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曲师大曲园中间位置，有一处
被学生称为“西联教室”的老建筑。
这栋灰色的建筑始建于上世纪 50年
代，被曲师大师生们称为“精神图
腾”。这里还有一个外号——通宵自
习室。

“其实‘通宵’的说法有点夸张，
但西联附近从早上到凌晨，都有为了
考研而苦读的身影。”曲师大毕业生
黄女士回忆：“当时教室有一面灰墙
被刷成了黄色，上面写着‘有光的地
方，就有人读书’。”

暑假中的西联教室内外依然有
不少学习的学生。他们的书上填满
了笔记，还有人在水杯上写着“星光
不负赶路人”。

生物专业的学生孙晓晓是位“00
后”，准备升大四，暑假前“跟家里知
会了一声”就留校学习了。

说起考研的决定，她直言“从大
一开始就下定决心了”。

孙晓晓说，刚入学时，她在曲园
见到了终身难忘的一幕。那年 9月，
天气还炎热，她在教学楼的走廊以及
西联教室、图书馆前面看到了“密密
麻麻”的考研学子。“几人宽的走廊里
全都是坐在那里背书的师哥师姐，书
和人堆满了过道，中间只留一人宽的
空间供同学行走。虽然每个人背诵
的声音都很小，但人一多，那种‘嗡
嗡’的声音就会让人有压迫感。”孙晓
晓说，她仿佛又回到了高三，考研的
种子也在那时彻底种下。

曾有山东当地媒体采访曲师大
老师：“学生在走廊背书会不会影响到
上课?”一位刚下课的老师说：“从不会
有任何一位老师，会因为走廊里背书
声音大、影响到自己上课去指责学生
们。”

孙晓晓说，这种画面时刻冲刷着
大一、大二学生的内心。“许多人在这
样的环境里浸泡两年，到大三就会决

定考研。就算自己犹豫，到了大三看
到同宿舍、同班同学都投入到考研中
去，自己也会情不自禁地跟着考研。”

如今，孙晓晓每天早晨 7 点起
床，7点半左右开始学习计划，一直到
晚上10点结束。

随着考试临近，孙晓晓已经开始
感到焦虑。“其实刚开始进入考研状
态的时候，身边每个人都在忘我地学
习，自己只需要像他们一样，置身每
日充实的学习计划里就不会焦虑。
但随着考试临近，各种情况的出现会
扰乱你的心态。”

前不久，孙晓晓得知自己的目标
院校忽然更换了专业课参考书目，这
让她不得不放弃已经执行的复习计
划。后来，她决定更换目标院校，冲
刺南京某“211”大学。

每年水涨船高的考研分数线也
让她感到压力巨大。“我报的专业分
数线超过了 370 分，而几年前分数
线还是350分。考到370分对任何人
来说都非常难，但更难的是我不知
道今年的分数线是否还会继续增
长。”

目前孙晓晓排解焦虑的办法是
“疯狂学习”，她认为：“不管分数线是
否涨，只要我比其他人学得刻苦、认
真，上岸的就会是我。”

当然，也有备考心态轻松的学
生。顾岩也是暑期留校考研大军中
的一员。但与孙晓晓不同的是，他是
一名公费师范生，本科毕业后的就业
压力相对小。“本科毕业后，我可以直
接到山东某县级市的学校里当一名
老师。”不过，顾岩依然选择了考研，
因为“受身边同学影响，也为了更了
解自己”。

顾岩介绍，他们班都是公费师范
生，本科毕业就能直接去学校当老
师，但仍有超过一半的同学选择考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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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旬，炎炎夏日，在曲阜师范大学曲阜校区（以下
简称为曲师大） 内，随处可见的除了郁郁葱葱的树木，就
是正在学习的学生。他们人手一把露营椅，塞着耳机，有
的正在背书，有的拿着电子产品查阅资料。

