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研热到底是学历崇拜
还是能力背书
姻李侠

又到了每年研究生复试的季节，近
三年来，国内连续出现大范围的考研热，
今年更是达到令人震惊的规模。教育部
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
人数 457万，比 2021年增长 80万，增幅
达 21%，但录取人数不升反降，仅为 110.7
万，录取率只有 24.22%。这一考研规模约
占今年毕业生总数的一半。
为何今年的考研如此火热？其背后

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挖掘
与思考的问题。

考研热背后的社会原因

在厘清考研热现象产生的内在原因
之前，需要从宏观层面简单分析造成这
种局面的外部社会原因。

首先，由于疫情与各国出入境管
制的变化，造成考研的国际分流快速
缩减。新冠肺炎疫情导致最近三年国
内出国留学的人数大幅减少，使得考
生大量回流，这一方面助推了报考规
模的扩大，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国内考
研的竞争强度。在这方面，我们不妨看
看疫情前的 2019 年我国出国留学生
规模，就能深刻体会到国外高校的分
流作用对于缓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不
充分是何其重要。
教育部的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度，

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 70.35万人。按
照国人的习惯，大多是让孩子在国内读
完大学后再出国读研，即便我们把这个
比例定在 60%，也有将近 42万人到国外
读研。由此可见，回流规模极大地影响了
国内考研的整体规模与竞争强度。从最
近两年各高校录取分数线逐年提高的事
实中，我们就可以印证这一猜测。
其次，由于疫情与国际环境的变化，

国内市场的萎缩日益严重，导致个体选
择的替代效应大范围出现。毕业生就业
困难，使得那些原本准备参加工作的人
只好回到考研赛道，用考研规避就业困
难的现实。
多年前，笔者就曾撰文指出，中国缺

的不是人才而是市场。今天这个局面也
间接印证了笔者的猜测。

第三，全球化时代，社会整体的科技
发展水平越来越高，为了能更好地适应
社会以及提高竞争力，多读书是适应时
代发展的必由之路。考研既能实现个体
获得知识的目的，还能通过文凭获得社
会承认，实在是一举多得的理性选择。
基于上述原因，这种考研热潮仍会

持续很久，毕竟有大的时代背景支撑着
这种趋势。但现在的问题是，个体为何会
如此义无反顾地加入到考研大军中来？
在学历“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当下，难
道他们不知道学历在贬值吗？这种热情
是简单的学历崇拜现象所能解释的吗？
这种选择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的？

热情如何转化为现实能力

在回答上述疑问之前，我们首先要
明确一个基本问题———学历和获得知识
并不是一回事。仅从追求知识的角度来
说，渠道是多种多样的，为此付出任何努
力与竞争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毕竟一
个社会知识库存总量的增加，对于整个
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是有益的。
如果按照理想状况，一个人在追求

知识的同时还能获得学历，那么对于个
人与社会而言无疑是双赢。如果仅仅为
了获得知识，可能并不一定要读研。但
是，如果一个社会对于某个体所拥有的
知识和能力在短期内无法识别并检验，
为了降低鉴别成本，它就只能通过对该
个体所拥有的学历证书的承认，间接承
认其能力，没有证书则不予承认，证书的
存在相当于为其拥有的知识背书。
从这个意义上说，追求学历就是个

人对自身知识的确证过程。缺少这个凭
证，除了所拥有的知识无法被承认外，还
可能遭遇被社会拒绝与歧视的困境，尤
其是在社会评价体系严重落后的背景
下，获得学历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笔者曾就知识与学历两个指标做过

一个四象限图，具体组合结果如下：1.有
学历 /有知识；2.有学历 /无知识；3.无学
历 /有知识；4.无学历 /无知识。在当今
时代，第四种组合在就业市场上几乎无
法生存。最令人气愤的是第二种组合，一
旦这种情况泛滥，必然会导致人才市场
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活得最憋屈的
是第三种组合，才能总是无法被及时承
认，这是任何一个文明与体面的社会所
不能接受的存在方式。因此，第一种组合
是最理想的获得知识的模式，而如今考
研热恰恰是当代年轻人看似盲从实则非
常理性的选择。
从长远看，考研热还能打破精英阶

