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特派”助力乡村振兴

科教时评

重点推荐

他们，是农民眼中的“田专家、土秀

才”，教学课堂就在田间地头；他们被老

乡们亲切地称为“科特派”，是乡亲们心

里的“致富能手”，总能让“好技术”与

“富群众”有机结合……他们就是直接

服务6500万农民、解决现实科技难题的

科技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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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整合校内外资源
解决课后看护之“忧”

本报讯 近日，黑龙江省教育厅、发

改委、财政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中

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提出于今年底前全面

实行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满足广大学

生及家长对课后服务的迫切需求。

《意见》提出，坚持公益普惠、自愿

参加、完善服务、透明公开原则，深入挖

掘中小学校教育资源，积极开展课后工

作，努力提供丰富多彩的服务内容，破

解家长按时接送孩子之“难”，解决中小

学生课后看护之“忧”。

按照《意见》要求，中小学生课后服

务对象包括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

在校生，优先做好留守儿童、随迁子女、

困难家庭学生等服务工作。服务时间

一般为正常上课日的下午放学后，结束

时间原则上不早于17时30分。小学和

初中非毕业年级不晚于18时30分，初

中毕业年级和高中阶段原则上不晚于

20时30分。

《意见》指出，服务内容主要包括集

中完成作业、组织特色活动、自主阅读

交流、开展社会实践等。严禁将课后服

务变相成为集体教学或集体补课，严禁

与校外培训机构进行合作，严禁引入经

营性企业或其他以盈利为目的的第三

方机构，严禁以课后服务名义超标准、

超范围乱收费。不得增加学生课业负

担及家长经济负担，不得把课后服务情

况作为学校、教师考核评比指标。

（杨思琪）

□ 盛 利

近日，多省份密集开展2020年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的现

场确认，今年，不少考点开通网上信

息确认通道，考生需留意考点的公告

信息。同时，对于2020年度考研，多

方预测，报名人数或再创新高。

近年来，对医学、金融、土木等专

业的学生来说，考研似乎已成为势在

必行的选择。例如，考上医学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除了在校期间通过考

试拿到《执业医师资格证》《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这两个必要的

证书以外，硕士毕业证本身意味着有

更大的机会进入更好的平台。对好

的医院和机构来说，研究生学历是必

需的，否则只能去相对较差的平台，

学历也会成为未来晋升的障碍。

研究生教育人群要比基础教育

的覆盖面窄，如何化解“刚需”考研的

矛盾？这是否意味着高校本科课程

设置需要继续深化改革？

竞争压力下的能力证明

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土

木工程专业的干弋芮虽仍是一名大

三学生，却早已在准备考研。

“土木专业的女生寥寥可数，岩

土方向更是稀少。大一刚开学的时

候班导师就提醒我，土木专业的女生

如果仅仅拥有一个本科学历，之后找

工作的竞争力很小。”她说，土木工程

专业工作的辛苦艰难以及女性在该

行业的从业实际，都是必须直面的现

实问题。怎么去获得竞争优势或避

免就业时可能会遇到的竞争压力，取

决于自己的选择。

同时，土木这种行业的特殊性也

是她选择考研的主因之一。“毕竟土

木工程是一个强调实践与理论相结

合的学科。大学本科所学的是偏理

论基础的东西，相对于直接在工作中

获得工程实践经验与技能而言，在研

究生的学习阶段里对知识进行进一

步的挖掘深化，对我来说是一种更安

心更保险的选择。”她举例说，土木工

程本科毕业后基本只能选择施工单

位和一些小型设计院，或者一些科研

院所的劳务外聘人员，而研究生如果

去施工单位可以选择单位内部较好

的研发中心或者选择科研院所和设

计院。此外，在毕业基薪、升职时限

等方面，研究生都会比本科生好一

些。“毕竟出类拔萃者不在少数，我需

要一个证明自己的资本。”

四川省区域科学学会副秘书长、

四川大学经济学博士王波认为，“倒

逼”本科应届生考研的原因主要来自

两方面。一方面，对于如土木工程、

金融、医学等专业本身而言，其对经

验及知识要求较高，更加注重规范

性、专业性，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需

要充分的理论知识做足铺垫。

另一方面，这些行业的用人标准

更偏向于高学历。“除了用硬性的学

历进行筛选以外，很难有其他更合适

的人才选拔方式，用人单位也能够依

据学历更好地进行量化考核。”他举

例说，像金融学如果选择银行就业，

本科学历在股份制银行的起点为支

行层面的销售岗位，较难进入分行的

核心部门；而四大国有银行一般需要

在柜台进行实践，职位竞聘当中也会

考察学历条件。“可见，本科与研究生

在学历上的差距将直接影响到个人

的职业生涯规划，与其入职之后再选

择以MBA等方式进行学历提升，很

多人更倾向于直接考研。”

