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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proving the graduate study rate and strengthening graduate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ultivate high-level talents, a key 
link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talents, promot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ocial progress, and an effective means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pers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employment.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idea of “through the research and three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 of further 
improving th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rat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alyzes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rate, and studies effectiv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rate based on these influential factors, taking 
Tongji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in order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management service level of teaching administrat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fully serve the growth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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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深造率影响因素分析及措施研究——以同济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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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升本科生深造率、加强研究生教育是高水平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是培养高素质人才、推动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的关键环
节，也是本科学生提升个人竞争力并实现高质量就业的有效手段。根据“本研贯通、三全育人”的总体思路，论文阐述了高
校进一步提升本科生深造率的目的和意义，分析了影响本科生深造率的影响因素，并根据这些影响因素以同济大学为例研究
了提升本科生深造率方面的有效措施，以期持续改进高校教学管理人员的管理服务水平，并全力服务学生成长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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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科深造率是衡量本科院校教学工作和人才培养质量

的一项重要指标，也是毕业生高端就业的标志之一。近年来，

随着高校毕业生人数暴涨，就业压力激增，“深造热”正成

为包括双一流高校在内的大学毕业生的现象级趋势。继续深

造已成为大多数学生提升个人核心竞争力的必要选项。

从公布的数据来看，双一流高校本科毕业生的本科深

造率跨度较大。2021 年清华、北大、电子科大本科生深造

率最高，均达到七成，北航、上海交大、南大、北理、北邮

等其本科深造率均超过六成，同济的本科深造率也呈逐年上

升的趋势。论文以同济大学为例，对影响本科生深造率的因

素进行简单分析，并对提高本科生深造率的措施进行相应

研究。

2 学校的支持度对考研成功具有极其显著影响

根据数据分析发现，院校支持度是影响大学生考研群

体考研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且院校支持度与考研能否成功

呈显著正相关 [1]。综合保障机制是学校、学院促进考研的外

部因素，包含软件和硬件保障两个方面，软件主要指考研信

息的基础保障，硬件信息主要指复习场所等方面的基础设施

保障。

加强过程管理，引导和帮助学生考研，加强学生职业

生涯规划是高等学校教学和学生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体

现人才培养质量和素质教育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推动整个学

校学风建设、进一步优化学习环境的有效举措，应努力为学

生考研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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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科学校和专业就业前景对考研成功具有
显著影响

调查数据显示，就读学校和专业就业前景与考研能否

成功呈显著负相关。考研就像一个缓冲剂，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就业压力，越来越多的本科毕业生因为就业的压力、专

