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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专业本科生考研意向调查及对策研究 

——以玉溪师范学院红塔英语实验班为例 
苏畅 

（玉溪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云南玉溪  653100） 

摘要：本篇主要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和数据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我校外国语学院 19级红塔英语实验班学生（以下简称

实验班学生）的考研意向进行调查分析。全面把握学生考研的原因、动机、备考方式、意向专业与院校等详细情况，旨在全面了解

实验班学生考研的需求与困境，进而提出针对性的解决策略，为下一阶段学院层面的考研指导工作指明方向。 

 

一、研究目的与方法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用人单位越来越注重人才的学历，这一

趋势使得各行各业竞争愈发激烈，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严峻，就业压

力随之增加。受这一社会因素的驱使，选择继续深造已是大势所趋。

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已达 457 万人，相比去年增加了 80

万人，报名人数持续攀升。根据中国教育在线掌上考研发布的《2021

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可知，近十年来，硕士研究生的招生

规模已由 2010 年 47.4 万发展到 2019 年的 81.1 万。硕士研究生扩招

年均增幅达到 6%。考研不仅是个人提升学历与综合素质、磨练意志、

提高就业竞争力的 佳途径，而且有助于缓解社会压力，维系社会

和平稳定，促进国家教育与科学事业的不断进步。为此，广大科研

人员将目光聚焦“考研”，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并取得了一

些有价值的成果。但纵观先行研究，我们发现，以师范类英语专业

本科生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考研意向为主题的研究成果甚少。我们

试图通过本研究来把握我校英语实验班同学的考研意向，以为下一

步学院开展考研辅导工作提供有益的指导，也期待为同类研究抛砖

引玉。为此，笔者设计了《2019 级红塔英语实验班学生考研意向调

查问卷》，并向 40 位同学开展问卷调查，实际共收回有效问卷 39 份。

调查结果的分析均以问卷星平台提供的“数据&分析”为依据。 

二、对调查结果的分析 

基本情况。39 位学生中，男生 3 人，占总人数的 7.69%。女生

36 人，占总人数的 92.31%。据调查显示，有 34 位同学认识到了考

研的重要性，占 87.18%。这其中认为考研“重要”的学生 20 人，

占 51.28%；认为“非常重要”的 14 人，占比达到 35.9%；认为考研

重要性“一般”的仅有 5 人，占比为 12.82%。数据分析显示，绝大

部分学生倾向于考研。明确表示不考研的学生仅有 4 人。 

影响考研的因素。学生选择考研的主要原因是“提高学历，有

利于更好就业”的占比为 92.31%。“想进一步提高和完善自己的知

识结构和层次”的比例为 76.92%。选择“周围考研人数较多，受环

境影响”的学生占比为 28.21%。此外，选择“家长督促使得产生考

研想法、留恋校园生活、不想工作，希望延迟就业”这三项的学生

占比均为 12.82%。这说明影响学生考研的主要因素来自社会、家庭

以及个人三方面。社会因素是目前促使学生选择考研的首要因素。 

 

图 1：影响考研的因素 

对考研的了解程度。绝大多数实同学虽然意识到了考研的重要

性，但对考研的报考日期、注意事项、考试科目、考试流程等问题，

选择“十分了解”的占比为 0，“比较了解”的仅占 12.82%，“不太

了解”及“完全不了解”的学生比重高达 61.54%。数据表明，学生

缺乏考研的常识性知识，信息匮乏。从以下题目中这一点可得到印

证。在“您打算报考的专业类型是？”以及“您是否已确定考研方

向？”这两道选题中，出现了相互矛盾的数据。即“专业类型”选

择“专业型”的学生占比有 20.51%，但“考研方向”选择“翻译硕

士及英语学科教学方向”的学生比例达到 43.49%，说明至少有 20%

的同学对于“学硕、专硕”等基本概念不明确。此外，对于考研，

学生尚处于被动、迷茫的阶段，缺乏主动获取信息的能力。以上两

点足以说明加强考研常识的宣讲的重要性。 

 

