自身实力为基础，以兴趣

目标为引导，以保险安全为底线，以奋力拼搏为追求有层次有方向的

选择目标院校。在等待复试通知时忌讳心焦气躁，要平心静气的等待，

最好能够对目标院校的往年复试有一个大致了解；要保持手机畅通，

避免错过本科学校和目标院校的相关通知。保研复试完成、结果出来

后，要综合本校老师建议和本人的意愿理性选择院校，宁肯前期努力

不要过后悔恨；要及时总结每一个面试过的院校的提问风格，发问内

容和自身表现中的优缺点，要注意与一起面试的同伴保持良好的沟通

和交流，相互鼓励、不可敌视，衷心祝福，方便以后取长补短和学术

交流，不同院校有不同的学术风格和独到之处，谦卑应对，虚心借鉴，

百家争鸣方能百花齐放，一枝独秀终究难免凋零。 

保研复试中的注意事项应该是大家较为关心的。面试过我的各个

高校风格不同，概括而言：南方学校面试相对容易，氛围更加缓和轻

松，重视基础知识和本科在校期间学习状况；中部地区学校趋于保守

和严谨，关注理解表达能力和学识积累量；北京高校的复试要求相对

较高，注重知识的融会贯通，强调学科性和专业性，注重学生的国际

视野和逻辑体系。除此之外，各高校十分关注学生的英语水平，考查

方式大致包括两种：一种是专门的外语面试包含有英文自我介绍和英

语水平测试两部分，一种是不占用专门的外语面试时间，而在整体面

试中突击式的以英文方式提问问题。关于英文自我介绍，我建议不要



死记硬背式，但是要有一个细致而微的提纲，把要介绍的个人信息以

外语形式进行逻辑构架，不要为了凸显自身的水平而专门挑战高难度

的语句结构反而容易弄巧成拙；要有信心和能力做好英文自我介绍，

我们应当深有体会的是背诵绝对不是自我介绍的恰当表现方式。要有

意识的去记忆一些专业英语的词汇，避免在面试过程中出现听不懂老

师提问的情况造成不良印象。面试时要掌握基本的礼貌，候场期间不

要大声喧哗，与老师交谈不要过于紧张，要保持得体的微笑从容不迫，

与老师观点发生冲突时首先要尊重老师的意见同时快速思考自己的

观点是否完全站不住脚，不能够唯面试老师为尊，不坚持自己的主张，

遇见分歧就改变；但是也不能过于固执，毕竟学术本身是仁者见仁，

有分歧可以保留，但是要尊重长者的建议，是为不卑不亢。 

我的保研结果观。不要觉得保研就是个过程，其实重在参与是一

句玩笑话，虽然事实上可能真的是这样，但是肯定不完全是这样。保

研这件事儿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难也没有你期待的那么容易，可能前一

阶段跟你无丝毫牵连也可能在某一刻突然赖上你。它在路上游荡时，

你不妨先做好手头的事情；它真正来临时，你要善待它；当它成为记

忆时，请勇敢的放手。我并没有实现当初的第一志愿清华大学政治学

系，但是我并不难过，因为从这件事情中我明白很多道理，这种难得

的经历对于我有醍醐灌顶的作用，重要的不过是成长。如果你能将结

果看淡意味着你能够完全的投入过程，而这往往会带来意外的收获；

如果你能看淡结果你会发现自己居然能够承受比意想中更多的打击

和挫折，这绝对是心灵的炼狱和天堂；如果你能看淡结果，你会用崭

新的姿态迎接下一个黎明，而这足以超越所有曾经的不美好。始终不

要忘记努力，始终不要过于在意结果，因为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结果，

过程直接决定了结果，风景和美丽全蕴含在过程中，结果便是顺其自

然的。 

如果我能够在同辈中于某一方面可称突出，绝对不是因为我天生



聪明过人，追根究底不过是比他人的目标更明确一点，比他人更勇敢

一点，比他人更努力很多。爱因斯坦讲天才等于 1%的灵感加上 99%

的汗水，智商之高如爱因斯坦者尚且将努力看的如此重要，何如我

辈？回头来看，保研只不过是漫长的学习生涯中一个美好的插曲，波

折的成长历程中难得的坦途，可不经历风雨如何见得彩虹，何况不同

的路有不同的风景；倾尽全力时没有必要再强求和为难自己，不如轻

轻一声“得之我幸、失之我命”更加豁达，辅以一句“且行且珍惜”

更加引人入胜！成长是一生的话题，没有人能够避开成长，不论你愿

意或不愿意；成长总是不那么尽如人意，一帆风顺，所以那句话说的

好：如果你感觉到累，证明你还活着；如果你感觉到辛苦，证明你在

前进；容易走的只有下坡路。世界时刻都在改变，你也是这样，这一

刻的你不同于前一刻的你，他人亦然，而唯一能够和应该保有的是那

份积极的生活态度。真正的美好人生不是没有挫折失败，而是即使面

对挫折和失败，也有信心、勇气和能力战胜挫折，走出失败，迎接成

功，开创未来！成长从来不是伪命题，但成长具有方向性，或勇往直

前、或逡巡不前、或堕落到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成长方向、成长轨

迹和成长主题，但如果能够坚定积极的人生理想，勇敢的迎接明日朝

阳，微笑着挥洒努力的汗水，我相信也祝福每一位朋友越成长越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