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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考研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胡启霞
(大连民族学院土木建筑工程学院，辽宁大连116600)

摘要：近年来，在庞大的考研大军中，在校大学生所占比例逐年增加，这一方面反应了学生对自

身能力提高的迫切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对国家人才储备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但这一过程也暴露

出一些弊端。通过对在校大学生对考研的认识与行为展开全面调查，探讨了目前高校考研管理

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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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反映了大学生对高学历、高素质的追求，

它不仅仅是单纯的个体学习行为，而且也关系到

整个家庭收益的教育投资，更关系到我国高等教

育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和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实

施进程。进入2l世纪以来，考研一直是高等教育

讨论的最热门话题之一，有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

系列研究。但以实证调查为依据，以高校考研管

理为切入点，对高校学生考研现状进行分析的研

究则少见报道。本文以大连部分高校大四学生为

主要调查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通过

实证分析，掌握了目前高校考研管理现状，探讨了

目前高校考研管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对

策，旨在为高校学生考研管理工作提供参考。

一、高校学生考研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基于对高校在校生对考研的认识与行为及高

校考研管理现状展开的调查，以及对调查结果进

行的比较分析发现，高校考研管理主要存在以下

问题：

1．考研导向表现明显

“考研导向”，是指通过研究生的“报考率”和

“录取率”来评价教学质量或促使和激励本科生

规避正常就业，而转向更高层次的学习和研究，以

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更高要求⋯。高校就业率

是衡量和评价高校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为

了提升就业率，考研导向在高校表现明显。首先，

高校普遍存在对考研的宣传、引导倾向。对高校

考研导向调查显示，65％的学生曾在学校各种媒

体上看到或听到有关考研的宣传，而这些宣传有

意或无意地促进或强化了学生的考研意识，是他

们做出考研选择的主观原因之一。其次，管理及

任课教师对考研的认可和动员，对学生在思想上

有引导作用。在一项关于“你身边的老师对考研

和就业的态度”调查时，占76％的学生回答老师

对学生的考研行为表示认同，只有9％的学生认

为老师不认可学生考研、而是更加鼓励就业。一

篇关于“考研消过”的新闻报道称旧J：南京财经大

学在学生违纪消过条件中，将考研列为其中一条，

也就是学生考研成功，处分可消掉，这也是将考研

导向明确列在学生管理制度里的例证。另外，每

年考研录取工作刚一结束，考研动员会和考研经

验交流报告会在高校频现，也表明高校的考研导

向比较明显且具有普遍性。

2．学生考研复习与课堂教学发生冲突

本科阶段的课程是专业知识和技能培养的最

重要阶段，然而考试竞争压力决定了学生必须拼

尽全力备战考研，精力的有限性和时间的冲突性，

让他们无暇顾及其他专业课的学习和实践能力的

培养。为考研而学，是考研学生的普遍状态。对

考研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考研学生在对待其他

专业课的学习态度上，只有1％的人认为不能放

松专业课学习，44％的人认为能通过考试即可、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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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许时间学习，44％的人认为只会在考试时进行