层对社会阶层流动与跃升的垄断。哈佛
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认为，盲目崇拜
文凭会带来优绩至上的弊端，精英们会
不自觉地把成功与失败道德化，结果造
成整个社会的撕裂与不满。由此，桑德尔
得出结论———大学文凭的武器化表明，
优绩至上可以沦为一种暴政。他甚至指
出，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 2/3的学生
来自美国收入最高的前 10%的家庭。
客观地说，桑德尔观察到的现象都

存在，但是他的解决办法在笔者看来并
不能成立，所谓“以道德情怀投身公共利
益”于事无补。优绩至上至少保证所有人
的机会公平，总比其他莫名其妙的原则
更可取。 （下转第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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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型稀土资源开发利用博士人才培
养项目的博士研究内容具有明确的方向性，
相关技术及应用的学习也贴近于实际生产，
整个培养过程令我终身受益……”江西理工
大学离子型稀土资源开发利用博士人才培养
项目的第一位博士毕业生杨牧南表示。

从 1986年起，江西理工大学开始尝试稀
土领域的硕士研究生培养，到 2002年创办了
涵盖稀土开采、提取、冶金、材料领域的稀土工
程本科专业，再到 2012年学校获批服务国家
特殊需求的“离子型稀土资源开发利用博士人
才培养项目”，从此该校开始了以服务国家战
略为引领的博士人才培养之路。

十年耕耘结硕果。江西理工大学以建设
世界一流稀土学科为目标，充分利用地处离
子型稀土资源核心区域———赣州的地缘优势
和拥有从稀土勘查、开采、分离、冶金到材料
应用的完整学科专业链的优势，历经十年的
耕耘与探索，着力开创了“需求引领，协同培
养，产教融合”的稀土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新
模式，为我国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交出了亮
眼的人才“成绩单”。

需求引领，着力解决离子型稀土产业
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要

从在国内高校中率先开设稀土工程本科
专业，到招收稀土领域的博士研究生，江西理
工大学构建起了本硕博完整的稀土人才培养
体系。同时，该校还专门设立稀土领域的“学
科特区”，在矿业工程、冶金工程博士点单列
博硕士稀土专项招生计划，培养稀土领域高
层次应用型人才。
“近年来，学校不断强化与政府和企业的

产教、科教深度融合，着力培养离子型稀土领
域迫切需要的高层次人才，有力支撑了稀土
产业的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江西理工大
学校长温和瑞表示。

此外，该校还系统地做好高层次人才培
养的顶层设计，针对产业的发展需求，明确
稀土资源绿色高效采选、分离冶炼、稀土功
能材料制备等培养方向和目标。他们以离子
型稀土高效开采与绿色提取新理论和技术
为研究方向，重点培养基础研究创新型人

才，着重解决离子型稀土绿色高效开采分离
的科学问题；以离子型稀土矿山生态环境修
复为目标，重点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着重
解决早期离子型稀土开采被破坏生态的修复
问题；以稀土高端功能材料新理论与技术为
研究方向，培养产业转型升级急需的创新型
人才，着重解决高端稀土功能材料的制备与
应用问题。

据介绍，该校稀土相关专业的毕业生选
择留赣的比例超过 70%，已毕业的 35 名稀土
方向博士中，有 32 人留在赣州就业，是赣州
大型骨干稀土企业专业人才的主要来源。中
国南方稀土集团有限公司、虔东稀土和金力
永磁等稀土企业的管理和技术骨干人员都有
来自江西理工大学稀土领域的研究生。

“这是江西理工大学人才培养服务稀土
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学校的稀土领域人才
培养为稀土行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
撑，学校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稀土人才培养

摇篮。”采访中，相关人士表示。

协同培养，建立离子型稀土领域
高层次人才培养新体系

江西理工大学充分利用自身在离子型稀
土领域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具有的区位、
学科和人才优势，培养离子型稀土领域复合型
人才，加强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构建了“围绕
一个目标，聚焦二项研究，实现三个统一，推进
四方协同”的离子型稀土博士人才培养新体系。
一个目标定位即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需求

为目标，面向离子型稀土产业，注重技术突破和
产业转型升级，有效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项研究结合是指人才培养中学术性和应

用能力并重，实现解决科学问题的理论研究与
解决技术问题的应用研究相结合，以稀土产业
技术难题为导向，开展基础理论问题和应用技
术问题的交叉融合研究。

三个统一是指思想价值塑造与服务国家战
略情怀培养相统一，基础理论研究与解决产业
关键技术问题相统一，科教融合交叉与政产学
用合作协同培养相统一。实现三个相统一，形成
“理论与实践并重、交叉指导、发挥特长、优势互
补、研用结合”的博士生指导模式，构建学习、指
导、研究与应用的人才培养共同体，培养“下得
去、留得住、作用大”的博士人才。
四方协同是指学校、地方政府、产业和用人

