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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

考试拉开大幕，报考人数呈现出

如退潮般的下滑态势，而在这看

似简单的数字变化背后，考场内

外种种现象，可以套用一句网络

流行语来概括——“实事求是”的

含金量还在不断攀升。

“实事求是”意味着从个人实

际去规划未来。越来越多考生做

出选择，正是基于自身发展的需

求以及对自身目标的明晰。就像

上海师范大学电子信息专业的邓

同学，他清楚知晓本专业就业情

况尚可，但出于对自我提升的渴

望，依然选择冲一把考研。还有

人工智能专业的宋同学，能看到

考研人数宏观减少下自身小环境

里的情况，认识到提升学历对竞

争力的作用，以理性态度对待考

研，回归对学历的理性认知。

“实事求是”意味着不再盲目

地“先冲再说”。考生们开始认真

掂量考研的性价比，不再单纯为

了一纸文凭就冲动投身考研大

军。前几年，“考研是不是一种逃

避”还成为过网络热门话题。如

今，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权衡考

研对自己未来职业道路到底意味

着什么，考量所学专业的实际就

业竞争力，以及研究生学习的投

入产出比。考研的成本效益在飞

速变化的社会现实面前被不断重

新分析。

而在职考生的出现，更是给

“实事求是”增添了别样的注脚。

他们不为“卷学历”，而是秉持着

学习对自己有用的朴实想法，回

归到学习最本真的意义。

若干年后，我们也许不会再对

考研人数那么敏感，也不必再对

“为何考研”之问苦苦纠缠。回归

理性、回归本质，指引每一位追梦

者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

推动教育事业朝着更健康、更贴合

实际需求的方向不断迈进，考研不

仅仅是一场考试，更是一个时代关

于教育、梦想与未来的缩影。

青年报记者 郭佳杰

首日上午开考科目为“思想
政治理论或管理类综合能力”。
记者在上海师范大学考点外看
到，在结束前半小时左右，就有不
少考生交卷走出了考场。

上师大本校电子信息专业的
邓同学就是其中之一。“写完了就
出来了，不会的就不写了，没必要
浪费时间，下午还要考英语呢。”
他这样说道。对于考研大军的锐
减，在邓同学看来，真正有实力和
锚定方向的考生还是会坚持下去
全力以赴，“不是真正想考研的人
自然会被淘汰，最终决胜的还是
那些头部考生。”邓同学认为，电
子信息专业的毕业生还是挺好找
工作的，但能进一步深造，提升学
历总是好的，自己还是想冲一把。

另一名人工智能专业的宋同
学认为，虽然从大环境上看，考研
人数在不断减少，但对他个人能
感知到的小环境而言，考研人数
并没有太明显的变化，“我们班上
考研的人还是挺多的。对于考研

的态度，我觉得，提升学历还是能
更有竞争力，从报名这一关就挤
掉一些‘泡沫’，可以回归理性，纠
正对学历的盲目崇拜。”

在记者随机采访的十多位同
学中，大家普遍都觉得，减少狂热
是好事，“赛道很多，比如还有很
多人在考公、出国留学等，不是一
定要走国内考研这一条路。”学习
日语专业的王同学同样赞成地
说。

考研首日，华东师范大学传
播学院大四学生高同学正在进行
期末的一份拍摄作业，此前她已
经完成了国外高校的研究生申请
程序。“出国读书是对外看世界的
好机会，可以在不同的氛围下充
分感知和学习。出国对语言能力
的提升很有帮助，而且，还能接触
多元文化，在职业发展上，对个人
能力也会有多方位的锻炼。”高同
学说，就她身边而言，除了直接保
研的同学，选择申请国外高校的
学生占到多数。

202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潮水”正在回落
看考场内外众“生”相

“研”途暖意
祝福“上岸”

为了这些共同奔赴“研”途的
追梦人，各大考点纷纷发放“上
岸”大礼包，并以一系列暖心举措
为考生护航。

当考研遇上冬至，水饺、贴心
礼物、暖心板报纷纷在上海交通
大学出现。学校介绍，希望用这
份热腾腾的饺子，沾上好运酱，加
点如意醋，祝愿奋战学子圆满“上
岸”，一“研”为定！12月21日-22
日，交大食堂为广大考生开启便
捷支付通道，微信、支付宝扫码即
付。

华东师范大学今年开设第四
教学楼一层所有教室及公共区域
作为考生休息区，同时开放夏雨厅
餐厅一楼、二楼，秋实阁餐厅一楼，
考生可现场购买餐券兑换午餐。

华东理工大学专门设计了考
研生专属的手机壁纸和电脑分区
壁纸，请本校学生们快来换上新
屏保，换个心情继续学。其中包
括熟悉的校景款壁纸，上面书写
着“坚持到底，一‘研’为定”“星光
不负赶路人”等；同时也有典雅款
壁纸，上书“乘风破浪，考研必胜”

