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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退出考研的人
在就业和深造的选择上，很多人更趋理性

■聚焦2024考研

编
者
按

12月23日，2024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正式开考。教育部官网此前发布消息称，据统计，2024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报名人数为438万，
较上一年减少36万，是自2015年以后连续8年考研报名人数增长后的首度下降。持续火爆的考研热突然踩下“刹车键”，自然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这
其中折射了什么？是否意味着考研热“降温”？本报推出特别报道，还原几名学生的备考故事，试图从具体的案例中探探寻背后的原因。

12月23日早上7点，阳光
蹑手蹑脚地溜进了半开缝的
窗帘，小炜（化名）猛然从睡梦
中惊醒。

如果不是10月份的那次决
定，当天他原本会出现在考研现
场，但此刻，他正不紧不慢地打
理着自己——— 穿衣、洗漱、吃早
餐，然后驱车前往聊城一所高中
学校实习。去往实习的路上，小
炜的心里并不平静。本想考研却
中途放弃，他有压力也有难过，
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回想放弃考研的原因，小炜
坚定了许多，不像最初被“卷”入
考研这条赛道时那样茫然无措。

小炜本科就读于山东一所
重点高校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他向往那种扛起摄像机“走四
方”的自由，幻想自己将来能够
成为某家主流媒体的记者，亲戚
朋友都能从电视和手机里刷到
自己拍摄剪辑的新闻视频，“那
该是多荣耀的一件事啊！”他说。

但种子刚刚萌芽，便被无止
境的理论和单词湮没。

今年年初，眼看身边的同学
都在准备考研，小炜甚至来不及
思考，就一头扎进了考研大军
中。他每天坚持去图书馆占位子
学习，雷打不动，直到今年暑假。

随着报名时间的迫近，小炜
不得不正视选择考研学校的问
题。省内高校只有山大、山师招
收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研究生，他
并不清楚自己能考哪个，于是选
择了看上去备考压力略小的山
东师范大学，但直到这一刻，小
炜尚未想清楚一个问题，那便是

“为什么要考研”。
接下来的时光，小炜每天按

部就班地抱一大摞资料去复习，
但心底的疑问不时地蹿出来。最
后，他索性从题海中跳脱出来，
去校外寻找答案。

历经投简历等环节，小炜最
终来到一家省级媒体实习，他想
看看自己是否真正热爱这个专
业，于是就在实习单位附近花
1400元租了一间10平米的卧室。

让小炜惊喜的是，走出校门的他
不再茫然。两个月的实习采访，
虽然有时路途遥远，有时拍摄剪
辑工作量大，但他每天一起床就
很亢奋，身体虽然疲惫，但心里
轻松愉悦，他期待迎接每一天的
工作挑战。

实习期间，让小炜印象深刻
的是一次并不在计划内的采访，
但视频经他拍摄剪辑发布之后
成了热点，家人们在网上看到了
他的作品，这让他感觉所学专业
发挥了作用。可即便如此，小炜
还在纠结到底要不要考研。犹豫
再三之后，他还是报上了名。

选择放弃考研，发生在10月
份的一个午后。当报考学校的招
生简章出来，小炜发现，广播电
视编导专业缩招了一半，他感觉
更困难了。往年只考一本书的专
业课，今年要考三本。缩招再加
上参考书的变动，让小炜觉得更
没戏了。而对于英语考试，他心
里更是没底，那是“致命缺陷”。
同学们全天候复习备考，而自己
却在实习，“这次不打算考了，以
后再努力吧。”

考研第一天是个周六，此时
的小炜正忙得不亦乐乎。他已
经结束了在省级媒体的实习，
并来到聊城一所高中学校实
习，这所学校每三周休息一
次。平时，小炜主要围绕学校
宣传拍视频、做公众号，组织
策划活动。闲暇时还会写写作
业，计划即将开题的论文，准
备一下期末考试。忙里偷闲的
他，还拿到了两家单位的入职
通知。拿下这两份入职通知
后，小炜悬在半空的心才算是
落了下来。更让他心安的是，
得知退出这次考研，家人非但
没有责备自己，反而支持并尊重
了他的想法，这让他前行的脚步
更加坚定。

回想起这段经历，小炜不再
像最初那样懊恼，“之前不清楚
为什么考研，跳脱出来才发现，
没必要局限于考研这一条路，毕
竟考研也是为了工作。”

◎受访者：小炜 专业：广播电视编导

随大溜“卷”入考研大军 实习期间决定放弃

在新闻媒体实习的小炜（左一） 受访者供图

小陈本科就读于一所普通高
校的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按照
她的话说，自己读了一个“不起
眼”的小众专业。

