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暑假里，不少高校迎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大三学子。这些学子不惧烈日，拿着去往各地的车票，奔波于各大
“优秀大学生夏令营”之间。他们聆听各高校领军教师的学术分享，和志同道合的同学们碰撞思想，甚至在其中发现
自己新的学术志趣。炎炎夏日里，他们开打了研究生入学征途上的第一仗。这样的夏令营，坊间也有着一个更为通
俗易懂的名字——“保研夏令营”。参与学生或可直接获得推荐免试的优惠政策，而对学校而言，也能在最大程度上
提前锁定优质生源。 青年报实习生 滕晓琪 记者 刘昕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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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看来，夏令营是高校挖掘
优秀学生的重要方式，学校占据主动
权，高校则认为，学生机会更多，因为
可以参加多所高校的夏令营，拥有更
多的自主选择权。

相比较于全国研究生统一入学
考试的“一考定终身”制度和研究生
志愿填报中选择“唯一志愿”的规定
等，“保研夏令营”里，学生在时间安
排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参加一个
或多个，主办方将通过笔试和论文答
辩等方式对营员的综合素质进行考
查与评定。拿到了优秀营员的“推免
通行证”后，也可以自由选择使用或
者不使用。

潘芸溪认为夏令营并不是像网
络上很多人评价的是一条“捷径”，
想要获得“优秀营员”的资格，参加
夏令营的学生和考研的同学一样要
付出很多努力。大部分学生都表
示，想要在夏令营里表现出色，要注

重积累、尽早准备。经济学专业的
胡娅表示，她从大一进校时便做好
了走“保研”道路的打算，所以从大
一开始就一直专注于提升自己的实
践技能。通过三年的努力，今年胡
娅在本校的夏令营考核中获得了优
异的成绩。

高校“保研夏令营”的举办为研
究 生 入 学 考 核 增 加 了 更 多 的 可
能。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
丙奇对此认为，“申请-审核”制度
将是未来研究生入学的主要方式，
相比之下，传统的考核制度不利于
学校和考生的双向了解，因此，目
前夏令营的选拔模式受到了预计
可获得推免机会的大学生们的广
泛欢迎。熊丙奇指出，“申请-审
核”制度的完善，离不开评价体系
的完备，建立更加科学的评价体系
将变得愈发重要。

（受访学生均为化名）

一个多月赶了五场“保研夏令营”
高校为提前锁定优质生源，学生为“推免通行证”拼一把

吉林大学经济学专业的潘芸溪
即将升入大四，近日她已经拿到了中
国人民大学经管类夏令营的“优秀营
员”资格，这意味着，她只需要在今年
9月，申请到2019年吉林大学的推免
名额，就可以保研中国人民大学。潘
芸溪目前就读的是吉林大学经济学
专业基地班，按往届推算，2019年她
们班将有28个推免名额，这对于在
班级排名较前的潘芸溪来说，获得吉
林大学的推免资格十拿九稳。

据介绍，目前国内举办“保研夏
令营”的高校多集中在“985”“211”
这样的名校中，主办夏令营的高校也
并非面向所有院系的优秀学生，而是
会根据高校自身的定位及优势，选择
一部分院系开展夏令营活动。事实

上，“保研夏令营”的名校近年来也在
逐渐增多，今年，我国至少有60所著
名高校开设了夏令营活动，各高校开
设的院系也在逐年增多。

夏令营的数量在增加，但对营员
的要求却丝毫不松懈。多数夏令营要
求学生“专业或总评成绩居年级前列，
并且预计可获得具备推免面试就读研
究生的资格”以及“英语水平较高”。

在今年公布的夏令营活动通知中，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优秀大学生
夏令营要求学生“专业或总评成绩居年
级前5%”、复旦大学法学院优秀大学生
夏令营要求学生“英语六级成绩在500
分以上或具有同等水平”。与此同时，
多数高校要求学生的报名材料中附具
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专家的推荐信。

不惧烈日，拿着去往各地的车
票，奔波于各大“保研夏令营”之间，
成为这群考研逐梦人的假期选择。

某“985”大学广播电视学专业的
曹然，今年暑假赶了两个保研夏令
营，分别是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纪
录片学的夏令营和中国科技大学科
技传播专业的夏令营。

除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夏令营外，
潘芸溪今年暑假还连轴转地参加了南
开大学、同济大学、中山大学、中央财
经大学四所学校的夏令营。在刚刚过
去的1个多月里，潘芸溪几乎都在各
个城市和高校之间奔波，从长春到北
京，再到上海，到广州，最后到天津，潘
芸溪孤身一人带着应对各个夏令营考
试的复习资料跑过了大半个中国。

