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众说纷纭考研热降温 三大问题值得思考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

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90/2021_2022__E4_BC_97_

E8_AF_B4_E7_BA_B7_E7_c73_390812.htm 12月上旬，山东省教

育招生考试院对外公布了2007年我省报考硕士研究生的相关

数据，统计结果显示，2007年，我省197746人参加了网上报名

，128293人到报名点进行了现场确认，比去年减少8220人，降

幅为6%。经过了近10年的炙手可热之后，考研而今终于呈现

衰微之象尽管是“相对”而非“绝对”，但就是这种风吹草

动的变化却足以引起广泛的关注。 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影响

？ 今年秋季，经教育部批准，全国有17所高校实行研究生培

养机制改革试点。这些高校培养研究生将不再区分公费和自

费，而是采取奖助学金的方式资助研究生学费和生活费。改

革后，优秀学生获得的资助完全可以抵作学费，甚至还有盈

余；而成绩不佳的学生就会有一定经济压力，不能“混日子

”了。不少试点高校研招办老师表示，根据新政策，国家给

予研究生的培养经费不减少，学校也会投入更多经费，总体

来说研究生将在各方面获得更好待遇。但是，好政策没有吸

引更多报考者。部分学生担心研究生入学考试考不到好成绩

，或是进校后学习不够优秀，无缘奖学金。更多的人开始从

自身实际出发，审视读研的价值，权衡之下，放弃了考研。 

不再是就业“筹码”！ 对许多考研者来说，读研值不值，很

大程度上与就业挂钩。许多本科毕业生选择了考研，让就业

“缓期三年执行”；希望通过提升学历，找到更理想的工作

。但实际情况是，高学历者不一定能在就业市场上获得好的

就业机会。3年的研究生学习，需要在时间和经济上投入相当



大的成本。相当一部分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其薪资水平和

本科生不能拉开差距，于是考研热情回落。 还有很多教育界

人士认为，理性回归的还有人才市场。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

在选才时不再以学历唯上，有的单位认为本科生更具可塑性

，更容易在实践中得到锻炼成长。最近，各省市教育部门公

布了2007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数据，许多省市首次出现了

本科生初次就业率高于硕士生的情况。 高校教育质量当反思 

部分教育界人士还认为，考研降温有其理性成分，但高校也

需对研究生教育质量进行反思。专家指出，研究生教育扩容

后，相应的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没有很好建立。合格导师

数量的增长赶不上研究生增长的步伐，一些高校比较浮躁、

急功近利的氛围也影响了师生关系。有的导师自己社会活动

繁忙，对学生采取“放羊式”管理，学生快毕业了导师还叫

不出他的名字；有的导师课题很多，把一些事务性、操作型

的活扔给学生干，与学生类似“雇佣关系”。 同时，研究生

培养的定位问题也值得研究。有关专家指出，目前我国高校

培养研究生大都按“学术型”人才的标准培养，社会需要那

么多学术人才吗？如果高校根据人才市场的需要，对研究生

培养进行科学定位与分类，这样才能凸现研究生的价值。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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