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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万人将落榜？
考研也要供给侧改革

今日金评不吐不快 非学科类培训
不能走学科类培训老路

3月 11日，《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
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
本要求》（国家分数线）发布，话题瞬间引
爆热搜，留言区不乏有即将上岸的“天选
之子”，但更多的考生评论直呼“考研太
难了”，让许多网友产生共鸣。

（3月12日《每日经济新闻》）

公开数据显示，全国报考人数在过
去 12 年间实现 3 倍数跃升。2022 年全国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全国报考人数为
457 万，而 2022 年院校计划招生人数 110
万左右，考研人数的增幅大于录取人数
的增幅，自然“考研太难了”。

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像就业的结
构性矛盾一样，考研同样存在结构性矛
盾。让考研促进就业，同样需要通过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来破题。

一是继续适当扩大考研录取人数。
高质量发展必须有高质量人才的支撑，
社会对研究生的需求增加是客观存在
的。另一方面，独生子女家庭条件较好，
很多家庭愿意供孩子读研，家庭需求也
是客观存在的。这都要求加强考研录取
人数的供给，坚持供给与需求相匹配、数
量与质量相统一，保持与经济社会发展
相适应。

二是进一步推进研究生推免改革，
加强本科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大学生
就业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生能力与社
会需求不匹配。一些家庭没有能力供孩
子考研，但是，由于高校专业设置、教育
方式与社会需求存在脱节现象，家庭也
不得不为了躲避就业难而供孩子读研。
结果就是本科阶段成了“新高中”，研究
生阶段成了“新本科”，考研成了“新高
考”。而一旦考研落榜，反而加大了就业
难度。这就形成恶性循环，一方面考研
难，一方面就业难。

三是进一步推进用人评价改革，推
进社会从学历社会向能力社会的转变。
在用工招聘中，非“211”“985”毕业生的
简历不看，非硕士博士学历不动心，非全
日制的研究生不招，相关报酬待遇与学
历挂钩，职称评聘也设有学历门槛，种种
学历歧视，倒逼本来不想考研的学生被
迫考研。

因此，一方面要改变评价机制，扭转
用人单位“唯名校”“唯学历”的用人导
向，建立以品德和能力为导向、以岗位需
求为目标的人才使用机制，改变人才盲
目“高消费”状况。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
职业教育，实现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
间的横向融通，实现中职与高职的纵向
畅通。通过完善“职教高考”制度，实现职
业教育层次升级、质量升级、社会的认同
度和美誉度的升级。

丁慎毅

无论是出于孩子全面发
展的考虑，还是提高升学筹
码的角度着眼，非学科类培
训原本就是培训市场的重要
组成部分。但是，随着“双减”
压缩了学科类培训机构的生
存空间，非学科类培训“趁机
起势”，价格肆意上涨，正在
走向学科类培训的“老路”。

一是加重了学生负担。
据报道，“双减”实施后超八
成受访家长选择给孩子增
报兴趣班，夸张的是孩子出
一个兴趣班的门，转瞬又进
另一个兴趣班教室，艺术、
体育、科技，一个都不能拉
下。非学科类培训，已经成

功占领孩子学科类培训
的时空，不少孩子的

负 担 并 没 有 实 质
性减轻。而且，随
着 非 学 科 类 培
训 市 场 营 销 急
速升温，一些机

构 趁 机 涨 价 、倾
销课时，加重了家

庭经济负担。
二是过度营销制造新

的教育焦虑。一些非学科
类培训机构，过分夸大非
学科培训的作用，鼓动学
生参加考级，还有的借着

体育、艺术进中考之机，给
家长制造新的教育焦虑。不
仅如此，其功利性、逐利性、
短视性培养策略与思维，也
与艺术、体育、科技教育的
宗旨不符，消弥了学生的学
习兴趣，甚至阻碍了学生的
健康发展与长远发展。