“学校已经放暑假了，现在留校学习的，都是准备考研
的。”大三学生刘莉莉告诉记者，“我们班一共 48人，暑假
留校准备考研的有 47 人。剩下那位回家复习去了，也考
研。”

中公教育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考研报考总人
数为474万人，其中山东省为441152人，名列全国第一。而
作为山东省内考研率一直居高不下的曲师大，则被坊间称
为“考研神校”。

据齐鲁晚报报道，曲师大考研率在 2005 年达到了
76%，2020年则突破了80%。

这所坐落于山东省县级市曲阜的本科院校，既不是
“211”也不是“985”，但在考研界有极高的名气。有人说，
“踏进曲阜师范，就等于一只脚迈进研究生院的大门”。还
有人说，曲师大就是“大学版毛坦厂中学”。

曲师大曾发布 《2019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报
告》 显示该校 2019 年毕业生考研率“上岸”比例超过
27%，位于全国前列；成功考研2118人，居全国前五名。一
位曲阜当地的教育界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近几年，曲师
大个别专业的考研‘上岸’率甚至能超过50%。”

学校周边也催生出了一个“考研经济圈”。学校东侧，
一段不到两公里的路上扎堆着几十家 24小时自习室和数不
清的低价旅馆，每家书店都可以买到二手考研资料，房产
中介也会固定在每年6月迎接一批“考研冲刺”的大学生租
客。

相关专家认为，所谓“考研神校”出现的原因，既有
学校和学生重视学历的主观因素，也有当下社会现状和就
业形势影响的客观因素。

备考的学生

2014 年，央视曾做了一期题为
《高“考研率”如何练就？》的专题报
道，其中将曲师大形容为“考研基
地”。

央视报道如此总结曲师大高考
研率的原因：“因山东高考分数线高，
许多高分考生被调剂到本省的双非
院校，他们有意愿通过考研再次考取
理想中的学校。”

新京报记者了解，曲师大在山东
省内大学的位次并不低，是仅次于山
东师范大学的师范类院校，部分专业
也属于“本科一批招生”。2022年，曲
师大在山东省的最低录取分超过500
分，高过同年山东高考一段线。

孙晓晓表示，她的大学同学当中
少有人将曲师大当做第一志愿，更多
是当做稳妥与保底院校的。

“虽然是双非，但要考上曲阜师
范大学也需要一定的学习能力。所
以曲阜师范大学里会学习、做题的朴
实孩子相对较多。这类学生无论在
哪都是考研的主力军之一。”曲师大附
近某考研机构负责人刘辉分析。“就我
所接触的曲师大学生来说，家里的生
活条件相对其他大学的学生整体上
更清苦一些。这可能跟曲师大是师
范类院校有关系。因为毕业后更容
易从事稳定的教师行业以及‘公费师
范生’的存在，许多低收入家庭会优先
选择师范类院校。”

2020 年，曲师大教务处处长胡
凡刚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从生源
结构来看，八成以上的曲师大学生
来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他们承
载着家庭的希望，这在很大程度上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动力。”

曲师大研究生处处长李兆祥曾
对媒体表示：“每个人都想在社会中
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对农村出来
的学生来说同样如此。而考研不需
要靠任何人，靠自己努力就能获得
一个优势地位，这无可厚非。”

在曲师大毕业生苗女士看来，
校方的支持与鼓励，是孵化考研热
潮的原因之一。“即便放暑假，食堂
依然有饭，图书馆和一些教学楼的
空调仍不会停。学校尽力为考研学

生创造好的备考环境，从侧面鼓励
了学生考研。”

李兆祥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像
我们这栋办公楼，每晚都有学生在
此背书。夏天老师们会主动把自己
办公室的门打开，让空调凉空气出
去。冬天同样会把空调暖气散出
来，学生在过道上就能暖和一些
了。”

