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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2024年考研的日子还有32天，南通的几所大学里也有不少
考研学子。在漫长且辛苦的备考日子里，听听他们怎么说——

考研，注定是一段孤独的旅程

单人成行：“三跨”考研注定是孤独的旅程
或许南通理工大学的李园园也没

想到，大二经济法课上老师的一句话
可以改变他未来的求职目标。大二时
他还是财务管理专业的学生，担任班
级班长，连续两年都是专业第一。在
平常的一节专业课上，因为课程结束
考试时，他选择题“全对”的正确率，
老师给同学讲解时一句“大家不懂的
可以问问李园园。”给他树立了莫大的
信心，同时也让他意识到：既然我对法
律感兴趣，那我为什么不从事律师职
业呢？

从那时开始，择校就变成了他
最大的心事。自身是日语考生，但
是国内可以用日语考研的高校并不
多，在和家人、同学商量了一周后，他
锁定了“甘肃政法大学”这个相对“友

好”的学校，而自己作为本科非法学专
业的学生，想考法律类的研究生也只
能报考“法律非法学”专业。

从确定了考研学校的那一天开
始，如何将自己“财务”“会计”的数学
思维转化为“法律非法学”的文科思
维，便占据了李园园考研初期的全部
时间。财务课程更加讲究的是数字
的理性，而法律学科的文科思维较
强，需要他从入门开始学起并不断地
重复记忆，从而建立对学科最基础的
框架。漫长的转变过程让李园园有
种孤独无助感，这一年对这个从六年
级开始住宿、习惯一个人生活的男孩
子来说，并不好度过。于是，刚过完
21岁生日的李园园的解压方式就是
半夜在家庭群里抒发感受，“有一天，

我实在是不想坚持了，就在家人群里
发了好几百字的话，但家人们没有多
说什么，只是耐心地听我释放压力，他
们知道我把压力说出来就好了。”

这个来自重庆的男孩也有着山城
人与生俱来的坚韧。跨地区、跨学校、
跨专业，大家都在猜测李园园这个“三
跨”考生在考研过程中花费了巨大的
经济成本，但他却骄傲地介绍，除了
因为暑假图书馆闭馆、自己在学校附
近的自习室和在距离2分钟的地方
租房花了3000块钱之外，其余都是
靠信息搜集能力和自学。当被问到
平时靠什么给自己打气时，他说：“山
高路远，怕什么来不及，怕什么到不
了，坚定就能成。”

父母成顶：家长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对于在南通理工大学就读工业工
程与管理专业的白璟懿来说，暑假回
家备考复习的两个月是她整个考研过
程中最“踏实”的时候了。作为南京人
在南通读了大学，考研却要考镇江的
院校，问到其中的缘由，白璟懿解释
道，自己要考的专业在江苏招录分数
线都很高，她也是为了提高上岸率，就
选择了一个相对“好考”的学校，但即
便这样，往年近140∶1的报录比还是
让她在整个考研过程中压力不小。

考研英语的强逻辑、专业课的枯
燥刷题都让她不断思考：自己究竟适
不适合考研。可当她和同学兴冲冲准
备好简历去参加招聘会时，却发现自
己所学专业的就业市场比想象中更加
严峻。无奈之下，她将考研作为唯一
的选择。

考研过程也有动摇，但父母的支
持给她打了一针强心剂。在暑假回家
复习的两个月，白璟懿动力十足，把自

己关在书房里，而父母也不打扰，准备
好一日三餐便出门，给她准备了安静
的备考环境，而她自己也在梳理备考
科目的同时，抓住更好的状态复习。
男朋友也时常为她加油、鼓气，让她在
备考过程中舒缓了不少压力。

和身边考研人比较“热烈”的解压
方式不同，白璟懿的解压方式似乎更
加“佛系”。她一旦觉得自己坚持不下
去的时候，就给自己放半天假，拉起窗
帘、闷头睡觉。在这个六人间的宿舍
里，每个人都有着明确的目标，考研、
考公兵分两路，互不打扰又彼此默默
加油。

无独有偶，对在南通大学药学院
目前读大四的韩寒来说，家人的支持、
学校的理解陪伴了她考研的全过程。
比起其他同学擅长实验操作来说，擅
长理论课程的韩寒在择校方面犯了
难：考本校、本专业似乎上岸率更高，
但同学们都在冲刺“名校”。在和家人

