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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敏 兰州大学硕士研究生

她在多元化尝试中逐渐明晰未来

2019年，刘敏高考，考入兰州
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两年
后，怀揣新闻梦的她，转入新闻与
传播学院网络与新媒体专业。
2023年，她考研“上岸”本校，留在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攻读新
闻传播学专业。

刘敏告诉记者，她之所以考
研，一方面是她对新闻专业接触
时间太短，渴望更深层次的理论
学习与实践锻炼。另一方面则源
于对职业选择的迷茫，“当时主要
是希望在读研期间多一些体验和
尝试，将来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
职业道路”。

刘敏很快发现，研究生生涯
和她之前的想象并不相同。一开
始，面对晦涩难懂的社会学与新闻
学著作，刘敏一度深感挫败，甚至
对自己的学术能力产生怀疑，但她
并没有放弃。“一边调整心态，积极
解决问题，一边尝试体验不同行业
的实习岗位。”她相信，只要自己积
极尝试、认真探索，一定能够解决

问题，从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发展
方向。

刘敏说，对她而言，读研是一
次找寻自我的旅程。研一下学期，
刘敏先在一家MCN公司兼职线上
视频剪辑，暑期时又在中国新闻周
刊旗下的一个科普类公众号担任
撰稿人。这两段实习经历，不仅让
她意识到自身的潜力所在，更为她
未来的职业规划提供了新的视角。

“尤其是撰写科普类微信推文的经
历，让我重拾对文字的热爱，同时
也认识到自己在写作方面的不足
之处。”刘敏逐渐明确，相较于纯学
术的研究，实践性强的工作更适合
自己。“下一次实习，我想再尝试一
下互联网大厂的运营工作，希望在
毕业之际能够拥有更丰富的实习
经验以及相应的职业选择。”

刘敏说，相较于本科时期的
无忧无虑随大流，读研带给她更多
的是更深刻的自我认知与成长。

“现在的我不再盲目追随他人的步
伐，而是学会了独立思考、判断，专
注于自身发展路径的规划。”她说，
导师也经常鼓励她专注自身，因为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节奏和目
标，不必拘泥于他人的评价，只需
脚踏实地做好眼前的事。这番教导
给了刘敏莫大的鼓舞，也让她更加
坚定自己的选择。

读研带来的收获不仅仅是专
业知识的精进，更是人格的塑造
与心智的成熟。“我从不后悔读
研，因为它让我遇见了更好的自
己，让我有机会触摸到梦想的边
际。”刘敏说。

小谭 福建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二本女生三战成硕，现入职公办初中

2024年8月，福建师范大学硕
士研究生毕业的小谭成功被上海
市一所公办初中录用为语文教
师，成了亲朋好友眼中的“别人家
孩子”。从二本院校非主干专业本
科毕业，到三战成硕，再到成为上
海市公办初中教师，小谭走得虽
慢但坚定。如今回看来时路，她觉
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小谭是个不服输的女孩，从
小就有个“名校梦”。尽管本科就
读于二本院校，但并未阻挡她追
逐梦想的脚步。在她心底，还有一
个目标一直激励着她———“我的
哥哥保研到了复旦大学，我一定
不能落后”。

但是，作为二本院校非核心
专业的本科生，想考研“上岸”谈
何容易。小谭回忆道，三年备考的

艰辛有如翻山越岭。在这漫长的
旅途中，她本人“咬定青山不放
松”的决心固然重要，但志同道合
研友的相伴，家人的理解、支持与
鼓励，都是她前行路上不可或缺
的动力。

小谭说，家人始终是她最坚
强的后盾。哪怕到了二战、三战，
在家备考的过程中，妈妈都给了
她无微不至的照顾，“每日早上的
鸡蛋，夜晚的营养补充，让我在高
强度的备考中能够保持身体健
康、心情平稳。”回首来时路，小谭
的声音有些哽咽。

考取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之
后，小谭遇见了一群更优秀的人。

“读研期间，我遇到许多良师益
友。他们当中，有‘offer收割机’，
有精通韩语、日语、英语的学霸，
也有从小到大连任班长的……”
从这些优秀的同学身上，小谭汲
取着养分，增长着见识。

当然，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也
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尤其是研二
时，论文、课题、实习、找工作同时
进行，只能沉住气，一关一关过。”

而到了毕业季，师范院校
研究生的身份，给了小谭更多
的底气。“求职路上，学历是敲
门砖。我当时的目标是上海公
立学校教师。”如今，小谭的目
标已达成。

卢梦瑶 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

跨专业考研让她找回热爱，遇见爱情

卢梦瑶，山东财经大学2016
级工商管理专业本科生，2020年
跨专业考研，考入山东大学微生
物技术研究院生物与医药专业。
如今，已是山东大学微生物技术
研究院博二研究生。

