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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专业本科学生考研现状研究

——以齐鲁师范学院为例

杨晶晶 张浩博 王得志

西北民族大学体育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本文运用问卷调查法、文献综述法、访谈法、数理统计等方法对齐鲁师范学院近三年体育专业考研的学生从过

线人数、报考动机以及录取率等方面进行调查与分析，了解到考研近三年的现状，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为考研的学生对学

校选择、计划制定、专业选择等方面提供指导，同时也为高校培养人才提供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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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几年，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生毕业后的去向一直是

他们所困扰的问题，通过调查发现主要的去向有考研、就业、

创业等三方面，随着社会形势的严峻，我国毕业生考研与就

业的情况越来越严峻，导致学生就业压力很大，随着用人部

门对学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了考

研。本文通过调查、分析大学生考研的情况，针对存在的问

题，提出针对性意见，从而提高大学生考研率，为学校政策

的制定、方案的选择提供参考。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以齐鲁师范学院 2019－2021届体育专业大四学生

为研究对象。

2.2 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法

根据本文所研究的内容，对 2019－2021届齐鲁师范学

院体育专业的考研学生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对 109 名学生进

行问卷发放，回收问卷 109 份，有效问卷 109 份，问卷回收

率 100%，问卷有效率 100%。

（2）文献资料法

通过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查阅书籍，在中国知网、维普、

万方数据库等以“考研”或“考研现状”等关键词，查阅中

外文期刊以及硕博论文等，对考研的资料进行整理与归纳，

掌握齐鲁师范学院体育教育专业考研发展现状。

（3）访谈法

为了深入调查近三年该高校体育专业考研的学生的情

况，对已录取和落榜的学生进行电话、面对面、微信聊天等

方式进行访谈。了解他们考研的动机，对考研的重视程度等，

为本文研究提供依据。

（4）数理统计法

将问卷以及访谈各类数据进行归纳整理，并运用 Excel

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为研究近三年齐鲁师范学院体育专

业现状获取可靠数据。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我国近三年考研现状调查

当前，考研“热”已成为一个焦点，引起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教育部数据显示，2021 年考研总人数马上突破四百

万。

据统计，从 2019 年到 2021年考研人数增多，呈现快速

上升趋势。2019年报名人数为 290 万，比 2018年增长 52 万

人，增长率达到 21.85%，2020年报考人数 341 万，增长率

为 17.59%，截止 2021 年报考人数 377 万人，较 2020 年 341

万人增加 36 万，增幅 10.6%，再创考研人数历史新高。

3.2我国近五年体育专业国家线走势

（1）单科国家线涨幅

近几年来，英语与政治以及专业课的国家线分数呈相对

稳定状态。2019-2021年英语政治国家线 a 区是 35分，b 区

32分，两区相差 3分，政治和英语国家线一致，政治国家线

会随着英语成绩的难易程度及考生人数等呈上升或下降状

态。专业课的国家线在近几年也仍然呈稳定状态，2019-2021

年专业课 a 区国家线 105分，b 区 96 分，两区相差 9 分。这

三年国家线一直保持不变。所以除了英语线，政治和专业课

的国家线不是制约考研的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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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总分国家线涨幅