大四实习时，小陈来到了一家
食品公司，每天都要从头到脚消毒
好多次，手被反复使用的消毒液刺
激得起刺儿，工作时间也不允许把
手机带在身边，她觉得身体和心理
备受煎熬。可即便如此，这样一份
在上海的工作，却只能拿到六千元
左右的月薪，还不包吃住。学长学
姐告诉她，如果是研究生毕业，月
薪可有九千元左右。

“现在本科生在就业市场缺少
优势。”这句话反复萦绕在小陈耳

边。身边同学付诸行动的考研日常
也让她动心了。虽然没有明确的考
研目的，也没有特别感兴趣的专业
方向，小陈还是听取父母意见，报
考了一所“211”高校金融专业的研
究生。然而，更好就业也意味着报
考人数多、竞争激烈，再加上跨专
业，小陈最终考研失败。

“一战”失利的小陈，并没有
放弃拿研究生文凭的目标。因此
在有了第一次跨考的经验教训之
后，她决心考回本专业。但“二战”
考研意味着承受更多，全职备考
不仅意味着与社会脱节，还会有
一种在家“啃老”的思想包袱。而
且一旦考不上，就意味着她又浪

费了一年时间，与同龄人的差距
越拉越大。就这样，在焦虑和压力
的裹挟之下，小陈决定放弃考研。

转折点出现在2023年年初。
父母问她是否考虑出国留学。

由于留学是申请制，只要本科绩点
和排名达到目标院校要求，雅思分
数过关，就能被录取。这让小陈又
重新燃起了读研信心。因为对她而
言，选择留学最大的优点就是不用
复习繁杂的专业课，也不必担心因
落榜付出的精力成本。

在退出今年的考研之后，小
陈顺利拿到了英国一所学校的录
取通知书。在她看来，出国留学是
自己当下的最优解。

根据官方公布数据，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报名人数近十年来可谓一路“狂飙”：2015年为165万，
2017年达到201万，2020年飙升至341万，2023年达到峰值474万。2024年报名人数438万，则是自2015年
以后首次下降。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很多学生今年曾经有考研想法，但最后报名时，权衡再三，最终
放弃。其实，也有些已经报名考研的学生，选择了放弃。谁是退出考研的人？他们为何而退？

12月23日上午，山东省实验中学考点，2024年硕士研究生初试开考在即，考生进场前还在认真看书。 记者 王凯 摄

◎受访者：小陈 专业：食品科学与工程

“二战”考研备考半年 决定出国留学

2022年10月，一个稀松平常
的备考日。午休过后，背着考研笔
记和专业书的小马，原本要去图
书馆学习，却被舍友临时拉到了
学校的招聘会现场。正是这天下
午的经历，让他走上了一条与预
期截然不同的道路。

小马本科学的是土木工程专
业，当天他刚好遇到一家土木行
业的头部公司在招人，于是抱着
试一试的心态去面试了。由于多
次在省级创业比赛中获奖、学习
成绩中上游，又是学生会宣传部
干部，小马最后顺利通过了这家
公司的面试。

时间回到2021年10月，小马
和周围所有人一样，早早就从一

家培训机构购买了线上课程，准
备好了参考书和复习资料，一头
扎进考研题海中。每天早上7点准
时起床，8点到图书馆开始学习。
如果不早起的话，图书馆的座位
就会被约满。因为宿舍和图书馆
离得很近，所以他们几个考研“搭
子”结伴备考，一直到图书馆晚上
10点关门才离开。这种规律性的
生活模式一直持续到第二年暑
假。

由于暑假不允许住校，小马
将备考战场从图书馆搬到了家
里，但他在家里无法集中精力学
习，也尝试过去附近图书馆，但效
果不太满意。暑假返校，当小马发
现备考进度比同学慢时，就产生

了焦虑。他总感觉被一种压迫感
裹挟，备考初期的动力也在减弱。
虽然与心仪的公司签订了三方协
议，不过，此刻的他还想坚持考
研，“毕竟准备了这么久，还是有
希望上岸的。”小马说，他照常参
加了当年的研究生笔试，结果失
败了。

初入职场时，小马本来还有
“边工作边考研”的念头，但现如
今，入职半年的他已经完全放弃
了考研的想法。入职后，小马亲身
体会到，从事工程师岗位，公司更
看重个人能力和综合素质，因为
工作中表现好，如今，他每个月的
待遇甚至比同一届入职的研究生
还高。

◎受访者：小马 专业：土木工程

“一战”失利后还想再考 入职半年后完全放弃

记者 巩悦悦 王凯 见习记者 延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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