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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两年报名人数下降，“考研热”为何降温？

就业方式逐渐增多，学生开始“按需读研”

忆党史传承初心
写英烈赓续血脉

“一个故事，一份信念；一段历史，一
种力量。”在泰安市实验学校的红色主题
班会上，学生们手捧《泰安英烈故事》，用
坚定的语气朗读着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
从徂徕山起义的英烈故事到陆房突围的
壮烈史诗，泰安红色文化根植于泰山脚下
的每一寸土地。2012年以来，泰安市关工委
邀请马辉等“五老”志愿者、党史专家结合
本地红色资源编写了《泰安英烈故事》《泰
安史话》《泰安抗日斗争故事》等一系列红
色读物。同时，结合红色读物开展了一系
列党史知识竞赛、主题征文等活动，使青
少年在阅读中感悟信仰的力量，在书写中
体会红色精神的真谛。

讲党史致敬英雄
传红色铭记时代

“同学们，你们知道刘仲羽烈士是在
什么样的处境中写下‘铁索难锁革命志，
愿将鲜血献人民’这句话的吗？”在泰山学
院，“五老”宣讲员牛之营正在为学生们讲
述泰安地方党史。近年来，泰安市关工委
充分发挥“五老”队伍优势，组织宣讲团深
入学校、社区、企业等场所，讲述党史、新
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
今年，共开展566余场宣讲活动，覆盖青少
年23万余人。为了让党史学习更加鲜活，泰
安市还组织了“学党史、颂英烈”红色故事
演讲视频比赛，吸引数万名青少年踊跃参
与。特别是红色教育基地讲解员比赛，近10
万名青少年亲身走进革命遗址，通过讲述
革命故事，感悟泰安的光辉历史。

歌党史表达深情
颂红色点亮初心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
闲……”嘹亮的歌声从泰安市广播电视台

的演播厅传来。这是泰安市关工委联合多
部门举办的“学党史颂党恩，庆祝新中国
成立75周年”文艺汇演。

红色文化不仅停留在舞台上，更融入
了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市关工委通过举办

“老少书画展”“红歌演唱比赛”等活动，搭建
起多样化的红色艺术传播平台。在“学党史
颂党恩，喜迎二十大”书画展上，年近八旬的

“五老”巩宪德与9岁的李子铮并肩挥毫，一
笔一画书写下对党的热爱。活动期间全市
两万余名青少年和“五老”书画爱好者共绘
红色画卷，总计同台展出作品230余幅。

学党史铭记烈士
守初心致敬岁月

“清明时节雨纷纷，烈士碑前寄哀
思。”这是“五老”志愿者宋元明担任泰安
革命烈士陵园义务讲解员的第8年。在“五
老”的带动下，清明节期间，近9万名青少年
手持白花，肃穆站立，为革命先烈献上最

深切的敬意。自2019年起，泰安市关工委每
年组织全市青少年开展清明祭英烈活动。

红色教育不止于清明节，还贯穿于青
少年的成长中。泰山之巅的“强国有我 请
党放心”中华泰山成人礼上，百名青年学子
庄严宣誓，这不仅是成长的里程碑，更是一
场激发责任感与使命感的红色教育实践。

串基地编织网络
谱新篇立德树人

从中共泰安第一支部红色教育基地到
泰安主题党日活动中心，泰安市关工委通
过深挖本地资源，串联起了泰山、徂徕山、肥
城老城等重要场所，构建了一张覆盖全市
165处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的红色网络，其
中包括国家级基地1处、省级基地24处，为青
少年提供了一个多维度、全方位的学习平
台。同时，新建线上教育基地地图，便于青少
年线上学习游览，让红色教育更加智能化、
多样化。每年，数十万青少年走进教育基地，
数以百计的红色课堂在校内外开设。

“红色教育不仅仅是学习历史，更是要
将信仰的力量融入青少年的价值观中，让
他们成长为肩负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泰安市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姚霆说道。正
是在这样的目标指引下，泰安红色教育的
格局逐步成型，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从泰山
脚下出发，踏上传承红色基因的新征程。

泰安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典型

泰山脚下的红色课堂
近年来，在省

关工委“深化青少
年党史国史教育”
的指导下，泰安市
关工委以“泰山五
老·汶水银辉”工作
品牌为统揽，用心
用 情 讲 好 红 色 故
事，激励广大青少
年厚植爱党、爱国、
爱 社 会 主 义 的 情
感，让红色基因、革
命薪火代代传承。

