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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同学理性决策是否出国，学习发

展中心通过访谈有过出国留学决策经历的师兄

师姐整理出本手册，以期能够为同学们供一定

的参考。

被访谈的师兄师姐中，有的已经成功得

到心仪名校的 offer，有的选择了本系推研，

还有的最终在研究生阶段选择了出国继续深

造……无论他们最终的选择如何，他们的共同

点是都经历了一段或是平坦或是纠结的留学决

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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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决策思维导图 思维导图说明

国内读研

国内读研带给自己的利益更大

长期目标（职业规划）

所在专业国内国
外学术环境、水平

利弊

国外学术
条件更好

申请留学的条件是否基本满足，例
如学业成绩、科研成果、英语能力

等

综合各方面分析国内外读研利弊

留学带给自己的利益更大

是否可以通过一定努力达到条件

所从事行业是否
需要海外学历

国内学术
条件更好 是

是 是

留学

否

否 否

视自身发展而定
国内外读研对职
业规划影响不大
或考虑到最后依

然无从下手后，可
以从个人性格、情
感因素等方面进

行决策

走学术科研道路    进企业工作、
公务员等 创业 本科毕业工作

就整体决策思路而言，我们建议：

从长远目标——可行性分析——利弊分

析——情感因素这样的先后顺序来进行留

学决策。

长远目标，即我们常说的职业规划。

留学或者在国内读研都只是我们未来发展

的一个阶段性过程而已，需要为我们长远

的目标来服务。因此，可从自身未来的长

远发展的目标来决策，诸如：做学术科研

（学术大师）、进企业工作（兴业之士）、

从事公共管理（治国英才）等等。着眼长远目标，将使我们易于跨越眼前阻碍，更加

理性决策。

可行性分析，确立长远目标后，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诸如学业成绩、科研成果、

英语能力、经济条件等条件，考量能否满足这些条件。

利弊分析，任何事务都有两面性，如国外读研，可能有更好的学术条件，但却可

能影响国内人脉资源、实践经验的积累，在国内读研可能有更好的实践机会，却可能

难有最好的学术条件等。通过利弊分析让自己看清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情况下，哪一

个更符合长远目标。 

情感因素，当完成以上三步考量后，发现仍无法决策，或发现以上三点并非重点，

则可从性格和个人情感出发。如恋人在国外求学或工作、或家人朋友的关系等，都可

能成为影响决策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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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决策心路历程

为了从真实的决策心路历程中汲取经验，小编采访了几位有过留学决策经历的师

兄师姐：

Y1 同学：清华本科毕业后赴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深造

Y2 同学：清华本科毕业后赴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 - 香槟分校机械工程专业深造

Y3 同学：清华本科毕业后赴牛津大学法学专业深造

Y4 同学：北大本科毕业推研清华硕士研究生，后赴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认知

科学博士研究生

N1 同学：清华热能系本科，本系推研直博

N2 同学：清华土木工程系本科，本系推研直博

N3 同学：清华外文系本科，本系推研硕士，正在考虑是否再次申请出国

N4 同学：清华外文系本科，跨系交叉推研硕士

让我们来听听师兄师姐们都有过怎样的决策心路历程吧！

为了方便大家后文阅读时的辨识，以上化名的根据是师兄师姐们决策后的结果，
最终去留学者为 Y，决定不留学者为 N。小编语

Y1：“我考虑这个事情比较早了，从高中的时候就在考虑将来是否出国留学。在高

中毕业时决定要在研究生阶段出国留学。对于这一选择我从未犹豫过。” 

Y2：“我考虑得也比较早，大概是在高二的时候，留学的决心可以说是大一时定下的，

之后没有动摇过，一路就这样走下去了。”

N1：“我在大学入学时就有出国读博的意愿，但一直想不太清楚自己以后是否要做

学术，各种准备都在做，托福和 GRE 也都考了。但最终在大三下学期的时候

想明白了自己以后不会做科研，可能会从事技术性工作，决定选择本校直博。”