这是一个在专业选择上走过
弯路的女孩。卢梦瑶说，自己的兴
趣专业一直是生物，“梦中情校”
也一直是山东大学，但2016年因
高考成绩不够未能如愿。

由于读的不是自己的兴趣专
业，进入大学之后，卢梦瑶失落了
很长时间。她一度以为自己要与
生物绝缘了，直到大一下学期一
个偶然的机会，她从学长那里听
说可以跨专业考研。“那一刻，我
感觉人生又有希望了”。

为了圆梦，卢梦瑶制定了周
密的跨专业考研计划。2020年，卢

梦瑶顺利“上岸”。当理想照进现
实，卢梦瑶一边庆幸，一边开始适
应新的学习和生活。

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刚开始以为读研会轻松一些，但
后来发现还是挺累的，做实验很
辛苦，经常熬夜、通宵。”卢梦瑶
说，读研之后，心情会随着实验进
展得是否顺利而起伏。

“实验顺利的时候，心想做科
研真好，以后要一辈子做科研。有
时候遇到一个很难的坎儿，比如
一直在做同一个实验，却怎么都
做不出来，也想过赶紧毕业去找
工作。但是，过了那个坎儿，觉得
自己又行了……”卢梦瑶说着说
着，忍不住笑出声来。但是，“热爱
可抵万难”，硕士毕业后，卢梦瑶
选择留校继续读博。

卢梦瑶说，很庆幸自己当初
选择跨专业考研，而且坚持选择
自己的“梦中情校”。

“真正考进山大之后，发现这里
比我想象的更好。”卢梦瑶说，在山
大，在微生物技术实验室，她遇见了
更优秀的人。“我身边的老师和同学
都非常优秀，他们每一个人的学识都
很丰富，见识也很广。和他们接触多
了，我自己也在不断成长。”

考入山大之后，卢梦瑶还收
获了美好的爱情，而且已经走入
婚姻殿堂。她的另一半，正是山大
校友。

与许多人“校门到校门”式考
研不同，张恒是在工作四年后考
研“上岸”的。硕士毕业后，他又选
择了读博。2020年博士毕业后，他
进入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
究与交流中心，专注学术工作。

“当初选择考研，最直接的因素
是工作遇到瓶颈了。”张恒说，当时
做的新闻比较琐碎，希望自己能够
在知识理论和调查方法上有所提
升，有能力去挖掘新闻事件和现象
背后的东西，尤其是那些能够反映
时代变迁的东西。另一个因素是，张
恒希望在工作之外建立一个属于自
己的“小世界”。

现在回看来时路，张恒不后
悔自己的选择。“如果再给我一次
机会，我还会选择考研。”不过，如
果是现在的自己，考研时可能会
再大胆一点儿，包括学校和专业
的选择。

读研三年，张恒发现自己的确
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也开始

有意识地去做深入的思考。”他说，
以前也许有这样的想法，但不知道
怎么切入。读了研究生之后，似乎找
到了这个“门”，更最重要的是，找到
了那个属于自己的“小世界”。

硕士毕业后，导师建议张恒
考博。那段时间家里出了一些变
故，张恒也希望调整一下自己的
节奏，从高强度的工作中撤一撤，
给生活留一点儿空隙。多重因素
交织，促成了他选择留校读博。

2016年，张恒考取山东大学
博士研究生。与硕士阶段不同，张
恒开始更加专注于学术。他辞掉
了工作，专心钻研学术。读博是辛
苦的，但张恒说，他从中体味到了
一种快乐——— 思维的快乐，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的快乐。这坚定了
他走学术之路的决心。博士毕业
后，他选择了到山东社会科学院
从事学术研究工作。

回顾来时路，张恒很感谢自
己在媒体的那段从业经历。“那段
经历让我与社会有一个广泛又直
接的接触。”在他看来，那样一段
经历，对他后来从事学术研究有
着特别的意义。

对于考研，张恒有自己的看
法。他认为考研是其中一条出路，
不必有执念，“能考上是好事儿，
万一暂时没能圆梦，也不必过分
失落。因为工作几年之后，你还可
以再考。毕竟现在是终身学习型
社会，学无止境。”张恒说，触摸过
真实的世界之后，再回过头来学
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和启发。

张恒 山东大学哲学博士

工作四年后考研，他坚定了学术之路

12月22日下午5点，除超过三小时或有特殊要求的科目外，202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结束。
“下一站，上岸”，是对考生最好的祝福。那么，那些年“上岸”的他们，后来都怎么样了？回看当年的选择，他们选选对了吗？

文/片 记者 徐玉芹 延瑜 济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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