沟通、自己也深思熟虑之后，去年研究
生考试一结束，她就以“一定要考上为
准”的信心，选择了本校——南通大学
药学院，并从今年三月开始准备考研。

考本校的压力不比其他跨考同学
小。从一开始的公共课复习摸不着头
脑，购买社交媒体上学长分享的几块
钱的共享课，到后来一遍遍地刷专业
网课，不舍昼夜，即使如此辛苦，韩寒
对考研的决心从未动摇。

暑假，韩寒在学校复习了半个月，
便回家备考了，家人非常理解当前就
业形势的严峻和她对读研的向往，对
她的决定很是支持，暑假在家的高效
复习也为目前的冲刺打好了专业基
础。目前正处冲刺阶段，韩寒和朋友
们会每周约个半天时间出门放松，逛
街、吃美食让她们以更饱满的热情投
入学习中。韩寒说，如果考研顺利上
岸，明年大四毕业她打算去趟西藏，

“想出去看看世界”。

研友成林：
与友偕行
可以帮我走得更远

从踏进本科校园开始就打定主意要
考公的吴玲妹，在去年冬天发现自己本
科所学的专业在报考时没有很多岗位选
择，她仿佛遭了当头一棒。一周后，缓过
神的她开始考虑起下一步。于是，2023
年元旦过后，她也成了2024年万千考研
人中的一员。

考研这场马拉松还没起跑，前期
的准备工作就让她犯了难。目标院校
怎么选、英语怎么准备、专业课怎么复
习，这些都差点让她打起退堂鼓，“我
的室友都很好，因为班上40多个学生
里只有8个女孩，几乎都在准备考研，
她们就教我如何准备院校，虽然大家是
考同一个专业，但是我们还是关系很好
的考研搭子”。她们避开了院校的选
取，大半年以来度过了一起复习备考的
时光。

从早上8点40到图书馆，晚上9点
30离开图书馆，这样的作息她坚持了整
整半年。与数学的磨合耗费了她最长的
时间，基础课的入门就花了两个月。从
一开始的汤家凤老师的数学基础课考研
需要反复听，一个小时的课程需要半天
消化，到现在刷真题游刃有余，吴玲妹认
为这都是耐得住性子学习的结果。

谈到在考研过程中需要克服的困
难，吴玲妹认为应该是态度要端正，“我
刚开始去图书馆的时候，室友说对面桌
上来了个帅哥，心想这也可以给我们动
力每天去学习，后来去了半个月发现，

‘帅哥’每天不是睡觉就是玩手机，桌上
的专业书没翻几页，从那之后我就端正
了自己的态度，提高了学习效率。”

离考研还有一个月，现在正处冲刺
阶段，对于即将到来的两周校外实训，吴
玲妹则显得很冷静，她认为自己用了半
年时间稳扎稳打，备考节奏稳定，之后实
训也会带着书晚上继续备考。她称自己
有着独特的解压方式，一旦觉得累了就
打开哔哩哔哩视频网站,看考研加油打
气视频，看完觉得自己“又活了”。

“有时候在图书馆学到傍晚，疲惫了
站起来活动一下，看见大家奇奇怪怪的
睡姿，有的仰头、张大嘴，有的脸贴桌
子、流口水，觉得既心酸又蛮好笑的，这
条考研路上大家都很辛苦，希望都能得
偿所愿！”

有人说，考研过程就像是在黑暗的
屋子里洗衣服，因为不知道是否洗干净，
所以你只能一遍遍地重复洗。等到上考
场那一瞬间，灯亮了，你才会发现，只要
认真洗过的衣服就会光亮如新。还有
32天就是考研日了，希望所有考研学子
韶华不负，曙光在望，追风赶月莫停留，
平芜尽处是春山！

本报见习记者王颖

“单词书连排队的时间都紧紧攥着，去教室的路
上还能多看5分钟的视频课”“每天自习室里最早到、
最晚走，冷风刺骨也仍然坚持在走廊站着背书”“即使
学得偏头痛也要坚持。10分钟吃完午饭，为的是再多
背几个单词”……据统计，今年将有498.6万高校毕业
生参加2024年的研究生考试，行而不辍，孜孜不怠，考
研初试在即，近日，记者走访了南通大学和南通理工
大学，听考研学子们讲述这一年的备考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