企业四方合作，政府提出人才需求，产业提出技
术问题，企业提出用人要求，学校组织开展培
养，建立协同培养博士人才的新机制，实现教学
相长、研用互促、学做结合。论文选题均出自产
业需求，并在稀土企业进行调研、实践，成果在
企业转化和实际应用。
在稀土领域博士人才培养过程中，该校逐

渐形成了多学科交叉融合、导师与指导团队配
合、产学研联合、传承苏区精神与科学创新相结
合的培养特色。

多学科交叉融合是为了更好适应离子型稀
土全产业链的要求，实现矿、冶、材料、环境等多
学科交叉融合与协同创新；导师与指导团队配
合是促进导师作为第一责任人负责具体指导，
统筹协调指导小组成员发挥各自的专业特长和
科研优势共同指导；产学研联合是校企共同制
定人才培养方案，博士生在企业开展研究，针对
企业技术难题申报科研课题和确定论文选题，
研究成果在企业转化应用；传承苏区精神与客
家文化相结合，是指以思政工作为引领，把传承
苏区精神、井冈山精神与客家文化熏陶相结合，
把家国情怀、甘于奉献的精神贯穿于博士研究
生的日常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培养他
们服务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的价值追求。

产教融合，构建离子型稀土领域
创新人才协同培养的新路径

在产教融合方面，通过与赣州高新区共同
建设国家稀土功能材料创新中心，江西理工大
学把博士人才培养融入稀土产业链中，实现产
教融合。同时，该校还与中科院赣江创新研究院
合作设立了稀土专项研究生培养计划，实施双
导师制，推进科教融合。
为做好相关工作，该校还相继出台了《江西

理工大学服务区域工作评价体系（试行）》《江西
理工大学服务区域工作十条规定》等制度，从制
度上保障产教融合落地，激发学校的人才培养
与产业、企业、研究院的对接活力。
此外，该校还牵头成立了中国稀土工程材

料产业联盟，联合江铜、中国南方稀土集团等
11家国内企业、16家省内企业共建国家功能材
料创新中心，与赣州市、鹰潭市、宜春市等 30多
个市县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并先后共建中国
稀金（赣州）新材料研究院、稀土产业大数据产
业研究院、高效智能永磁磁浮轨道研究院等一
批研究院所，极大推动了政产学研博士人才培
养联合体的建设。
“对接产业发展、服务行业需求是高校的

重要职能，学校将依托赣州离子型稀土的发
现地和主产地这个独特的资源优势，进一步
创建稀土领域基础研究及重大产学研创新平
台，服务国家科技创新，践行高校的社会责
任。”江西理工大学党委书记杨斌表示。

聚焦稀土领域 打造人才培养高地
———江西理工大学稀土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十年探索之路

姻唐云志 赵奎

①江西理工大学校徽标志。
②江西理工大学稀土学院教师

为学生讲解稀土分离萃取实验知识
要点。

③研究生在操作添加稀土制备
电子铜箔过程镀液成分分析实验。

图片来源：江西理工大学

江西理工大学校门

一个教师团队入选“全国高校黄
大年式教师团队”；一所高校连续四年
在“全国高校教师教学竞赛状态数据”
中位列全国前十；一位教师获首届全
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一等奖……
近年来，西南石油大学在教师教

学能力培养和提升等方面，取得了诸
多成绩和荣誉。这不禁令人好奇，这所
缺少“名校光环”加持的省属高校是如
何做到的？
西南石油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副主任付玉表示，归根结底就是服务
好每位老师的教育教学、教书育人等
工作，让他们安心从教、静心育人。
对标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对高校

教师提出的新要求，该校针对教师教
学能力评价难、培养难、提升难等问
题，经过八年探索和实践，构建了“评
价—培养—引导—激励”四位一体、互
融共促的教师教学能力提升与保障体
系，通过校内多部门联动、校院协同推
进，营造出了“愿教、乐教、善教、勤教、
优教”的教学文化氛围，让教师教学从
任务式、灌输式、以教为中心，走向研
究式、启发式、以学生为中心。