精细分工后的现实体现

“部分‘刚需’专业的考研淘汰率

的确很高。”干弋芮说，土木工程专业

方向研究生录取率极低，就自己的专

业方向来说，数百人的年级，最终研

究生只录取十几个人，这个淘汰比例

是很高的。有人不甘心继续二战三

战四战，将自己很大部分时间都奉献

给了考研，也有人选择抱着遗憾直接

去工作。

“考研对谁来说都是一个未知系

数很大的事情，怎么在数百万学生里

脱颖而出实现目标，除了努力别无他

法。”她说，一些同学从大三开始就一

头扎在考研机构的自习室里，一有时

间就背单词做高数，“每个人都想在

这场残酷的竞争中成功”。

“研究生教育属于进阶教育，在

教学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为了保障基

础教育资源，保障研究生教育质量，

考研必然会呈现出高淘汰率的现

象。”西南交通大学相关教育专家表

示，判断录取率高低，首先需要从社

会经济发展、行业发展的角度去分

析，即不同行业的就业情况对报考的

影响很大。同时，考研需求大也与经

济社会发展情况密切相关，一些发展

较快、薪资水平较高、预期前景较好

的行业，对人才需求开始精细化，“从

最初的找人干活到现在需要专业的

人干活，这也是社会分工精细化的现

实体现。”

“部分专业考研高淘汰率的现

状难以化解。那么从考研落榜学生

自身出发，可以适当调整求职预期，

拓宽职业规划视野，摒弃唯单位、唯

编制的想法，将自身发展与市场需

求紧密结合；还应当积极寻求除学

历外的其他提升途径，关注一些专

业性的证书和职业技能的培养，提

高职场竞争力。这和考研的最终目

标也是高度一致的。”王波说，从用

人单位的角度来看，可以适当完善

职业培训，打通岗位晋升通道，运用

多种指标综合考察人才，而不拘泥

于学历门槛；还要积极培育新经济

实体，扩大就业覆盖，为应届毕业生

提供更多职位选择。

人才沃土中更高的“苗子”

近年来，随着考研“刚需”现象的

出现，不少关于本科生课程设置是否

合理的讨论逐渐出现。既然研究生

教育是一种进阶教育，如果说某一个

专业对考研需求较大，那么是否意味

着其本科课程设置方面有问题？

“我觉得并没有太大问题。在

我眼里考研需求和本科课程设置并

没有太大关联。”干弋芮说，本科生

考研需求的产生更多是基于提高自

我竞争力，所以即使增大了课程难度

和深度，也不会对自己考研的选择产

生影响。

“当所有‘苗子’都长高了，总有

‘苗子’希望长得更高。无论继续从

事科研或者参加工作，谁不喜欢更

高更好的‘苗子’？”她说，不可否认

增大课程难度和深度的确能够提高

专业整体水平，但进行课程设置改

革目前仍有难度。“就我的专业来

说，土木是一个技术性的专业。除

去高数等基本学科之外，还有各种

力学、钢筋混凝土结构等课程，从大

一开始课程就满满当当。怎么去控

制这个数量与质量的度，我感觉是

需要考虑的。”