从数据来看，专业近五年国家线总分基本上是呈上升趋

势，2019 年随着报考人数的增加，体育总分 a 区与 b 区各上

涨 10分，到 2020 年体育国家线总分 277 分，上涨 7 分。到

2021 年，体育分数线继续上涨，总分上涨 4 分，再次突破历

史新高。由此可见，伴随着考研总人数的增多，国家线也在

不断的升高，因此造成了考研热这种现象。

3.3 齐鲁师范学院体育专业考研学生现状分析

（1）近三年学生考研基本情况

齐鲁师范学院 2019届体育专业本科学生共 38 人，考研

报名人数 26人，其中男生 17 人，女生 9 人。2020 届体育专

业本科学生共 98人，考研报名人数有 72 人，其中男生 53

人，女生 19人。2021 届体育专业本科学生共 190 人，考研

报名人数 136人，其中男生 91 人，女生 45人。由此可知，

学体育专业的男生较多，所以报考人数男生比女生多。近三

年从齐鲁师范学院体育专业考研报考人数来看，报考人数约

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二。

（2）近三年考研过线率及录取情况

2019 届学生报名人数 26 人，过国家线 17 人，过线率为

65.3%，实际录取 12 人，实际录取率为 46.1%，2020 届学生

报名人数 72人，过线 37 人，过线率为 51.4%，实际录取 33

人，实际录取率为 45.8%，2021 届学生报名 136 人，过线 49

人，过线率为 36%，实际录取 44 人，录取率 32.4%。从三年

的过线率与最终录取情况来看升学率呈下降趋势。

（3）近三年过线学生考研报考院校情况

①报考院校类型

齐鲁师范学院体育专业学生考研报考院校类型有综合

性院校、师范性院校、体育类院校。其中 2019年报考综合

性院校的有 2 人，师范类院校的有 7 人，体育类院校的有 8

人。2020 年考研报考综合性院校的有 5人，师范类院校的有

20 人，体育类院校的有 12 人。2021 年报考综合类院校的有

7 人，师范类学校的有 19人，报考体育类学校的有 23 人。

可以看出，师范类院校体育专业的学生报考综合类院校的较

少，而考本专业院校和师范类院校的较多，由此可看，体育

专业的学生毕业后选择当老师的比较多，并且大多数人选择

对口专业。

②报考院校分布情况

图 5 报考院校分布情况

如图 5 所示，考研学生报考北上广的学生有 32人，占

总人数的 28%。山东地区的有 25 人，占 23%，A 区非山东北

上广的人数最多，有 53 人，占总人数 49%，而 B 区无人报

考。显然易见，大多数学生都去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还

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学生留在当地。在当地还有经济较发达的

地区获得工作的机会和收入要远比偏远地区的多，但是压力

可能会比偏远贫困地区要大很多。

（4）考研报考动机情况

图 6 报考动机情况

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如图 6 得知，影响学生考研的因素

有很多。从动机来看，大多数学生考研的原因是为了缓解就

业压力。还有一部分学生考研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

仅有少部分学生考研的动机来自于父母的期望、个人理想和

盲目的心理。

（5） 考研准备时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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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考研时间准备情况

从学生开始准备考研时间来看，如图 7 所示学生 3 月份

之前准备的人极少，仅有三人，3-5 月份有 31 人已经开始着

手准备，并且主要准备的是英语。6-8 月份有 58 人开始准备，

9-12 月份仅有 7 人开始准备。可见，同学们考研的时间集中

在 6-8月份，暑假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学生留校学习。

（6）近三年考研成绩情况

①近三年考研英语成绩情况

近三年齐鲁师范学院英语过线分数大多数学生都集中

在 30-60 分之间，随着齐鲁师范学院招生人数的增多，60 分

以上的学生也随之增多。从调查访谈情况来看，英语成绩高

的学生报考的院校也是较好的双一流院校。很多学生因为英

语没过线，导致考研失败。

②近三年考研政治成绩情况

学生近三年的政治成绩是非常理想的，40-50 分以上的

学生仅有少数，大家的分数都集中在 50-70 分之间。文科类

的同学们在考研前两个月突击一下几乎都能 50分以上，所

以政治这一科不是考研的难点，但是若想考名校就必须要以

高分取胜。

③近三年考研专业课成绩情况

从近三年专业课考研成绩看，过线总成绩在 170 以下的

仅有一两个，200-230 的人数最多，都超过百分之四十，其

次是 170-200的人数最多。专业课的高低决定了是否能过国

家线总分，决定了总分的高低，决定了成绩的排名，考研 500

分总分，专业课占了 300，占比相当高，因此学生要提高对

专业课的重视程度。

④近三年考研总成绩情况

随着考研人数的增多，国家线总分也越涨越高。近三年

国家线都在 260分以上，并且每一年都在升高，260-280 分

的学生在国家线附近，这个分数相当的危险，在复试的时候

被刷的可能性比较大。复试大家的分数基本上都在 280-320

之间，这个区间的分数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初试分数越高，

受到老师的认可度越高。

4 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1）齐鲁师范学院体育专业 2019－2021 届的学生在报

考院校时，报考师范类和体育类院校的学生较多，主要是师

范类院校学生就业大多数面向教师岗位，体育专业学生就业

主要面向体育类岗位。

（2）体育专业学生考研的主要动机有缓解就业压力，

提高专业能力，父母的期望和同学的影响，而盲目从众心理

是制约学生考研的消极因素。

（3）体育专业的学生英语基础较薄弱、对英语不感兴

趣、大一大二英语课少、大三取消英语课，导致四六级通过

率低。仅靠学生考研自学，对于体育生来说是相当大的难题。

（4）学生复习时间不合理，学生从三月前学习考研知

识，准备过早、战线太长，容易使学生产生疲倦。有的学生

九月之后准备考研，考研时间往往不够。

（5）学校相关部门重视度不够，这也是制约考研的因

素之一。例如图书馆不允许学生背书，没有学习场所，这就

造成学生备考困难。

4.2建议

（1）在报考院校时，学生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报

考院校，不要盲目的报考名牌院校。

（2）学校应对学生开展一些专家讲座，帮助学生了解

并获取一些考研的相关信息，帮助学生树立考研正确的观

念，打消学生盲目从众的心理。

（3）院系应注重对英语及专业知识的教学，体育生文

化课和英语基础较差，可以有针对性的加强英语和文化课的

学习，开设相关的课程，为学生打下良好的基础。

（4）学生应根据自身的学习情况，掌握知识的多少，

制定一个自己的学习计划，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考研准备的

时间。

（5）学校有关部门应加强对考研的认识，给学生创造

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满足学生的要求，让学生在良好的环境

下，来提高考研成绩。近几年考研人数越来越多，各高校的

门槛也越来越高，导致学生没有学上。国家可以扩大研究生

招生比例，解决升学问题的同时，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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