突击，ll％的人则认为根本不用学。关于考研行

为的调查结果表明，有78％的考研学生承认，为

了考研而有逃课行为；82％的学生有上课看考研

书的行为；放弃讲座培训等集体活动的占98％；

20％的学生放弃了社会实践机会。另外，通过对

大四课堂的观测调查表明：大四某专业必修课课

堂的缺勤率平均达30％以上，缺勤者大部分为考

研学生⋯。考研学生严重的逃课现象，还会影响

其他学生上课的积极性。由于高校的考研导向，

很多教师会对考研学生大开绿灯，造成了整个课

堂管理的失效，这被一些学者形象地称为“大四

现象”。

3．高校对学生的考研指导存在不足

调查发现，学生对自我能力的认知程度不高、

职业追求不明确、报考比较轻率和盲目。同时，对

报考信息的了解比较缺乏。不少学生在对自己所

报专业的就业前景、研究内容和动态以及专家学

者、院校机构等详细内容都很模糊，缺乏深入了

解。但是，高校除了在导向上鼓动学生报考外，却

对报考学生的能力评估及其对专业、学校选择很

少过问，更别说专业的指导。其次，考研复习过程

中，学生缺少老师在复习方法、复习策略上的指

导，且在复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不能得到及时、

有效解决。最后，学生考试压力较大，相当多的学

生认为考研难，考试压力较大，而且很多学生对读

研后的学业和就业常表现出极大担忧，说明学生

考研焦虑现象比较严重，但却缺乏专业心理疏导

和帮助。

基于以上分析，高校考研管理目前普遍存在

的主要问题是：重考研引导，轻考研指导；重考研

结果评价，轻考研过程管理。主要原因有：首先，

严峻的就业形势让高校和学生都把考研当成回避

就业压力的绿色通道，考研导向确实可以促进学

生尽早明确学习目标，提高学生考研报考率和成

功率，暂缓高校就业压力，老师也在这一导向影响

下，缺乏对课堂的有效管理，而学生在这一宽松的

环境下自然放松对自我的要求；其次，自古以来重

知识记忆而轻实践能力的考试方式和现阶段激烈

的考试竞争压力导致了学生应试的学习行为；第

三，专业及心理教师对学生考研指导的参与性不

够，导致学生在考研过程中遇到问题得不到指导

和帮助。

二、高校考研管理问题的应对措施

1．变考研导向为科学的职业引导和职业规划

职业生涯规划是个人在分析影响职业发展

主、客观因素的基础上，为实现职业发展目标所做

出的行之有效的安排po。高校首先应开设正规

的生涯发展规划课，将生涯辅导贯彻到整个学习

期间的日常教学活动中。其次，对不同的个体采

取有针对性的个别规划，心理教师需利用能力、职

业兴趣、价值观、态度、人格测验等，帮助大学生较

全面地了解自己的能力倾向、职业兴趣、个性等心

理特质，让学生在充分了解自己的基础上，选择适

合自己发展的道路，避免产生从众心理，减少生涯

发展的盲目性。第三，跟踪规划的实施与效果，监

督学生按照规划方向进行发展。通过实施科学的

职业引导和职业规划，能够启发学生对自身生涯

意识和对工作及社会环境的认识，从而帮助大学

生了解自我、调整自我，不断发展自我潜能。

2．消除考研对教学的消积影响

(1)国家应在宏观层面深化研究生招生制度

改革。应试制度导致了应试行为，我国现行研究

生招生制度正是应试现象的症结所在。要改变这

种现状，国家必须思考改革现行的研究生招考制

度。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研究生招生考试政策，

在现阶段，可做如下改革：①尝试将一年一次的研

究生入学考试变为类似美国的研究生入学资格考

试，这种考试可以一年多次，这样可以降低考研时

间及精力成本；②学生向所报高校提出申请，招生

单位通过资格考试成绩、本科阶段全部课程成绩

以及申请书(表明申请此专业的目的、学习计划

等)三项内容的综合平衡来决定复试名单。这样

既可以帮助学生进行理性选择，又可引导学生必

须格外注重本科阶段所有科目的学习，以及专业

兴趣、科研能力的培养和提高，能够有效纠正目前

学生为考研而学的应试学习方式。

(2)学校应从微观层面构建具体引导及管理

措施。一方面，加强对考研的认识教育，树立学生

为“研究”而学，而非为“考试”而学的正确学习动

机，端正学生扎实、严谨的学习态度；日常教学管

理中对考研学生要一视同仁，严格考勤和考试管

理；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考研学生的实际困难，

合理安排专业课程，规避时间冲突，如将大四学生

开学时间提前一至两周，并将课程排在前半学期，

将专业实践环节如设计和实习安排在后半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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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可以有效规避学生学习时间上的冲突，考研

学生可选在寒假期间补做设计或实习。

3．加强对考研学生的心理辅导

心理学家对考研人员进行调查表明，目前考

研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尤其是在抑郁情绪方面

非常严重，其中男女抑郁症状总的比率分别高达

69．9％和72．4％L4J。之所以出现比较高的抑郁

症状比率，主要是考研人员背负的学习压力过重，

长期生活在紧张学习压力的边缘，易导致抑郁症

状情绪出现。考研像高考一样，是一个需要付出

极大努力的学习过程，但又完全不同于高考，需要

凭自己的毅力去解决学习的难题，去抵制丰富校

园生活的诱惑，需要加倍的恒心和毅力。一边是

学习的压力．一边是生活的诱惑。这种二维情景

更加容易产生诸如焦虑、抑郁、烦躁等心理问题。

要想减轻甚至消除考研学生的身心压力，改善和

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需要学校、家庭、社会

及考研人员自身的鼎力合作。高校心理工作者应

将考研学生作为重点关注的人群之一。学校应成

立专门的心理辅导团队，针对考研学生复习迎考

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心理问题，及时加以辅导和调

适，以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

水平。同时，还应对考研人员进行心理学常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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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让他们掌握基本的心理保健知识，具备初步的

心理调控能力，这是保证心理健康的基础条件。

4．构建大学生考研与就业分类培养体系

分类培养体系就是高校以社会导向和学术导

向为原则，科学定位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大学生考

研与就业分类培养结构，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

和有效性归J。可以从两方面进行：(1)根据分类

培养原则，弹性设置课程体系。考研学生的课程

体系为：通识教育课程+研究性课程+选修课程；

就业学生的课程体系为：通识教育课程+应用型

课程+选修课程。(2)分类设置相关实践、实习、

讲座活动。考研学生在通识教育的同时，强化科

研方法论、实验室的课题研究和科技论文的写作

等科研素质训练，并由专业教师对学生考研复习

和报考选择等方面给予针对性的指导。就业的学

生侧重于与工作实际密切相关岗位实习，职业训

练和就业、创业指导、面试培训等实践活动。

分类培养体系的构建可以有效缓解大学生考

研学习与专业学习的矛盾，同时也可引导高校走

出考研导向与就业困境的两难境地，也是“因材

施教”原则的体现，更是提高我国高校人才培养

针对性和有效性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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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eendy．it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tO the percentage of enrollment students in university in alI examinee for e】臼皿玛for

postgraduate．This not only reflects the enroUment student’s press for improving th锄selv铝capacity．but also promotes country’

8 1talents 8tore and social development．-However，there appear some problems in this process．In this article。we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a【蛐8 for postgraduate for exams for postgraduate．discuss the problems of management for exams for postgraduate in 11．

niversity，and provide for response stratagi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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