图 2：对考研的了解程度 

影响选择院校的因素。多数学生倾向于选择省内意向专业较好

的院校读研。在“更倾向于报考哪类院校？”中，选择“外语类院

校”的学生比例达到 43.59%，其次是“师范类（38.46%）、综合类

（17.95%）院校”，而“理工类高校”无人选择。由于外语类院校的

外语学科优势较其他类型院校突出，因此多数人倾向于选择外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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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深造。从“选择意向院校时考虑的因素”中，我们发现学生择

校时考虑的首要因素是“录取比例”，占比达到 81.78%，其次是“专

业排名”以及“就业前景”，分别占比 74.36%、71.79%。因此，向

学生推荐适合其考研的院校时，可以优先介绍这三项指标。影响学

生选择考研院校的因素还有“学校所在地区发展前景”、“学校排名”

等。 

 

图 3：影响院校选择的因素 

影响专业选择的因素。在准备考研的学生中，倾向报考“本专

业”的比例为 89.74%，倾向跨专业考研的比例为 10.26%。在选择考

研专业时，认为应根据“就业前景”选择的学生占比为 89.74%，认

为应根据“兴趣爱好”选择的占 61.54%，认为要考虑“专业难度”、

“学院的优势专业”、“父母意愿”的学生占比，以此是 51.28%、

46.15%、17.95%。这表明，实验班学生对本专业比较满意，能够客

观评价自己，务实、合理地确定报考专业。 

 

图 4：影响专业选择的因素 

考研准备。调查问卷中设置了考研的时间准备及资料准备两个

问题。首先，时间准备方面，在 39 位学生中，准备投入“7-10 个

月”备战考研的比例为 43.59%，投入“10 个月以上”的比例为 28.21%，

投入“5-6 个月”的学生比例为 17.95%，投入“1-4 个月”的比例

为 7.69%，选择“其他”的占 2.56%。即将近 90%的学生愿意投入

至少半年的时间复习备考。其次，资料准备方面。“未做任何准备”

占比 74.36%、“了解所报考该校此专业的率取率”的占 28.21%、“准

备所报考学校指定的参考书”的占比为 25.64%。这表明，绝大部分

的学生虽有考研意愿，但目前均未采取行动。这可能与学生现阶段

的学习重点是通过英语专业四级考试，考研还未被提上日程有关。 

 

图 5：时间准备 

 

图 6：资料准备 

考研态度。我们从父母是否支持学生考研以及学生自身的考研

态度是否坚定两方面分析。首先，在对待考研的态度上，有 81.18%

的家长希望孩子“争取考上研究生”。有 7.69%的家长甚至要求孩子

必须考研。可见，父母对考研是非常支持的。此外，学生自身对考

研意志是否坚定，调查结果反映学生的意志不够坚定。首先，在“考

研过程中，面对的 大挑战是什么?”这道题中，有 61.54%的学生

认为是“备考意志不坚定”。其次，在“如果选择了考研，您会制定

详细的考研计划且会坚决执行吗?”这道题中，有 51.28%的学生认

为，会为考研“制定计划，但不一定按计划执行”、有 33.33%的学

生表示“根本没有计划”。而选择“有计划并且坚决执行”的学生仅

占 15.38%。 后，在“如果考研未考上或结果不满意，您会？”这

道题中，有超过 50%的学生表示，如果第一次研究落榜，会“着手

找工作”，而选择“继续备考”的学生仅占 15.38%，这进一步说明

学生虽有考研意愿但备考的意志不够坚定。 

 

图 7：父母对大学生考研的态度 

 

图 8：考研计划与执行 

考研需求与满意度。问卷中设置了与“考研需求与满意度 ”相

关的问题，以便给予实验班学生有效地考研指导。首先，就“学校

目前提供的帮助能否满足考研学生的需要”这一问题，有 58.97%的

学生认为“未能满足”，有 38.46%的学生认为“基本满足”，认为“能

满足” 的学生仅占 2.56%。其次，在“您希望学校在考研方面提供

哪些支持与帮助”方面，有 94.87%的学生希望学校“提供考研资讯”，

有 87.18%的学生希望“组织指导老师答疑解惑”，有 71.79%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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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提供“自习室”以便备考。 后，在专业课辅导方面，有 74.36%

