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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89/2021_2022__E7_83_AD_

E7_82_B9_E8_BE_A3_E8_c73_389776.htm 熊丙奇 “保研猪的

生活，找工作狗的生活，考研猪狗不如的生活”，这是当今

大四学生的流行语。姑且不谈学生的调侃因素，对于“保送

研究生”(简称“保研”)的大四学生来说，在被确定保研(每

年10月底)之后，直到毕业(每年6月底)，几乎有8个多月的时

间，确实过着类似于“猪”的生活吃了睡，睡了吃，不愁考

试，不愁学业。相比那些正在考研考场挣扎以及正在各人才

市场挤得满头大汗的兄弟姐妹来说，实在是太幸福了。对保

研的学生来说，这8-10个月时间，无疑是可以属于自己支配

的自由时间，可是有多少学生，能把这些时间充分利用起来

，学一些可以与未来研究生教育相衔接的知识，做一些可以

与研究生学习接轨的课题研究，或者积累一些社会实践能力

呢？这样的学生有，但不多。对于更多的保研生来说，四年

大学学习的“目标”，经过三年的努力已经“达到”了，因

此，这多下来的8个月，就是对自己过去努力的奖赏放肆地休

息和玩乐。同样的情况，其实也存在于保送上大学的高中保

送生中。记得几年前，一些大、中学注意到这种情况，推出

了中学保送生与大学的连读班，让这些被保送的学生提前进

到大学开始学习，但是，由于涉及到学制问题，实施效果并

不理想。对于保研的学生，有关建议希望他们能提前进研究

生教育机构接受培养，但是，由于涉及到学位问题(要到毕业

时才授予)以及今后的管理问题，也很难推行。以上的问题，

其实反映出两方面的矛盾与冲突，一是计划体系中的考试升



学体制，强调的是时间节点，按部就班；而申请入学，则打

乱了这种“节奏感”，强调针对受教育者本身进行教育设计

，国外大学的完全学分制、多学期制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另外，不少中学、大学在乎的是学生的升学率、就业率和读

研率，学生已经“保送”成功，学校也就完成了培养任务，

至于学生接下来的学习、发展，就不再是学校所操心的事了

。8个月的时间，对于青春年少的学生来说，并非是一段可以

“任意挥霍”的时光，对于整个教育来说，这样的挥霍，又

制造了多少的教育浪费以及人才浪费呢？有关方面不能不关

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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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