N2：“大一入学时我只是对留学这个事情有所了解，正式开始考虑是大二初的时候。

没有明确下决定的时间点，只是后来通过一系列考量，想明白了自己今后的

目标与留学不太有关，最终选择了本系直博。这期间有过一段很深入的自我

分析，从长远目标开始考虑，到可行性的分析，再到利弊分析，最后决定的

时候也有一些情感上的选择。虽然考虑的时间比较长，但做出本系直博的决

定以后就没有再动摇过了。”

N4：“我最初考虑留学是在大二的时候，但在大三时经历了出国交换，想法有了变

化，觉得已经体验过留学生活了，加上想在研究生阶段换专业，大三下学期

决定选择不准备出国了，集中精力准备跨系推研。”

Y3：“我是到大三开始考虑的，没有太多时间去考虑，留学的申请和找工作是同时

进行的。到手的工作和学校 offer 都非常好，一度让我很纠结。但考虑到男

友在英国，在最后时刻选择了去留学。”

N3：“大三上半学期出国交换的时候我开始考虑以后要不要留学。经过近一年的犹

豫，始终没有下定决心。最终在大四上推研的时期决定选择了本系推研，整

个过程都比较犹豫和纠结。现在虽然对清华依然很喜欢，但对自己的感觉一

般，想变更研究方向，在考虑是否硕士毕业后出国读博。”

Y4：“我是从研一下学期开完题以后，对学术有了很多新的想法，开始考虑要不要

出国读博。到了研二就开始准备申请。整个过程比较顺理成章，也没有因为

申请而耽误别的选择，只是相较于硕士毕业后工作我更倾向于能出国读博，

但也并非一定要出国不可。”

Q1：何时开始考虑是否出国留学？又是何时决定出国 or 不出国的？整个过程顺利

or 纠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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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决策时间的起点与终点因人而异，有些同学规划性较强、目标明确，早考虑、
早决定；有些同学则给自己留了更多的时间去自我探索进而做出决定；还有同
学即使到了最后都为自己保留了不同的可能性，最终选择条件更好的那条路。
现在的你，处于决策的哪个阶段呢？

小编语

我们发现，师兄师姐们的利弊权衡都是建立在一个长期目标的规划之上。留学
这条路对于想要在科研领域有所建树的同学们来说可谓好处多多，但同时也要
面临很多异国求学的艰辛。我们要辩证地看待他人口中的“利”与“弊”，常问一
下自己，是否适合我的情况呢？

小编语

Y1：“我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希望自己将来能在学术研究上更进一步。国

内读研虽然也是一个不错选择，但我希望尝试体验不同的学术和生活环境，

同时拓宽视野与眼界，所以出国读研对我来说更有吸引力。但出国就意味着

无法和亲人和许多朋友在地理上保持近距离，对亲人的思念可能会成为问题，

国内人际关系的处理需要做出调整；同时在国外进入一个新的社会环境、面

临独自生活的环境切换，在新环境中的人际交往与生活方式可能成为问题。

处理这些潜在问题的能力与方法也很有必要在决策的时候考虑清楚。”

Y2：“我的目标是以后在高校做 Faculty，如果不出国留学就很难在名校任职，所

以没有犹豫或过多的权衡。”

Y3：“留学能得到更高的学历、更开阔的眼界，以及对我本人来说，男友在英国，

出国就能跟男友团聚。但同时又会导致远离父母、适应全新的生活环境。我

觉得人还是需要开阔一下自己的眼界，加上我比较看重未来的爱情婚姻幸福，

事业会有不同的出路，但那个人错过了就没有啦！”

Y4：“硕士阶段申请出国的时候确实会做一些利弊权衡，在我看来，出国留学的‘利’