“阳光万里，我们终将上岸”等。
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松江校

区“一站式”学生社区，1000份“考
研加油包”提前送到学生手中。

“考研加油包”包含巧克力、向日
葵钥匙扣、文具套装、亚克力书签
拓印等，每一件小礼品都蕴含美
好寓意。比如，巧克力寓意“巧克
难题，题题顺利”，向日葵钥匙扣
则寓意“提笔从容，落笔生花，一
举夺魁”。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生态技术
与工程学院向学生发放 50 多套

“逢考必过”文具袋和故宫联名“金
榜题名”考研文具套装。更加温暖
惊喜的是，低年级同学手工钩织了
一举夺“葵”和前“橙”似锦挂件，赠
送给考研学长，博得好彩头。

上海师范大学今年也实施多
项暖心举措：发布考前须知、考场
分布图，划定专用通道，制作指引
牌和展板，引导考生快速安心入
校；安排引导员热情指引考生进入
考场；开放校园区域供考生避寒休
息，开放空调预热、供应热水，食堂
不限量供应姜茶，确保考生无忧、
温暖、舒适备考；每场考试后消杀
通风，保障健康研考。此外，特别
关注行动不便的考生，安排专人协
助他们顺利进入考场。

一边是考研人数的下降，但
不容忽视的是，国家线和各高校
的复试线未必会降低。

教育部发布的2024年研考国
家线显示，哲学、法学、文学、体育
学、历史学、理学、医学、管理学、
交叉学科等专业的学硕（即学术
型硕士）国家线相比上一年都有
所提高；与此同时，专业硕士的招
录上，法学、文学、历史学、医学等
专业的国家线也都比上一年有所
提高。

除了考试的激烈竞争，考研
的“性价比”也越来越多地被考生
掂量。“考研的尽头还是就业”，一
些学生认为，如果所学的专业就
业竞争力本就不太强，依然要担
心三年后更找不到工作，因此，抱
着“试试去考”的心态的考生以及
提前“止损”的学生也越来越占到
一定比例。

《2024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
告》研究发现，2023届读研群体中
分别有48%、45%的毕业生因就业
前景好、职业发展需要读研。但
报告也显示，本科毕业生因就业
难暂时读研、随大流读研的比例
分别为25%、8%，呈上升趋势。

值得关注的还有，近年来，国
内研究生教育招生规模持续扩

大，其中，专硕招生比例持续上
升。教育部数据显示，到2025年，
专硕招生规模将约占硕士招生总
规模的三分之二。与之相关联，
不少院校的专硕学费也在上涨。
部分高校对专硕还不提供校内住
宿安排，这导致这部分考生还需
要提前规划好租房预算，又增加
一笔经济上的支出。

教育专家认为，在外部环境
和个人选择的综合影响下，理性
选择是一种进步。未来，更多人
将是“按需读研”，即不一定在本
科毕业时深造，而是先工作几年，
等个人发展目标清晰后再读研。
同时，这也会进一步倒逼高校加
快推进研究生教育的改革，更适
应不同年龄段人群的深造需要，
更好满足个人和社会的发展。

在上海师范大学考点，考试
首日中午时分，记者碰到一位结
束监考的老师，她告诉记者，考场
上还看到一名已经55岁的考生。
而在考点外的采访中，记者也碰
到好几名已经工作了多年的在职
考生，“不一定要卷学历，而是相
信学习真的对自己有用，这也很
好。”言语间，这名过去读学前教
育专业、已工作10多年的在职老
师流露出十分平和的心态。

202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上周正式拉开序幕。根据教育部此前公
布的报考数据显示，全国有388万人报名202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参加为
期两天的统一笔试。这一数字呈现出近年来考研大军规模的持续下滑态势，犹
如退潮的海浪，从曾经的高峰474万人，逐步回落至438万人，如今又降至388
万人，已接近2021年的报名人数。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考生心态的多面镜坚持还是放弃

考研背后的权衡思量分数线与性价比

温暖守护

“实事求是”的含金量还在不断攀升

在安徽理工大学考点，考生有序进入考场。

在云南省丽江市一中考点，一名考生在考场外备考。 本版除署名外均为新华社图

在湖南农业大学考点，考生在考场外复习。

上海师范大学考点。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摄

在湖南农业大学考点，考生在考场外击掌，互相
加油打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