“实际上，我提交了报名材料的
学校比参加的还要多一些，”潘芸溪
笑了笑，“但后来由于时间冲突等原

因，最终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加了这
五个夏令营。多参加一个就会多一
个机会，而且去了这么多地方，也开
拓了眼界。”

开展“保研夏令营”的高校和科
研机构对于“优秀营员”具有很高的
选拔要求。大部分主办单位都在日
程里安排了笔试环节，并几乎都安排
了面试环节，有些夏令营的面试日程
甚至超过总日程的二分之一。对于
笔试和面试的难度，各单位也做了严
格的把控，同济大学生命学院的夏令
营活动通知中明确标注：“考核要求
与我校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要求完
全相同。”

潘芸溪表示，她从决定参加“保
研夏令营”开始，就一直在巩固自己
的专业知识，从三月到七月，无论是
专业课还是高数、英语等基础课，都
做了一定强度的复习和提高。

尽管“保研夏令营”对报名者的
要求高，但由于在夏令营中摘得“优
秀营员”，就能获得“推免通行证”等
奖励，“保研夏令营”依然对各高校优
秀学子充满了吸引力。

能满足条件通过初选，真正走
进夏令营成为营员的学生只是少
数幸运儿。据有关部门统计，各高
校夏令营的报名人数大约是招生
人数的 5 倍，这意味着很多学子在
第一轮提交报名表和审核材料的
过程中就被夏令营拒之门外，而进
入夏令营后，能最终获得“优秀营
员”资格的学子则不到报名总人数
的10%。

曹然在中国传媒大学的夏令营
中，获得了“备选”资格，即排名靠前
营员如果放弃中国传媒大学的推免
资格，曹然就有机会作为替补拿到
中传媒的“推免通行证”。目前，曹
然参加的中国科技大学的优秀营员
名单尚未公布，他还在紧张地等待
最后结果。

曹然说，一般来说在夏令营入选
的营员中，只有不超过一半的人可以
获得“优秀营员”的称号，像她参加的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纪录片学的
夏令营，11名营员中只有3名被评
为“优秀营员”。“夏令营的竞争还是
蛮激烈的，你在夏令营里可以看见来
自各地的、优秀得超乎你想象的学
生。”曹然感叹。

药学专业的周冉同样感同身
受。他在参加中科院上海有机所夏
令营时，就曾在报告展示与交流的环
节，被来自其他地方的“学霸”问到

“哑口无言”。
“那些学生的思维非常敏锐，即

便我说的是他们之前从来没有接触

过的我自己的研究成果，他们也能从
我简单的叙述中了解整个反应的基
本原理，并且提出我、甚至是我们整
个研究小组都从没想过的问题，这简
直太刺激了！”周冉回忆起当时的情
景依旧很兴奋，“就算我最后拿不到
优秀营员的资格，我也觉得不虚此
行。能和全国各地的优秀学子交流
学习，能听到走在科研最前端的学
科大牛们的讲座和指导，就非常值
得了！”

青年报记者了解到，这类夏令营
到时长一般为两天到一周不等，大多
数夏令营会安排营员食宿，甚至有的
夏令营中还有免费带领营员游地标、
聚餐等活动。夏令营的具体内容包
括交流论坛、学术分享活动、导师介
绍研究方向、学术讲座、参观主办高
校或研究院的科研设施和文化环境
等。这些项目既是大多数夏令营历
年的保留项目，同时也是对营员们影
响最大的项目。

本科主修广播电视学的曹然在
参加中国科技大学科技传播专业
的夏令营时就感触良多。“我原本
没想过我的专业能和科技扯上什
么关系，但几场讲座后，我了解了
什么是‘科技传播’，也看到了我未
来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曹然表示，
她对于中国科技大学科技传播方
向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
希望能够有机会进入中国科技大
学学习。

“这是我去夏令营之前没想到
的，虽然很多同学都为了考研而奋
斗，但是研究生究竟要干什么，其实
大多数人并不清楚，真正走进去了解
了，才能真正明确自己未来发展的方
向。”曹然颇感欣慰道。

著名高校抢滩“保研夏令营”

为博更多机会赶了5场夏令营

优秀营员或直接拿“推免通行证”

学生增加推免筹码高校提前吸纳人才

“保研夏令营”依然对各高校优秀学子充满了吸引力。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施培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