在于：科研环境较好、能学习到更前沿的东西、回国做教职更有竞争力等；

而出国留学的‘弊’在于：背井离乡、撇家舍业，而且出去读博时间会很长，国

内的人脉就断掉了等等。但我觉得这些弊端通过努力都可以规避，所以决定

试一下申请出国。”

N1：“我分析的思路就是先看自己的意愿，也就是以后是否想从事学术科研，再看

自己的能力。一开始比较纠结是出国读博还是本校直博，当时觉得如果以后

想留在学界、在高校做科研，就出国读博；如果打算进企业工作，就在本校

直博。当我随着年级增高，对科研和科研界认识逐渐增多，慢慢想清了自己

不是很想要这样的生活，就决定选择本校直博了。”

N2：“我首先是看自己以后到底想要做什么，这个目标是否一定要通过留学来实现。

我的职业规划是以后做工程师或公务员，那么研究生的学历是必需的，但出

不出国并不是关键。在国内读研的好处是能够更好地了解国内情况，而我所

学的专业也是在国内的市场比较大，同时能够在学校继续做社工，有机会做

辅导员，毕业就业时能得到更多的信息；而在国外读研好处是能收到更好的

学术锻炼，提升国际视野和外语能力。结合自己的长远目标来看，还是在国

内读博比较合适。”

N3：“我觉得对出国利弊的分析需要基于对未来的规划。对我本人来说当时考虑的

出国留学的好处是可以在本专业领域中研究更感兴趣的方向、而且国外更专

业的学术研究训练比国内更能提高科研实力；但同时可能会对国内发展以及

相关的政策环境不够敏感。如果留在国内则有机会积累更多的人脉，并且在

清华读研本专业也有出国交换的项目，加上受到周围同学选择国内读研的氛

围影响，最后还是决定先抓住推研的机会，硕士阶段继续考虑出国深造的事。”

N4：“由于大三在国外交换过，而且与当地人交流充分，收获很大，也感受到了科

研方面国内外的差距。但从我个人发展看，以后我肯定不会定居在国外，更

看好在国内的发展前景，所以留学是充实提高自己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加上

想在研究生阶段换专业，从可行性上看明显在本校交叉推研更容易成功，就

选择了跨系推研。出国留学读博没有绝对的‘利’和‘弊’，有些对别人来说是‘利’

的可能在我这里反而不太有价值。比如国际视野、科研环境这些，我在本科

已经在国外体验过，在清华各种接触国际的机会也非常多，如果仅仅为此而

在国外花上五六年甚至更多时间去读博士，总觉得反而不如在国内踏踏实实

学习自己更有兴趣的专业，认识更多的人，为将来就业做充分的准备。所以

关键是看哪些是自己需要的，哪些是不需要的。”

Q2：在决策过程中是如何权衡利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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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信息获取渠道

根据师兄师姐们的分享，小编整理出了以下几个在决策阶段常用的信息渠道，供

大家参考。

通过学校官网可以获取：专业介绍、导师介绍、校园环境、学费、奖学金等各个

方面的信息。除了招生办公室等机构的联系方式，还可以找到并记下心仪导师的

联系方式，以便后期联系时使用。在了解所在地区后还可以去检索一下当地的气候、

治安情况、生活环境等，这些也都是很重要的决策参考指标哦 ~

无论他们是否有国外留学的经历，都是值得我们去主动交流、了解信息。从老师

那里我们能获知与专业发展相关的最新情况，师兄师姐的经验或者教训对我们的

决策来说都会很有帮助。与他们交流的诀窍有三点：主动、真诚、感恩之心。

各种留学论坛，上面会有英语备考、文书撰写等相关信息与讨论。缺点是质量鱼

龙混杂，信息的真实性也没有保证，需要仔细辨别。在学生中口碑较好的留学论

坛或网站有“寄托家园”、“留学 e 网”等。

相信在大家的身边有很多跟自己一样，在犹豫要不要留学的同学。大家可以互相

交流想法、互通信息的有无，互相督促准备英语考试，如果一起开始申请还能互

相提醒重要的时间节点。与这些有共同想法的同学交流，也能帮助我们获取更多

的信息。

在决策阶段，对于市场上的留学咨询或中介机构不要过分依赖，不要让外界的意

见淹没了自己内心的声音。在与这些机构接触时，以汲取信息为目的，让这些专

业机构的信息和意见“为我所用”。进入准备申请的阶段后可以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