评学评教齐步走
把脉问诊促教学

“学生‘吐槽’和抱怨少了，点赞和
肯定多了。”说起这几年学生评教的变
化，付玉说，这与该校优化评教体系、
对学生学习成效和教师教学能力进行
“双评估”有关。
“评学评教必须齐步走。”在西南

石油大学教务处处长黄健全看来，以
往的评教体系重在对教师教学能力进
行打分和评判，却未将学生学习成效
作为指标纳入其中。这无法准确反映
教师的教学优势和短板。
为此，该校运用大数据、自然语言

处理等技术，从分数和文本两方面挖
掘在校生、毕业生、教学专家、用人单
位等多方评教数据，探索开展“评学为
先、评教为重”之双评估评教方式，为
教师改进教学方法、提升教学能力提
供可靠依据。
“根据评教中查找出来的问题，结

合教学‘义诊’专家的改进意见，我反
复调整授课方式、教案设计、课堂互动
形式等，慢慢让学生爱上了思政课，自
己也越讲越自信了。”西南石油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青年教师张莉表示，通
过不懈努力，她不但在教学上有了较
快成长，还评上了副教授，荣获首届全

国高校思政课教学展示活动特等奖。
“评学评教和教学‘义诊’都是为

了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给学生打造更
多‘金课’，让老师们精进教育教学能
力和水平，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更多
优秀人才。”西南石油大学党委常委、
副校长刘向君说。

扬优补短健步走
分层分类抓教培

在西南石油大学，像张莉这样“过
关升级”、稳步成长起来的优秀教师还
有很多。
“学校根据评教结果，对教师进行

分层分类培养，制定个性化教学能力
提升方案，发掘和发挥不同教师的优
势和特长，助力其更加出彩、出色。”西
南石油大学人事处副处长何琰说。
西南石油大学土测院青年教师路

建国经过两年勤学苦练走上了讲台。
两年来，他反复对教学设计和大纲、授
课 PPT等进行打磨；反复练习讲课的
音调、表情、走位、手势，板书的位置、
切换幻灯片的时间等。“正是在这样细
致、系统的教学训练下，我才练就了真
功夫，底气十足地站上了讲台。”
“站上讲台后，更要虚心向教学

名师和老教师求教，尽早补齐短板，
充分发挥优势，让教学科研互相促
进、齐头并进。”现已成为博导的西南
石油大学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学院教
授朱红钧说。
依托学校提供的培训、竞赛和教

研平台，朱红钧多次到国内外进修，
主持主研多项国家级、省级课题，获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省级教书育人
名师、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二
等奖等荣誉，成为青年教师中的“领
头羊”。
“教师培养需要通盘考虑、系统谋

划。”西南石油大学校长赵金洲表示，
不仅要持续更新教师培养理念，更要
合理设置晋升门槛，搭平台、找资源、
定目标、绘蓝图，保障教师在教书育人
路上健步向前。

职改晋升阔步走
示范引领铸师魂

该校于 2013年着手探索教师职
称评聘改革制度，在原有的申报要求
外，增加了“取长补短”和“自愿展示”
通道，拓宽了教师晋升渠道。
“学校在职称晋升上肯定了我们

的课堂教学，真是鼓舞人心。”西南石
油大学电气信息学院教师赵万明通过
教学成绩的“长”，弥补了科研论文的
“短”，于 2021年晋升为教授。

何琰表示，这样做就是想激励老
师们各显神通、人尽其才，让他们在
教学、科研和人生路上昂首阔步，大
步向前。
“广大教师是学校新一轮‘双一

流’建设的中坚力量，只有培育出一支
师魂高尚、安心从教、热心育人的一流
教师队伍，才能有一流的本科教育，也
才能在建设世界一流学科、一流能源
大学和百年名校的征途上行稳致远。”
赵金洲说。
通过推进教师职称改革和厚植师

魂，教师们的活力和潜能被激发出来。
据统计，近 5年来，该校涌现出了一批
教学高水平教师，在省部级及以上教
学竞赛中获得特等奖等 176项；新增
各类国家级高层次人才 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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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力资本投资角度看，考研热是一个好

现象，对个人与国家而言都是双赢。更为重要

的是，这种热潮有助于提升整个社会的文化基

准线，有利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落地与推

进。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这种热情转化为现

实能力。

“学历崇拜”几时休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