王波也认为，考研需求大主要还

是源于个人求职意向，希望提高自身

的竞争力，这同时也为解决考研需求

较大的问题提供了主要解决思路。

“本科课程可以做适当调整，如提升

教学难度、提高实务水平、适当加大

本科学业压力，拓宽本硕连读适用范

围，或者在不延长学制的前提下，提

高本科生、研究生的培养效率。”他

说，解决考研需求大的问题，应当凝

聚全社会的力量，需要教育管理部

门、高校、用人单位通力合作，也需要

紧跟国家宏观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最

根本实际，以需求为导向，妥善处理

好人才培养问题。

□ 王学钧

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

试进入现场确认阶段。虽说具体统

计数据还没有出来,但“考研热”恐怕

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

曾几何时,考研已成为一种“刚

需”。在多数考生那里,考研是一种

基于专业诉求与职业规划的自觉

行动。对不少专业而言,大学本科

所学的通常只是基础性的东西,要

想走好专业之路,读研深造几乎是

“不二法门”——不仅能完成专业

知识和技能的必要进阶,更能以学

历、资格的提升突破用人单位高企

的门槛。以医学为例,只有本科学

历很难吃好“专业饭”,对好的医疗

机构来说,研究生学历是一种“标

配”,否则,只能去相对较差的平台,

学历也会成为晋升的障碍。考上医

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就可以在

校期间通过考试拿到执业医师资格

证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

这两个必要的证书,而硕士毕业证

意味着有机会进入更好的平台。

也正因为如此,考研之路一直很

“拥挤”。《2019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

查报告》显示,2019 年全国硕士研究

生报名人数高达 290 万人,而总计录

取人数只有72万人,淘汰率超过75%。

这么多人宁愿做“炮灰”也要“陪跑”,很

是耐人寻味。在这背后,有自强不息的

奋斗精神,有迫于就业压力的无可奈何,

也不乏本科教育的薄弱与迷失。

毋庸讳言,不少高校的本科教育

比较薄弱。先是忙着扩招,而大规

模扩招之后,师资力量以及教学设

施又不能及时跟进,教学水平难以

保障。再加上“重科研轻教学”,不

少高水平的老师主动或被动地忙于

争课题做课题,不再或很少像从前

那样认真地给本科生上课。在这一

背景下,不少本科教育阶段的课程

沦为“水课”。最终结果就是,本科

教育质量非但没有与时俱进,反而

有所下降。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不少

用人单位何以抱怨招不到“像样的大

学生”。而为了能更多地学到点“真

功夫”,成为就业市场上“像样的大学

生”,大学生们纷纷选择读研,从而形

成了“考研热”。这股热潮所拥有的

“剧场效应”又会引来更多的效仿者。

其实,对大部分工作而言,只要教

育质量有保障,仅有本科学历就足以

“上岗”了。只要肯学习,随着岗位要

求的不断提高,自身能力也会有相

应的提升。对这样的工作而言,研

究生学历不是“必需品”；对从事这

样工作的大学生而言,因读研而“拖

长”自己的大学教育,在某种意义上

也未尝不是一种生命的蹉跎。

本科教育的另一个突出问题在

于对考研的“痴迷”。一些高校,尤

其是一些急于提升知名度的高校,

对本科生考研过于推崇。甚至,以

考研率作为各院系的重要考核指

标,以成为“考研名校”为荣。由此,

这些高校往往更像一个考研培训机

构,不肯在本科教育教学质量与专业

特色上下“笨功夫”,而是更多地围着

考研转。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

校园的“考研热”,强化了“考研热”的

“剧场效应”,从而将原本不必或不想

考研的学生裹挟进考研大军中。

考研问题的治理当然需要多方

发力,但对不少高校而言,认真审视

考研“刚需”背后的“剧场效应”,并以

本科教育的提升对“考研热”进行必

要的“冷处理”,早已是一种当务之急。

警惕考研“刚需”背后“剧场效应”

考研成“刚需”是专业要求也是个人追求

北京：将严格控制
学生使用电子产品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儿童青少年

近视综合防控，北京市近日发布《北京市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十条措施》（以下简

称《措施》）及实施保障方案，对学生使用

电子产品、教师使用电子屏幕、学生作

业、参与体育活动等做出明确要求。

《措施》由北京市教委、北京市卫生

健康委、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等10部门联合发布。对学生使用

电子产品进行了严格控制，其中包括，学

生个人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严禁

带入课堂，带入学校的要进行统一保管；

教师使用电子屏幕开展教学时长累计不

得超过教学总时长的30%；严禁8岁以

下低幼年龄儿童玩电子游戏；孩子每天

使用电子屏幕时间不得超过1小时。

在减轻学生学业负担方面，《措施》

规定学校要合理安排学生作业时间，小

学一二年级严禁布置书面家庭作业；严

格保障孩子睡眠时间，幼儿园和小学生

每天睡眠不低于10小时、初中生不低于

9小时、高中阶段学生不低于8个小时。

在加强体育课和课外锻炼方面，《措

施》提出严禁挤占体育课时和大课间，中

小学生在校时体育活动时间每天不低于

1小时；要利用课后服务时间优先安排

体育活动；在正常情况下，幼儿园户外活

动时间每天不得少于2小时，寄宿制幼

儿园不得少于3小时，其中体育活动时

间不少于1小时。 （赵琬微）

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

在沪启动在沪启动
近日，2019年~2020年新一轮中英

数学教师交流项目在沪启动。本轮交

流项目共吸引107名来自英国的数学教

师。从2014年开始启动的中英数学教

师交流项目由中英两国教育部共同商

定，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师范大

学、英国卓越数学教学中心共同实施。

图为上海市实验小学数学教师方懿在

观摩课上与学生互动。

新华社发（王 翔 摄）

解决考研需求大的问题，需要教育管理部门、高校、用人单位通力合作，也需要紧跟国家
宏观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最根本实际，以需求为导向，妥善处理好人才培养问题

西南交通大学相关教育
专家表示，判断录取率
高低，首先需要从社会
经济发展、行业发展的
角度去分析，即不同行
业的就业情况对报考的
影响很大。同时，考研
需求大也与经济社会发
展情况密切相关，一些
发展较快、薪资水平较
高、预期前景较好的行
业，对人才需求开始精
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