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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省份城市“双非”本科院校考研工作“提质振兴”
对策研究

——以三峡大学为例

田建丰

（三峡大学，湖北 宜昌 443002）

摘要：近年来我校考研报考人数、考研录取率均呈现快速增

长态势，继续提升学历已成为绝大多数应届本科毕业生的第一选

择。尽管“考研热”现象持续升温，整体报考率保持在高位，但

学校受地域条件限制生源质量提升难度大、学生报考目标院校与

个人实际情况不符等因素影响，考研录取率和省内外同类型院校

仍存在较大差距。为进一步促进考研工作提质振兴，我校将继续

加强学风建设，从学校、学院、学生三维度全方位做好考研升学

宣传、引导、总结、奖励等工作，多方合力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助力学校“双一流”建设和本科生人才培养质量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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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国考研竞争形势日趋激烈，2023 年报考人数达到

474 万，2024 年预计将超过 500 万，已经连续 8 年呈现高速增长

态势。在全社会浓厚的考研升学氛围中，学生的考研意愿越来越

强烈，除了直观的提升学历和缓解就业压力外，当前社会出现“考

研热”的深层次原因仍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和思考。以笔者工作

的三峡大学为例，近几年考研报考率和录取率均呈现增长态势，

深入剖析当前学生考研“内卷化”和越来越多的学校将考研工作

纳入学校发展重要指标体系的社会原因，方便在后续开展考研备

考指导工作中进行精准施策、有的放矢，探寻本科生人才培养质

量提升的“金钥匙”。

一、我校近年考研升学工作现状分析

（一）报考人数呈逐年增加态势，“考研热”现象突出

三峡大学 2020-2023 年考研报考人数占当年本科毕业生总人

数的比重分别为 55.74%、54.48%、65.73%、65.83%。应届毕业生

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将考研升学作为自己毕业去向的第一选择，

且这一选择呈现逐年增长趋势，目前已稳定超过 65%，学校人才

培养质量和社会人才培养需求正发生重大转变。

（二）考研录取率稳中有升，升学人数逐年递增

据公开资料显示，三峡大学 2019-2022 年考研录取率分别为

20.47%、23.65%、25.86%、27.01%，在 2020 年突破 20% 后逐年递增，

目前已稳定在 25% 以上，考研报考率和考研录取率均呈正向增长

趋势。

（三）和部分同类院校相比，录取率差距依旧明显

1. 省内部分省属高校升学率数据对比

和省内武汉地区部分省属院校相比，2019-2022 年我校本科

毕业生考研录取率均存在明显差距，整体较大幅度低于武汉科技

大学（31.22%、33.19%、34.06%、33.64%）、湖北大学（29.84%、

33.53%、31.31%、32%）、 湖 北 工 业 大 学（25.2%、27.85%、

30.01%、31.08%）等高校。

2. 国内部分电力院校升学率数据对比

和国内部分电力院校相比，2019-2022 年我校本科毕业生考

研录取率均存在比较优势，整体高于上海电力大学（13.68%、

16.07%、21.29%、18.92%）、 长 沙 理 工 大 学（19.22%、

21.83%、24.16%、27.37%）、 东 北 电 力 大 学（19.85%、

21.04%、2021 年数据暂无、21.16%），但在出国出境留学深造

方面我校明显偏弱。2019 年我校国外（境外）升学率为 1.68%，

低于上海电力大学的 4.77%、长沙理工大学的 2.75%、东北电力

大学的 2.12%。以 2023 年为例，我校国外（境外）升学率仅为

0.57%，仍低于上海电力大学的 2.86%、长沙理工大学的 1.82%、

东北电力大学的 0.71%。

二、目前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整体报考率高，但有效参考率波动较大

三 峡 大 学 2020-2023 年 考 研 有 效 参 考 率 分 别 为 93.08%、

86.89%、93.01%、81.65%，和有效报名人数对比，每年有大约

200-700 名弃考考生。尤其是 2023 年，学校受大环境的影响冲击，

考生学习环境和复习场所受限，心理上、身体上双重压力，有 682

名考生被迫选择放弃或中断考试，是我校近四年来有效参考率最

低的一年。

（二）考生的考研期望值普遍偏高，双一流高校为主要意向

目标

以 2023 年为例，我校考生中第一志愿报考双一流高校 1721 人，

报考本校 1127 人，报考其他高校 596 人。选择报考双一流高校考

生比例接近 50%，高于本校和其他高校人数，考研竞争异常激烈，

整体上岸难度更大，最终影响考研录取率提升。

（三）考生第一志愿进入复试比例偏低，多数同学未能通过

初试

考生初试成绩不理想，进入复试比例偏低。以本校 2023 年数

据为例：第一志愿报考本校的考生中，进入复试占比仅 33.4%。

从分数统计来看，未录取考生整体的数学、英语、政治平均分普

遍较低，单科未过线和总分刚好过线考生较多，考试分数不具备

竞争力，录取概率较低。

（四）本校研究生招生计划中，拟录取本校考生比例偏低

根据统计，2023 年本校硕士点拟录取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2313

人，其中拟录取本校考生仅 414 人，占比 17.9%。全校 19 个学院

中有 11 个学院本校考生占比低于 20%，10 个学院低于学校平均值，

4 个学院甚至低于 10%，本科应届毕业生考取本校人数占比整体

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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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出国出境留学人数占比太低，尚未形成有效规模

