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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89/2021_2022__E7_A0_94_

E7_A9_B6_E7_94_9F_E5_c73_389707.htm 据10月18日《武汉晨

报》报道，武汉大学从2004年试点以两年制为基础的弹性学

制以来，逾八成硕士选择两年毕业。2006年，武大首届两年

制硕士与最后一届三年制硕士同时毕业，就业形势持平。武

大一位负责人说，只要能搞好两三百门通开课，硕士培养的

质量不仅不会垮，还会提高。武大另一位人士认为，硕士学

制实现弹性很重要，应因学科、因人而异。 如今，高校学生

的就业压力很大，就业形势逐年吃紧，因此早一年毕业意味

着更多的就业机会。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很多学生读完了

硕士研究生，却进不了他们在本科毕业时就可以就业的单位

。在就业压力的现实语境下，希望早一年毕业可谓理所应当

。再说，早工作一年，就多拿一年薪水，多积累一年的资历

。因此，当武汉大学的首届两年制硕士，在2006年面对着与

最后一届三年制硕士大致相同的就业形势时，也就自然选择

早一年毕业了。 但是，早一年毕业与晚一年毕业，硕士培养

质量不可能持平，也不大可能实现提高。如果说有的学校在

硕士研究生学制实现弹性之后，因为改革培养方式使得学生

培养质量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实现了提高，这未免有点自己

打自己嘴巴的意思。既然实现两年制的培养方式更好，那么

以前举三年之力，又为何培养质量反而更差？ 作为一名在读

的博士研究生，我认为与其为硕士研究生的弹性学制培养作

成功式、表扬式的阶段性工作总结，不如直面这一方式中的

一些问题。而其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反对弹性学制或不加



区分地吁请取消，而只是为了使这一制度更加合理。 必须承

认的一个前提就是，现在在很多实行弹性学制的高校，除非

学生申请，学校一般都按两年制培养学生，而就业压力逼得

学生大都愿意两年毕业。在双重因素下，弹性学制其实演变

成了两年制。 从学校方面来说，除了哲学理论、科学社会主

义等必修课外，还有大量的专业课要上。因此，学生大都选

择了第一年上课，第二年实习、写毕业论文、找工作的生活

道路，很难在学术功底上实现提升、学术视野上实现拓展，

有的甚至连基本的学术规范也无从掌握。 从学生方面来说，

也存在不少问题。按我的看法，某些学科的硕士研究生，基

本上是在两年上网、聊QQ、看电影、旅游的生活中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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