的学生希望由专业课教师就学生较为薄弱的综合英语给予指导。此

外，“基础英语（66.67%）、英语翻译基础（51.28%）、二外日语

（61.54%）”等也是学生期待获得指导的考研科目。 

 

图 9：学生对学校考研帮助的满意度 

 

图 10：需要学校提供的考研帮助 

 

图 11：需要学院提供的专业课指导科目 

三、结语 

根据上述调查分析，我们对今后学院的考研指导工作做如下建

议： 

3.1 加强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端正其考研动机，坚定其备考

信心 

从调查结果来看，学生的考研意愿强烈，但考研意志不坚定，

信心不足。调查显示，有 28.21%的学生是受周围环境的影响选择了

考研。说明实验班存在盲目跟风，渐生考研意向的学生。这些学生

的考研动机不足，目标不明确，对自我的能力缺乏正确的认识，因

而在备考中因意志不坚定，容易知难而退。盲从考研将会浪费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得不偿失。因此，学院应加强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方

面的指导，使其认识到尽早进行职业规划的重要性，树立符合学生

实际的发展方向和目标，特别是对考研动机应进行积极引导，减少

盲从。另一方面，学院层面可以开展考研成功案例的宣传报道、经

验介绍分享会、心理疏导等活动，帮助学生坚定考研意志，树立考

研信心。 

3.2 引导学生注重基础知识学习，提高课外活动参与度，提升

个人综合素质 

据本次调查显示，在“考研准备过程中面临 大的挑战”这一

题中，79.49%的学生选择了“自身基础薄弱”这一选项。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 16 条规定“本科教育应当使学生比较

系统地掌握本学科、专业必须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掌握本专业

必要的基本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

究工作的初步能力”。因此，在学生低年级时学院就应该加强对其基

础专业课学习情况与效果的监督与指导。不可仅注重考前数月的集

中复习与辅导。只有专业知识牢固，才能使学生更轻松、自信的面

对考研初试与复试，才能更有把握上岸。其次，据部分调查研究显

示，在成功考研的学生中，班干部、学生会干部的比例较高。因此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鼓励学生竞选班级、院、校级层面的干部。

积极组织有助于学生考研的演讲比赛、模拟面试等活动，以此提升

学生的个人综合素质与备考能力。 

3.3 结合学生实际需求，提供考研帮助与指导 

为提高学生对考研指导工作的满意度，学院可以从硬件保障与

软件支持方面改善现状。硬件方面，首先，设置充足的考研自习室，

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备考环境。其次，提供考研图书室。即向学生征

集考研所需书目，学院统一购买供学生翻看或借阅。软件方面，首

先，开设考研讲座，使学生对考研的院校、专业、率取率等有全面

了解，进而帮助学生树立明确的考研目标，指导学生科学合理地制

定备考计划，保障备考时间。其次，学院层面可以构建本学院历届

考研学生信息库，为备考考生与考研前辈之间搭建桥梁，让学生及

时了解报考学校的总体情况与形势，及时掌握目标院校考研信息，

做到知己知彼，方可百战百胜。第三，制定学院的考研辅导计划。

目前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湖南师范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是多数学生的目标院校。学院可以重点收集相关院

校英语专业考研的初试专业课资料、历年的初试真题，安排专业课

教师，结合学生的报考院校与专业的特点，针对学生普遍认为较难

的“基础英语、英语翻译基础以及二外日语”等科目提供有针对性

地指导。第四，设立考研信息分享群，为学生及时提供 新的考研

信息。 后，充分利用学院学业导师资源，设立考研答疑群，以线

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及时解答学生疑问，提升备考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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