也有网友猜测，曲师大坐落于
孔子故里，深受儒学影响可能也是
形成考研热的原因之一。

2020 年，时任曲师大党委书记
的戚万学接受大众日报采访时说：

“曲阜师范大学是一所因孔子而生的
大学，国家在这个地方设学建校，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和任务就是
要传承文化和教育的这样一个根
脉。”

曲师大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正
运曾坦言：“扎根于孔孟故里的曲师
大，学生们骨子里都有种‘犁牛之
子’的精神。但非中心城市的地缘
劣势很明显。”而在在校学生李乐眼
中，这种“地缘劣势”的表现形式
之一，就是学校周围适合大学生的
娱乐项目匮乏。

“曲阜是个十分安静的城市，这
里少有灯红酒绿，学生们能接触到
的娱乐项目少，心思也就更容易放
到学习上。”

新京报记者实地走访发现，曲
师大周围更多的是城中村。当地商
业气息并不浓厚，学校附近没有大
型商业娱乐综合体，鲜有商家营业
至 24点之后，就连便利店也多集中
在 23点左右闭门谢客。美团平台能
搜到的当地电影院仅有 6 家，22 点
后，几乎没有电影再开场。

当然，曲师大考研热的形成也有
社会原因。李兆祥接受山东当地媒体
采访时表示，“其实造成我们学校考
研率高的原因有很多，社会对高层次
人才的需求就是一个重要因素。”

“换句话说，现在上大学已经普
及化了，要想在社会上谋得一个好
职位或好发展，学生可能还要在本
科基础上继续深造，读研考博。”

高“考研率”是如何炼成的

因为曲师大浓厚的考研氛围，当地
许多考公、考证人员也慕名前来学习。
他们与考研的学生一起，托起了学校周
围的“考研生意”。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这里的小餐馆
叫金榜馄饨，教辅机构叫导氮教育，就连
理发店都会文绉绉地在招牌上写下“发
型传播中心”。

34岁的魏先生在曲师大附近投资了
一家自习室。他说，开自习室的主要原
因是“投入低、回本快”。

“因为知道曲师大周围学习氛围好，
疫情结束后，我开始考察自习室项目。
后来看到了现在这间之前房东用来开青
旅的房子，决定在此经营自习室。这里
每间屋里都有简单的装修和空调，能省
下部分成本。”魏先生说，从交租金到正
式营业，他与合作伙伴共投入了8万元人
民币。这里共有40个座位，有四人间、六
人间不等，公共空间还配有打印机、饮水
机等设备。目前正值暑期，魏先生的自
习室仍租出了 20 个座位。记者初步统
计，来学习的人当中，曲师大学生和考
公、考证人员各占一半。

魏先生的自习室在当地属于“中档
水平”，平均每日客单价 6到 7元。开业
半年后，这间自习室已开始盈利。他对
未来经营情况感到乐观，“估计 2年左右
可以赚回本金”。

当地的自习室大多采用“无人模
式”，办卡、订座、收费等功能皆通过微信
小程序实现。魏先生告诉记者，目前曲

师大附近的自习室多达 40家，规模有大
有小，月营业额从几千到几万元不等。

“开自习室虽然竞争大，但还是能稳定挣
钱，每天就像有‘睡后收入’。”

许多在校外租自习室的曲师大学
生，也会租住在学校周围。每年 6 月，
房屋中介吴女士都会固定接待“一批
又一批租房的备考生”。这些学生往往
一租就是半年，而该时间段正是备战
考研的学生从暑假到考研初试前夕的
时间。

在升级了学习环境和住宿环境后，
部分曲师大的学生还会选择一家考研机
构来帮助自己更有效的择校以及复习。

曲师大附近某考研机构负责人刘辉
向新京报记者介绍，“2019年以来，前来
咨询、参加考研辅导的人数大概增长了
30%。”

“我们平均每天接待十几位学员，曲
师大的学生大概占三分之一。”刘辉说，
受“考研神校”标签的影响，许多非曲师
大的考生也会来此寻找考研机构。近几
年，考研机构业务越来越细分。择校咨
询、专业筛选、跨考咨询、考研科目培训
都由不同团队负责。

