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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A5

! ! ! ! !"#$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今天上午 %时 &"分开考。报考本市
'(个研究生招生单位的考生共有
)'万余人，在沪参加考试的考生共
有 *+! 万余人，本市共设 )' 个考
点，)$,*个考场。今年受多项新出
台的考研政策影响，全国各地考研
报名人数均呈现上涨态势。
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年

全国研究生招生数据调查报告》显

示，!"),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
试报名人数为)$$万，比!")*年增加
)!+)万人，增幅$+&-，!.#$年的增长
率达到#$-至!.-。同样，此次在沪
考研人数也较去年增加#%+!-。
今年有多条“新政”被看作是刺

激因素。一是教育部门进一步规范
单独考试招生，明确招生单位不得
按单位、行业、地域等限定单独考试
生源范围，也不得设置其他歧视性
条件；二是从今年起国家不再组织
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全国联
考，除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外，其他类别的在职人员攻读硕士

专业学位招生工作，都以非全日制
研究生教育形式纳入国家招生计划
和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
三是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做
出明确界定，一定程度使得全日制
硕士文凭更“吃香”。
据悉，本市各高校考研人数均

呈增长态势。报考上海师范大学的
人数去年 *'..多名，今年达到近
$...名。报考上海大学的多达 #+(

万人，比去年增加 !.+(*-，而去年
又比前年增长两成多，成为全国地
方高校中吸引考研人数最多的大
学。上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郭长

刚说，今年生源数量与质量都有提
高，还有不少 (%*高校毕业生主动
报考上大，这得益于学校教育、科研
水平以及知名度的极大提升。

近年来，所谓“考研改变命运”
“二三流高校逆袭名校”的说法不胫
而走，意指越来越多的二本、三本高
校本科毕业生，竞相走上考研进“名
校”之路，希望以此改变“出身”。在
郭长刚看来，二本、三本高校也有学
业能力出类拔萃的学生，特别是有
些偏远省区的农村学生，因原来基
础教育有所欠缺，高中毕业后没能
进 (%*、!##高校，但这并不代表他

们的天资不足。他们在本科毕业后
希望进入高一个档次的“名校”，以
求将来求职时能“逆袭”。
在院校和专业选择方面，工商

管理、会计、法律、金融专业选择较
多，远超其他专业。从名校热门专业
的报考与录取比看，一般都超过 $

比 #，有的竞争特别“惨烈”的专业，
其报录比更高达 !.比 #。
一面是考生持续增多，另一面

是报录比不断走低，使得每年考研
弃考率居高不下，有些地方和高校
破天荒超过 #.-，一定程度反映了
考生的迷茫。!#世纪教育研究院副
院长熊丙奇说，近年来一些高校积
极鼓励本科生考研，但往往忽视了
本科阶段基本能力培养，以至于有
些人考上研究生却连最基本的实验
都不会做。考研目的是选拔优秀人
才，而非另一种应试，否则，将来的
硕士文凭会越来越不值钱。

首席记者 王蔚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考上午开考

各地报考人数持续增长

! ! ! !“君子”，是自古以来对品质高洁
者的称赞，在《论语》中，孔子 #.(次
对代表君子之风的“仁”做出阐释。然
而，在教书育人过程中，越来越多的
家长觉得，让孩子做名“君子”，是件
“吃亏”的事，与其塑造君子之风，不
如“实惠”地多刷题、拿分、冲奖。这
是上海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校长、
语文特级教师遇到的困惑。当下，君
子之风是否已经过时？昨日，围绕这
一主题，由复旦大学附属中学、上海
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上海市教育
报刊总社主办，《东方教育时报》等
单位承办的首届“当代教育与君子
养成”国际研讨会在沪举行。
“在 *.年教育生涯中，我碰到

过成绩很好，但是品德不好、修养不
行的学生；也碰到过成绩比较差，人

很调皮，但性格豁达、爽朗的学生，
后一类学生长大后有不少发展得很
好，对学校怀有感恩心。”黄玉峰感
慨，教育并不奢求每个学生都能成
为大师，但求每个人都成为一个真
正的“人”，一个人如果能以“君子”
的标准修炼自己，就能获得内心的
安宁和幸福；当他帮助过很多人，看
到他人因为自己的帮助而幸福时，
自己也会快乐。“不是说不要分数，
但是，如果只是为了追求分数，那是
很糟糕的。”黄玉峰呼吁，不能用功

利主义“捆绑”孩子。
古稀之年，黄玉峰担任了五浦

汇实验学校校长。办学伊始，他就将
“君子养成”教育，渗透进办学的每
一个细节。开学前，他花了半个多月
时间，用毛笔给被录取的 #,.名学
生，每人写了一封信，让孩子和家长
感到，教育是有温度的。他送给孩子
们四个字“不愠”和“感恩”。每月，学
校邀请名家走进“养正讲堂”“走进
先贤”“科学讲堂”“大语文”等一系
列讲座中，拓展学生视野；学校也带

领学生“文化行走”，去浙江绍兴、宁
波、曲阜等地进行文化学旅，遵循孔
子“从游”的实践，把课堂放在野外
的环境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鼓励孩子做一些表面上看来

不可能有什么实际结果的事情，告
诉他世界上的价值很多。”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特聘教师、博士生导师张
汝伦提醒家长，审美趣味的培养也
是一种价值。面对孩子成绩的高高
低低，他建议家长大气一些，这份大
气也会让孩子在未来的生活中，不

那么患得患失。
张汝伦认为，成为一名君子，有

时需要一些“特立独行”。他一名得
意门生在研究生毕业时，论文虽写
得不错，但张汝伦认为还没发挥最
佳水平，于是坚持必须达到学术要
求才能过关。这名学生毕业一个月
后，特意写信来感谢张教授给他上
了大学期间珍贵的“最后一课”。“并
非所有学生都能理解，坚持原则，就
要承担被人骂一辈子的风险。”张汝
伦感叹。 本报记者 陆梓华

成绩高低是一时 人格培养是一世
!!!"当代教育与君子养成#研讨会上专家谈育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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