红色教育基地青少年讲解员讲解比赛。

老少书画笔会现场。

“考研热”降温了吗

据统计，2015年起，考研人
数逐年增长，并在2022年迈入
400万大关。2023年报名人数达
474万，创历史新高。然而，2024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回
落至438万，并在2025年进一步
下降至388万，与2021年的报名
人数接近。

尽管报考人数有所减少，但
考研竞争依旧激烈。根据教育部
发布的2024年研考国家线，哲
学、法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医
学、管理学、交叉学科等学术型
硕士专业的国家线均有所提高。
浙江大学官网显示，2022年该校
专业教育学的报录比（报名人
数：录取人数）为31 . 8，而2023年
上升至37 . 58，显示出考研竞争
的激烈程度依然高涨。

在“考研热”降温的同时，考
公考编持续升温。根据国家公务
员局公布的数据，2025年国考共
计划招录3 . 97万人，招录人数与
2024年的3 .96万人基本持平，但报
考人数相较于2024年的303 . 3万
人，增加了38 . 3万人。值得一提的
是，近年来，国考中应届生招录比
例明显上升。由2019年的39 . 17%
上升到2022年的67 . 3%，2023年、
2024年和2025年皆在七成左右。

他们为什么不考研

记者了解到，一些学生在备
考过程中逐渐发现，考研不仅耗
时且成本较高，而且面临的就业
形势也并不如预期中那样乐观。
根据《2024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
告》，2023届选择继续深造的本
科毕业生中，有48%和45%的人
分别因为看好就业前景和职业
发展需求而选择读研。然而，对
比不同学历毕业生的就业情况，
2024届硕博毕业生与本科毕业
生在就业市场上的差异并不明

显，甚至出现了“学历倒挂”现
象——— 即学历越高，就业率反而
越低。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了部分学生对考研的热情。

与此同时，企业在选拔毕业
生时的评价维度越来越多元。毕
业生的相关实习经历和社会实
践成为首要考量因素，其次是专
业与岗位的直接相关性，第三是
毕业生的潜力和可塑性。至于名
校出身和高学历，这些因素在企
业考察中排在前列。

随着就业市场对人才需求的
多元化和教育体系的不断开放，
越来越多的学生认识到，除了学

历，技能、经验以及与岗位的契合
度，同样是求职中不可忽视的重
要因素。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

《2024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
示，应届毕业生在回看成功拿到
offer的原因时，38 . 9%归因于“有
相关的实习经历”，28 .5%认为“社
会实践经验丰富”，27 . 7%认为原
因是“名校毕业”。因此，一些学生
在衡量了考研所需的时间和成本
后，选择了先就业再寻找进一步
发展的机会。

毕业生都去哪儿了

在当前的就业市场中，除了
传统的就业方式，越来越多的毕
业生开始选择“慢就业”或自由职
业。智联招聘《2024大学生就业力
调研报告》显示，2024届毕业生
中，选择“慢就业”和自由职业的
人数有所增加，分别从去年的
18 . 9%和13 . 2%增长到今年的
19 . 1%和13 . 7%。这些新型就业方
式使得学生不再单纯地追求通过
考研来提升自身竞争力，而是根
据自己的兴趣、能力和发展方向，
灵活选择不同的职业道路。

考研人数下降是经济结构、
社会环境、教育政策和市场需求
等多方共同作用的结果。未来，
更多人将“按需读研”，即先工作
几年，等个人发展目标清晰后再
深造。这也将推动高校加快推进
研究生教育改革，以适应不同年
龄段人群的深造需求，满足个人
和社会的发展。

尽管这并不能断言考研热
潮完全降温，也不意味着考研不
再重要，但这客观上体现了这届
学生们开始更加理性地考虑自
身发展，权衡学历、技能和经验
之间的关系，做出符合自身实际
情况的职业选择。在这种背景
下，或许未来的高等教育、就业
趋势、社会结构都将进入新发展
阶段。 综合中新网、潮新闻、
南方新闻网等

12月21日至22
日，2025年全国硕士
研究生招生考试举
行 。教 育 部 公 布 ，
2025年全国硕士研
究生报名人数为388
万 。记 者 了 解 到 ，
2025年全国硕士研
究 生 报 名 人 数 较
2024年的438万减少
了50万人，相比2023
年减少了86万人。这
已经是考研报名人
数连续两年下降。

12月21日，考生排队进入考场。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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