截至 7 月 31 日，我校 2023 届毕业生出国（出境）拟录取人

数仅为 36 人，占 2023 届本科生总数仅为 0.6%，比值太低，学校

国际化人才培养方面仍有较大进步空间。

（六）其他原因分析

1.2023 年全国考研形势异常严峻，整体录取率呈下降趋势。

根据新东方发布《2024 中国大学生考研白皮书》显示，2023 年全

国报考研究生人数 474 万，相比往年大幅增加，但录取人数有限，

整体竞争压力增大，全国平均录取率低于 20%。近年来“逆向考研”

备受关注，考生将综合实力水平不如本科在读的学校作为考研目

标，试图实现“降维打击”，这将进一步加大普通高校考生的上

岸难度。

2. 部分考生由于专业特殊性，在毕业时面临就业与考研的两

难选择，考生往往选择两手同时准备，但最终成功概率较低。例如：

法学专业考生的司法考试与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复习准备时间高度

重叠，学生存在备考精力分散、备考时间不足的困难；电气与新

能源学院学生毕业进入国家电网工作的目标非常明确，学生在备

考国家电网和研究生考试时间高度重叠，相当一部分学生选择就

业放弃考研。

3. 考生在目标院校和目标专业选择上存在扎堆情况，热门学

校、热门学科报考比例高，但录取难度大。大部分同学会偏向选

择报考热门专业，部分热门专业或专业硕士分数线水涨船高，增

加学生进入复试难度。例如经管学院 2023 届毕业生中 72% 为女生，

对于学硕数学（一）存在逃避心理，集中报考专硕 MPACC，第一

志愿报考本校 45 人中，仅有 10 人进入面试，最终拟录取 8 人，

录取率仅为 17.8%。

三、考研工作“提质振兴”对策分析

（一）携全校之力，形成考研升学工作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

学校持续将考研工作纳入学院年度目标任务考核和有为预算

指标体系，作为学院年度评优评先的前置条件，激励学院领导班

子真正重视考研工作。全面统筹协调，整合教工力量，广泛发动

全院教师力量进行精准对接指导，树立全员、全过程、全方位护

航学生考研的工作目标。

（二）加强学风建设，将考研工作作为重点工作持续推进

把引导学生考研纳入每年新生入学教育的重要内容，鼓励动

员学生树立考研目标，增强考研信心。从考研择校、专业分析、

前景趋势、心理调节等方面为学生开展考研指导讲座，引导同学

坚定考研选择，明确考研方向，细化考研计划，拓展学习方法，

力求良好效果。

（三）加大教育投入，推动“全学习中心”平台建设

持续优化教育教学资源配置，推进教学资源与实验室、图书

馆开放共享，拓展学生自主探究学习空间，通过适时开放通宵考

研教室、合理配置图书馆学习空间等为学生备考提供良好的软硬

件学习条件保障。

（四）全方位落实考研奖励机制，激励师生广泛参与

从学院、专业教师和学生三个层面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考研工

作激励机制，通过开展“优秀考研学子风采展”“考研先进集体”“考

研先进个人”“考研工作优秀班主任”等集体或个人评优表彰活动，

营造浓厚的考研升学工作氛围。

（五）完善优质生源配套奖励政策，提升本校学生就地升学

比例

针对一志愿报考本校学生，在奖助学金、科研配套、导师任

选等方面提供政策倾斜，持续举办好各学院暑期夏令营活动，充

分向学生阐明本校读研的各项优惠政策，吸引优质生源第一志愿

报考本校。

（六）鼓励学生出国出境深造，提升学校国际化人才培养质

量

联动国际处开展国际教育展、优秀出国留学学子风采展、出

国留学分享会等形式营造浓厚的出国出境留学氛围，广泛动员和

指导有意愿、有条件的学生主动选择出国出境深造，为学生提供

出国留学全通道服务支持，提升学校国际化人才培养质量。

（七）完善以学院领导、专业导师、班主任、学工辅导员“四

师联动”考研帮扶模式，为学生提供一站式服务与指导

引导考研学生合理选择报考院校、专业，做好考研规划，提

升备考效率。在考生薄弱的专业课科目方面，组织系部资深教师

有针对性地进行专业课程指导培训；针对考生比较薄弱的英语、

政治、数学等考研公共课程，充分整合校内资源，在政策允许的

情况下，面向全校考生开展集体辅导，提升公共课程分数；继续

举办模拟初考、模拟面试、召开复试指导交流会和调剂工作指导

会、建立考研复试、调剂工作群等系列举措进行全方位精准部署，

全过程指导帮扶，全身心投入支持。

（八）完善本科生人才培养方案，合理预留学生备考时间

在课程设置、实习实训等教学任务安排方面与学生考研冲刺

备考时间错位安排，为学生考研冲刺复习预留充足时间，保障学

生的备考效果。

三、总结

目前，学校考研工作总体呈良好增长态势，学生考研意向明确、

学校考研氛围浓厚、社会考研需求旺盛，我校考研录取率稳中有升，

人才培养质量有较大提升。但作为一所非省份城市“双非”本科

院校，目前仍存在着部分考生报考目标与自身实际情况不匹配、

出国出境留学比例太低、部分考生学习基础较薄弱等问题，导致

我校与省内同类高校，尤其是省会城市、沿海发达地区城市高校

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后续，我校将结合学生现实情况，充分考

虑地域劣势，携全校之力，以学风建设为目标继续扎实推进考研

升学工作，服务学校中心工作，助力学校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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