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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翼

12月，2024年考研初试将
拉开帷幕，眼下，“考研大军”
正处于全力冲刺阶段。近期，
全国各所高校相继发布研究
生招生简章，记者注意到，一
些高校的研究生招生简章对
部分专业做出了明确的学科
要求，如教育学、食品工程、生
物技术与工程等专业，要求本
科专业不在规定范围内的考
生不得跨专业考研。

有业内人士分析，部分专
业不可“跨考”的规定，今后很
可能延伸到更多专业中，对学
生本科专业选择、考研的备考
计划，甚至考研培训等，都可
能产生连锁反应。

考研竞争日益激烈
全国报名人数
已达500万人

如今，越来越多的学生选
择 考 研 来 提 升 自 己 的 竞 争
力。研究生学历也成为不少
大型企业对求职者的基本要
求。因此，考研热度持续升
温。

每年暑假期间，各所高校
都会有很多学生选择留校复
习，部分高校图书馆甚至“一
位难求”。

近年来，大学生报考研究
生的人数逐渐增加，并且增长
速度越来越快，尽管各所学校
也相应扩大了招生规模，但仍
显得“杯水车薪”。

据统计，全国考研报名人
数目前已达 500 万，此外每年
还会有不少“临时起意”报名
的学生，竞争非常激烈。

几位正在全力备考的大
学生告诉记者，和暑假备考相
比，真正的“较量”会在秋季新
学期开学后到来。

“有一些‘学霸’基础非常
扎实，所以他们通常不会过早
地进行复习和备考，而是把主
要精力放在实践或发表论文
方面，这样可以在复试阶段获
得更大的优势。”江苏大学学
生小眭告诉记者，“但到了秋
季新学期，初试的时间越来越
近，即使是‘学霸’也会进行一
些复习准备，所以初试前的这

几个月非常重要。”

部分高校官宣
特定专业有“前置要求”

不符合要求的专业
不能“跨考”

对于不少打算考研的学
生来说，考研不仅意味着可以
提升学历、继续深造、增加就
业机会，更重要的是有一次重
新选择专业的机会，但这也意
味着要掌握另一个专业的知
识内容。尽管如此，每年仍然
有不少学生选择“跨考”。

最近，部分高校发布研究
生招生简章，对专业进行了不
同程度、类型的限制。

记 者 在 海 南 师 范 大 学
2024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及专业目录中看到，不少教育
学相关专业对于考生本科前
置专业均有限制。如学科教
学（思政）报考条件为全日制
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理
论、政治学与行政学或哲学、
汉语言文学、历史、法学、经济
学专业、金融学专业，管理和
教育类专业本科毕业生。

陕西理工大学 2024 年硕
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中，同样有
类似的相关要求：“按照教育
硕士指导委员会相关要求，对
报考教育硕士的生源限制为
——报考人员前置专业应与
所报考专业领域（方向）密切
相关。

江汉大学教育学院就教
育硕士招生常见问题的官方
答复为：根据全国教育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指委的相关精神，
一般要求所学专业应与所报
考教育硕士专业领域相关或
相近。

还有专业对“跨考”
增加环节

类似的要求其实已有征兆

除了教育学专业之外，一
些专业虽然没有明确的要求
不能“跨考”，但相应增加了一
些额外环节。

河南科技大学食品与生
物工程学院 2024 年硕士研究
生招生简章中，以红色字体鲜
明地指出：报考食品科学与工

程、生物学、食品加工与安全、
食品工程、发酵工程、生物技
术与工程的考生其大学所修
专业需与报考专业相同或相
近，所修专业门类应为工学、
理学、农学或医学；考生所修
专业不在上述专业门类的，在
复试环节须加试相关专业实
验技能考核，具体加试要求以
复试方案为准。

记者查询后发现，8 月发
布的《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里
曾明确提到，“招生对象为具
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
历(或本科同等学力)人员，其
中报考教育管理专业领域者
需有 3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报考人员前置专业应与所报
考 专 业 领 域（方 向）密 切 相
关。”

对于“密切相关”的具体
定义，文件中并没有提到明确
的要求，但给出相应建议：“培
养院校应结合所在地区经济
社会、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和
本校的学科特色，依据本指导
性培养方案，分别制定各专业
领 域 和 专 业 方 向 的 培 养 方
案。”

业内人士：今后很可能
会涉及更多专业
考研学生喜忧参半

针对部分专业“跨考”有
所限制的现象，记者采访了我
市几所高校的老师。有老师

认为，部分高校的规定透露出
一个信号：今后对于“跨考”的
限制，很可能会涉及更多专
业。这就要求学生要尽早做
好自己的职业规划，包括高考
过后填报志愿，在专业的选择
上需要更加谨慎，甚至今后的
研究生考试培训等一系列的
相应产业，都有可能出现连锁
反应。