因为商家多、竞争激烈，围绕考研的
“衣食住行学”，在曲师大周围都能以极
具性价比的方式解决。8元一份的土豆
丝盖饭，7元一天的自习室、10元一份的
考研资料……用刘辉的话说，有需求的
地方就会有服务，曲师大周围已为考研
学生形成了“一站式服务圈”。

被催生的考研经济

不管自身愿不愿意，曲师大在坊间
还是被打上了“考研神校”的标签。

“考研神校不是一个学校，而是一
类学校。”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副教
授杨光富对新京报记者说：“这个标签
的出现，代表了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有
利有弊。”

“考研对于某些特定学生来说也是
重新选专业的机会，能让学生在未来就
业时有更大概率进入适合自己的行业。
其次，更多高学历人才出现，也有利于
中国各行各业发展，以及为用工企业提
供多层次的选择。”杨光富说：“综上所
述，以曲师大为代表的考研学校的出
现，背后即代表用工市场的新变化，也
代表当下年轻人对学历的新认知。”

至于弊端，杨光富认为，如果这类
高考研学校过度重视考研，甚至有本科
生出现逃课考研现象，这无疑影响了本
科教育质量。这类院校毕业的学生，往
往有较高的应试水平，但学术能力总体
来说，相对偏弱。

曲师大教务处处长胡凡刚并不认同
考研生学术和动手能力差的推断。他曾
提供这样一组数据：山东举办了八届师
范生教学技能大赛，曲师大获得了连续
六届双料冠军。

在网上，支持与批评的声音都有大
量存在。

“只会培养考试机器”“‘考研神
校’的存在压缩了其他考研学生的机
会”……批评者如是说。

更多的网友则表达了支持：“这类
学校不这样拼命学又能怎样？与名校拼

学术资源吗？”“上进是一种美好的品
质，况且他们的方法并不违反哪条规
定。”“‘考研神校’的学生考研时与其
他学生参加同一场考试，用同一场试
卷，这是一场公平竞赛。”

曲阜师范大学校方对于“考研神
校”称谓的态度也经历了变化。

2015年，时任曲师大校长的戚万学
在新生开学典礼致辞中曾提及：对于有
人曾称曲园为“考研基地”，我给予的
是七分自豪三分坚定。

今年 7 月 7 日，当新京报记者拨通
曲师大宣传部电话时，工作人员明确表
示，“目前校方并不愿意过多宣传‘考
研’这个标签。”

一些曲师大学生也对所谓“考研神
校”的说法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有学生
在网络平台留言称：“学风浓厚是真
的，学习氛围很好。‘考研神校’我不
想回应。考研主要在个人努力，这只能
说明我们学校的学生很努力，谁不想去
更高的地方看一眼风景。”

孙晓晓也对新京报记者表示：“网
上对于我们学校的非议太多了，本校
生真的很讨厌‘考研神校’这个称
谓。这里的老师并不像网上传的那样

‘从大一就引导学生考研’，绝大多数
学生是自主决定考研的。在曲师大接
受教育后，我们从心底想要变得更
好。”

“我们不是天天就抱着书死命地学，
我们的大学生活也有属于我们的精
彩。”

（来源：新京报）

“考研神校”争议

“考研神校”是怎么炼成的

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在考研界有极高的名气。
“踏进曲阜师范，就等于一只脚迈进研究生院的大门”
的说法也被网友们口口相传。专家认为，所谓“考研神
校”的出现，既有学校和学生重视学历的主观因素，也
有当下社会现状和就业形势影响的客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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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师大门前的孔子雕像曲师大门前的孔子雕像

考研学子集中的西联教室考研学子集中的西联教室

曲师大校园里正在学习的考研学生曲师大校园里正在学习的考研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