三是侵害消费者的公平
交易权。非学科类培训机构
拥有自主定价权，可以根据
市场需求适度提高价格。但
一些机构在经营成本不增
的情况下，涨价过高过度逐
利 ，与 教 育 公 益 属 性 相 背
离，涉嫌侵害消费者的公平
交易权，也导致市场不良风
气的蔓延。其许多营销行为
和市场行为，与治理前的学
科类培训行为如出一辙。

四是非学科类培训野蛮
生长，正在走向学科类培训
的老路。因此，必须纳入法治
轨道，全面加强非学科类校
外培训监管，不断巩固深化
治理成果。目前，浙江、天津
等地已先行探索建立非学科
类培训机构管理制度，这是
一个好的开头。对于非学科
类培训机构和人员来说，也
是警钟，野蛮发展，终将迎来
强监管。 关育兵

“近半年来各种涨价，美术课从300多元一节涨到400元
一节；舞蹈半年课程涨价1500元；硬笔书法课现在是200多
元一节。”北京市西城区居民常飞家有一女，他原本想让女儿
对“琴棋书画”都有所涉猎，但因为培训费用越来越高，最终不
得不放弃了“琴”和“棋”。

（3月11日《法治日报》）

近日，杭州市人民小学因
“有偿帮助”同学做作业而引发
的“20元风波”，令人感慨良多。

聪聪平时做作业又快又好，
不知怎么的，竟开始向同学提供
收费辅导服务：教一道题目，收
费2元。乐乐是第一位顾客，而且
一次性预付了20元，后来觉得题
目简单自己会做就后悔了，然后
两人开始吵架。班主任发现后，
要求聪聪退还钱款，不料他当场
表示不服：凭智慧赚钱，为啥要
退？

帮同学做作业竟然变成了
一门“生意”，这种似乎只有在影
视剧才有的场景确实有些出人
意料。一个愿买，一个愿卖，有人
觉得挺合理，也有人指责这样做
功利心太重了，同学之间互帮互
助是应该的，给钱就变味了。

同学“互助”变“互利”，难道
现在的同学关系都如此“赤裸
裸”了？孩子的世界可能很单纯，
当然不能完全以成人的视角来
衡量，但也不能一笑了之。

老师调查发现，“有偿帮助”

并不是聪聪的创意，班级里时有
发生。这些孩子的“生意经”到底
是从哪学来的？经过与学生及家
长的交流，老师有了大致了解：
学校经常组织义卖活动，所以很
多同学认为在校园里买卖是被
允许的；之前媒体报道过的大学
生通过“帮同学拿快递”成功创
业的新闻，更是让孩子们认为类
似“教题收费”的行为，也是实现
自我价值的途径之一……

看来，不是孩子们不“单纯”
了，而是有很多外在因素让他们
觉得“有偿帮助”是一件合理的事
情，是凭自己智慧和劳动挣钱。事
出有因，孩子们的行为固然可以
理解，但“有偿帮助”所涉及的深
层次问题，却不能等闲视之。

身处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
孩子们头脑活络，有经济意识当
然是好事，但“花钱买服务”的概
念不能模糊。同学之间互帮互
助，不宜简单用金钱来衡量付出
和回报。倘若连帮忙解题都要用
钱解决，人与人之间情感会变得
淡漠，谈何同学情谊？

更可怕的是，如果对这样的
现象习以为常，会让孩子们以为

“金钱是万能的”，什么东西都可
以用钱获得或者什么事情都可
以用钱解决，进而影响他们的金
钱观与价值观。

“有偿帮助”出现在校园，但
家庭却是其重要源头。记者在杭
州3所小学的中高年段做了随机
调查，发现通过家务“按劳取酬”
的孩子，每个班都有，最多的班
级超过三分之一的孩子有类似
经历。最终，经过老师引导，孩子
们意识到了“有偿帮助”的不妥。
但这个财商教育的生动素材，却
依然值得引发深思。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观念的
进步，孩子的“财商教育”日益
得到重视。但要明白，财商教育
要与钱打交道，而绝不只是想
办法多赚钱，其根本目的在于
树立正确的金钱观、价值观与人
生观，既不能对金钱没概念，更
不能对金钱看得太重，一切向

“钱”看。
胡欣红

“教同学一题收2元”背后的深层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