“严格来说，考研属于本
科类学习的进一步提升，并不
是全新的开始。研究生阶段
的学习，属于专业性学习。如
果没有经过本科的学习阶段
打好基础，那么即使能考上，
可能也会出现后续学习比较
吃力的现象，甚至毕业困难。”
一位从事多年高校教育的老
师分析说，“而且，从国家、企
业的层面来说，需要的不仅仅
是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毕业生，
而是实际具备专业技术的人
才；从高校层面来说，限制跨
专业考试也能让教学更加高
效、规范。”

作为备战考研的学生来
说，对于此举也是喜忧参半。
有些学生担心未来自己所报
专业门槛提高，打乱原来的备
考计划，影响今后的就业；也
有些学生认为，如今的考研过
于火爆，自己所学专业的研究
生报考门槛低，因此很多别的
专业学生都会跨专业来报考，
导致竞争格外巨大，如果能对
于“跨考”进行一些限制的话，
也会相应降低竞争的压力。

60家重点企业
组团走进扬州大学
我市今年首场赴外
秋季校园招聘活动启动

本报讯（陆世杰 古瑾）9 月
20日，我市今年秋季首场赴外校
招活动在扬州大学举行。市人社
部门精心组织省交通工程集团、
超力电器、英科医疗、吉贝尔药
业、大全集团等 60家重点企业参
加招聘活动，提供岗位需求 1300
多人，本科生岗位普遍年薪 8 万
元，涉及机械、电子、材料、化学、
生物、市场营销等多个领域。活
动当天，企业共接收简历 1010
份。

“据我所知，镇江有一些车辆
制造方面的企业，这次也有几家
车企前来招聘，我都投了简历。”
来自连云港的学习车辆工程专业
的吉同学说。

莱特丝(江苏)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现场带去公司的产品，吸
引了不少学生。招聘负责人张女
士介绍，公司主要招高分子专业
的本科和研究生，对专业的要求
比较强，但很有职业发展前景。

“企业提供免费的员工宿舍，大家
如果来镇江发展，一定会有不错
的工作和生活体验。”

为帮助用人单位招揽更多人
才，集聚更多大学生来镇发展，市
人社部门紧扣校企人才供需两
端，积极搭建高校毕业生和用人
单位求职招聘对接通道，坚持错
位引才、精准引才，打好人才“引、
育、留、用”组合拳。据悉，下一
步，人社部门将组织企事业单位
赴苏北、云南、山东等地举办名城
名校携手行校园专场招聘活动，
持续打造“相约福地 才聚镇江”
人才招引服务品牌，吸引更多人
才来镇发展、安居。

“蒲律未来”
青少年关爱项目启动

本报讯（景泊 王国禹 邵臻）
为进一步增强未成年人法治观念，
提高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9月
19日上午，“蒲律未来”青少年关爱
项目启动暨关爱工作室挂牌仪式
在丹阳市延陵初级中学举行。

今年，丹阳市延陵镇教育布
局调整，原麦溪中学、行宫中学、
延陵学校三所初中部合并为丹阳
市延陵初级中学，延陵派出所的
蒲公英志愿者们主动对接，了解
到有部分学生处于留守、监管不
力、心理亚健康状态。

这些孩子均处于青春期，若引
导教育不到位，极易发生违纪违法
行为。为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丹
阳市延陵镇党委政府、丹阳市司法
局、丹阳市教育局、丹阳市公安局，
携手“蒲公英志愿者协会”和“丹阳
市律师协会”，充分发挥各自专业
知识特长，成立“蒲律未来”青少年
关爱项目，共同做好普法、咨询、关
爱、帮扶等系列工作。

部分高校官宣有些专业不可跨专业考研
业内人士：今后可能有更多专业限制“跨考”，或将产生连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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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02 版）要带着感情
学，用心体会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使
命情怀，从内心深处增强政治
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
感认同，推动学习往深里走、往
实里走、往心里走。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
时代之变迁、立时代之潮头、发
时代之先声，引领我们解决了
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
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
没有办成的大事。具体到镇

江，这些年来，镇江发展的每一
项成绩、每一点进步，无一不是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实现的。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全体党员干部
要用心体会贯穿其中的坚定信
仰信念、用心体会贯穿其中的
深厚人民情怀、用心体会贯穿
其中的强烈历史担当、用心体
会贯穿其中的求真务实作风，
不断从理论“大餐”中汲取思想
营养、补足精神钙质。

要带着责任学，坚持学用
结合，突出实践导向，把自己的
思想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
职责摆进去，推动高质量发展
不断取得新成效，以中国式现
代化镇江新实践彰显思想伟
力。理论的威力，只有付诸实
践才能发挥出来；学习的成果，
要靠实践成效来检验。要坚持
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更好
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
动，切实树牢正确政绩观、切实

掌握科学方法、切实研究解决
实际问题，真正做到学思用贯
通、知信行统一，更好肩负起承
担的使命任务。要大力弘扬理
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
风，结合工作实际和职责任务，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
干什么就重点学什么，缺什么
就重点补什么，把学习成效转
化为维护核心的定力、推动发
展的动力、担当使命的能力。

带着嘱托学带着感情学带着责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