再决定要不要使用中介。

常见渠道一

海外学校的官方网站	 	 	 推荐指数：★★★★★

常见渠道二

熟悉的老师、师兄师姐															 					推荐指数：★★★★★

常见渠道三

与留学相关的论坛与网站								 													推荐指数：★★★★

常见渠道四

同届有出国想法的同学																 					推荐指数：★★★

常见渠道五

专业的留学咨询或中介机构						 															推荐指数：★★★

总之，在决策阶段的信息汲取原则是“兼听则明”，同时不要让过量的信息干扰
了必要的思考与自我追问。手段终究是手段，不能异化为目的，最终的决策还
是要自己来定。

如果你在决策时陷入了迷茫，欢迎预约学习发展中心的一对一咨询，咨询师会
为你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帮助你理清思路、明确目标、获取方法！

https://learning.tsinghua.edu.cn/yuyfw/yyydyzx.htm

小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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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师兄师姐寄语

“兼听则明，最终自己评估、决定并做下去。”

“在切换环境的过程中会有巨量的细节需要处理，需要耐心和执行力。”

“结合自身实际理性分析孰优孰劣，在是否出国这件事情上将犹豫期降至最短，

做出决定后坚持下去。”

【Y1 同学，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

“对于到底是毕业工作、国内读研还是出国留学，个人而言觉得走哪条路都好，

关键是如何走。”

“信息应该越多越好。了解的越多越能帮助做决定。”

“不要放弃任何可能提供奖学金的机会，不要放弃任何推荐信的机会。”

“尽量提高语言水平，出国留学相对而言而是寂寞的。”

【Y3同学，牛津大学法学】

“当情绪占了理智的上风时就会纠结。”

“虽然需要通过套磁表‘忠心’，但主要还是在研究方向上表‘忠心’。” 

“之所以能够战胜多次的纠结，关键是我至少知道自己要什么。”

“给自己安排一个时间表，什么时候做什么要有安排。”

“建议英语考试一定要在暑假前完成。”

“推荐信最好找国外教授、足够牛且了解自己的教授，以达到所谓的‘牛推’。

尽力创造让牛教授了解自己的机会。”

【Y4同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认知科学】

“考虑是否要留学，其实需要的分析并不复杂，想明白两点即可：自身的意愿，

以及自己的能力。”

【N1同学，热能工程系】

“更好的学术条件是我决定选择留学的唯一且最重要的因素。”

“获取信息最好的方式是主动。主动想办法获取留学资讯，主动跟任何与留学

有关的资源进行联系，主动发邮件套磁，主动跟进申请过程。”

 “知道怎么做很容易，但是坚决地执行是不容易的。”

“准备的过程也是一场历练，通过这场历练，你或多或少会有所进步。”

“听别人说不如自己去感受，感受充分了就跟着感觉走吧。”

【Y2同学，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 -香槟分校机械工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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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选择哪条道路，这个决定仅仅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目的。”

“只有知道自己内心里最终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结果，才能进行判断和选择。”

 “人生路上你永远不知道另一条路会不会‘更好’。你现在的人生，是过去的你

为你选择的；相信过去的你做出的决定，就像你会希望未来的你会信赖现在的你

一样，这样你就可以踏实、自信的走下去。”

【N2同学，土木工程系】

“规划明确的未来发展计划非常重要。”

“率先明确自己对科研的态度，以及想要研究的方向，再根据其来选择国内外

院校。”

【N3同学，外文系】

“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每条路都会走得很精彩。”

【N4同学，外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