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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10/2021_2022__E5_9C_A8_

E8_81_8C_E8_AF_BB_E7_c75_110894.htm 据了解，今年全国计

划招收27万研究生（比2002年整整超出7万），显然读研已在

国内非常流行。事实上，在职“读研热”与其说是一个教育

现象，不如说是一个社会问题。我国是一个学历本位、文凭

本位的社会，学历与文凭对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于是不断

接受高层教育、获取高等学位成为当今年轻人的人生目标。

但是，在一些能力本位的社会，情形则相反，例如美国，每

年注册读学位课程的大学生约有1479万人，读学士学位的不

到124万人，而读副学位的仅有56万人。 我国现在大多数企业

的用人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传统的人事管理模式丧失其存在

的合理性，能力本位的用人机制逐渐形成，注重实际绩效的

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模式被越来越多的企业青睐。冷眼旁观

，盲目追求高学历并不是理智的人生出路。 社会在发展，竞

争越发激烈，在职读研是无可厚非的提升自我价值的途径，

但读研前要明确动机，如：为何读研？读取后人生价值是否

得到体现？ 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传统的精英职业正慢慢

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大众职业。岗位成才成为用人单位的价

值取向。对于在职读研者而言，倘若已在现有岗位取得良好

的人际关系，又能够岗位成才，建议不读或慎读，以免“捡

了芝麻丢了西瓜”。 当然，若能明确读研动机，权衡利大于

弊、得多于失，就可明明白白去在职读研。 在职读研陷阱多

多 在竞争激烈的大城市，打开任何一份销量可观的报纸，你

就能在广告栏里找到多如牛毛的在职读研招生信息。放眼望



去，似乎所有的名校都在办研究生班。看到这些，准备读研

的你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了？且慢！在将不菲的学费抛出之

前，你应谨防以下的五大陷阱。 陷阱1无效证书 通常表现：

你在报纸上发现了“某某大学管理学院”、“某某大学计算

机学院”的招生信息，实地考察之后发现，这家招生单位的

办公地点确实在该校校园内。于是，你相信了这次招生的合

法性。 出现问题：学习结束后，你发现手中的结业证书虽然

是那个所谓的某某大学管理学院出具的，但可能连该校校方

都不予承认。 问题内幕：钻国家办学监控不严的空子，校方

只收钱不管理。这个所谓的“学院”，根本不具备一级法人

资格，它的炮制者可能只是该校某系几位创收心切的员工和

一些胆大妄为的社会人员。这样的“草台班子”出了问题，

校方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于是，你在一番辛苦努力后只得

到一张昂贵的废纸。 预防策略：一是到当地省市级教委的学

位办公室查验该研究生班是否办理了备案登记，没有备案的

，当然是骗你没商量的“草台班子”；二是鉴别图章的效力

，比如南开大学金融学在职研究生班结业证书上盖有“南开

大学”印章（一级法人印章）、现任校长手章和证书编号，

这是南开大学所认可的。 陷阱2学科名称华而不实 通常表现

：“广告”、“策划”、“文化市场学”，这些听起来既实

用又时髦的学科名称让你跃跃欲试。 出现问题：在读了很多

被业内人士称为“花拳绣腿”的课程之后，你发现，这些课

程对于你通过国家统一专业知识考试的帮助实在有限。因为

国家学科设置里根本没有广告这一类条目。你所要面临的还

是传统的文学类知识考试。除非你根本不打算获得学位，否

则，这样的课程设置会让你走不少冤枉路。 问题内幕：为了



吸引生源，招生单位刻意夸大宣传个别对大众有吸引力的课

程，以偏概全。结果是，要么你根本不会拿到那个你希望的

所谓“广告学”、“策划学”的硕士学位，要么你需要通过

国家考试的时候会感到困难重重。因为你所学的课程与统考

内容很不匹配。 预防策略：事先查看读研班详细的课程、课

时设置。对照国家有关大学学科设置和学位授予的有关规定

考察该课程设置的含金量。 陷阱3乱收费 通常表现：在报名

之初，被告知一个大概的学费数额，比如1.3万元、2.1万元等

，你就读之后才发现，花费远不仅于此。 出现问题：学生除

了要支付报名费、学费、教材费、论文指导费和答辩费这些

正常费用外，还被要求交纳诸如考试费、补考费、出题阅卷

费、成本费、学位指标费等一系列“苛捐杂税”。由于已经

身在其中，你当然无法抗拒这些收费项目的滋扰。但是，这

种被人套牢之后割肉的感觉，实在是很不舒服。 问题内幕：

巧立名目，任意收费。 预防方法：事先咨询清楚所有收费项

目，并要求招生单位列出收费细则。 陷阱4师资不足 通常表

现：你只知道这个读研班的课程设置，却不知道授课的人到

底是谁。于是在很多时候，来给在职读研者上课的非但不是

该校的教授、副教授，甚至不是该校讲师，而是在校就读的

研究生。 出现问题：学生们听着那些似是而非的糊涂讲解，

大呼上当。 问题内幕：招生单位没有足够的师资力量，或者

是学校开班太多，师资不够调配。于是，他们聘用大量读研

的学生、外校老师、企业管理者到课堂上滥竽充数。 预防方

法：报名时，不仅要关心课程设置情况，对于每一门课授课

教师的资质也要多加留心。比如，你可以要求验看办班学校

在教委学位办备案的文件。正规的文件里都会有详细的课程



设置、课时安排、授课资质、任课教授签字等内容的详细记

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