业就业前景堪忧而选择考研。本科专业就业前景不明朗，常

易激发考研者自身的考研动力，从而在考研中争取成功。而

就业前景较好的学校和专业，学生的考研意愿会相对降低。

根据表 1 同济大学近年的就业数据来看，学生就业率

均达到 90% 以上，就业压力不是很大。与其他理工科优势

大学相比，同济大学因为历史原因和区位原因学生的社会视

野相对更广，兴趣更宽泛，对继续深造的认识更具多样性。

很多同学选择可塑性更强的行业进行就业，甚至是创业。虽

然近 3 年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率略有降低，未就业的待分学生

比例在逐年上升，由 2020 届的 201 人增加为 2022 届的 348

人，但未就业原因统计主要为二次考研、二次考公等不主动

就业情况。

学校和各学院可对以上这部分学生进行针对性的考研

辅导和帮助，争取使这些学生可以一次考研成功，提高学校

本科生深造率。

4 上海市落户政策放宽对学生考研意愿的影响

根据上海市的落户政策，同济大学应届本科毕业生符

合基本申报条件即可直接落户上海，对于同济大学的学生来

说不必继续深造也可以直接落户上海，这项政策也无疑会间

接对部分学生的考研意愿产生一定的影响，部分为了落户而

选择深造的学生可能会为了节省时间成本而选择直接参加

工作。

5 境外留学比例影响整体本科生深造率

同济大学由于与德国等欧洲国家的长期国际合作关系，

学生出国深造的比例较高。但近几年由于国内外各种环境因

素的影响，学生境外留学深造的意愿及比例都在逐年降低。

根据表 2 数据，本科生境外留学的比例由 2020 届的

17.33% 降至 2022 届的 12.70%。学校应继续加强鼓励学生

出国深造，或者加强研究生录取政策方面的引导。

表 1 同济大学近年的就业数据

表 2 同济大学境外留学数据

6 提高本科生深造率的措施

综上所述，学校应从加大对学生考研的支持力度、围

绕开展针对性的帮助措施，以及优化招生政策等方面提高本

科学生深造率。具体措施可以包括：

①助力拓宽学生出国深造机会。如为学生提供出国文

书撰写辅导，健全本科生出国留学的服务体系等为学生拓宽

更多出国交流渠道。对部分具备留学条件的学生，提高其对

留学的重视程度，让学生了解出国留学的优势，鼓励学生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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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提升国际视野及国际竞争力，并积极帮助学生提早做出

规划。

应为学生提供更多、更规范的信息服务。对多数本科

生，特别是低年级学生来说，海外留学存在很大的信息盲区。

这些信息盲区容易让学生在选择学校和学习外语等各个环

节受到商业机构的不合理影响。因此学校留学工作相关老师

需帮助学生梳理世界各地高校的留学项目，提供规范合作项

目，针对不同专业推送正规明确的世界高校留学信息，完善

出国留学一对一的咨询服务制度，为本科生提供留学的必要

答疑 [2]。

②助力提升学生考研能力，具体可包含以下几项内容：

继续加强本科生导师制，鼓励本科学生多与导师进行

学术沟通，提前接触科研团队，深入了解相关科研方向及内

容。学院全面推进本科生全程导师制，密切学生与本科生导

师的联络，实现全程导师思想、学业的“双引领”。导师们

通过面谈、微信、邮件等多种方式及时关注学生的成长发展，

引导学生积极投身科研活动，坚定树立继续深造的目标，努

力实现“一升、二降、三满意”的预期目标 [3]。

引进知名学者或学术大师进课堂，促进学生了解前沿

科研动态，激发学生进行科学研究的兴趣。通过开设学科导

论课、研讨课、专题讲座等形式，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学科

发展前沿，建立正确的专业认知，做好生涯规划，提升专业

兴趣及学习热情。只有切实了解专业内涵、专业发展前景，

才能进一步产生对自己感兴趣的学科专业继续深造的动力。

加强学风建设，引导学生明确读研的现实意义和优势，

组织建立考研学业辅导小组，做好不同时期的具体指导。开

展朋辈答疑课，为同学们答疑解惑； 精准摸排，建立学业

困难学生信息库，利用院校两级学业资源开展定点帮扶；开

展“一对一”授课帮扶，实现“学习互助小组”全覆盖；利

用学生干部、入党积极分子等优秀个体，借助班级、宿舍等

集体构建多元化联动协作机制，组织宿舍小课堂等特色化学

习活动，真正做到“学习路上，一个也不能少”。

提供更多相关基础课强化课程，满足学生多元化的学

习需求。深入了解准备考研学生对于相关强化课程的需求，

并根据学生需求组织各相关专业课教师开设辅导课程，面向

学生开展以基础课程为主的习题讲解、知识点串讲、重点题

目答疑，以及考研讲座与沙龙等课程或活动，如开设学生需

求较多的高等数学辅导课程、英语辅导课程等。另外还可以

通过组织专业教师或优秀硕士生、博士生开展定期辅导的形

式，对考研学生提供更加灵活的专业知识及学习经验、考研

经验的辅导。

③加强对新生的深造志趣引导，开展新生教育课，抓

住大一学年的关键节点，引导新生学习志趣，提升新生深造

意识 [4]。兴趣引领是学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生存在专

业认知度较低、兴趣导向不足的情况，针对性地开展“走好

大学第一步”新生教育活动，帮助新生树立专业认知，配套

开展专业职业规划、校友榜样故事汇等活动，让新生在专业

接触中获得兴趣感、成就感，在榜样故事、职业规划中领略

所学专业的魅力与价值，激发学生内生学习驱动力，形成良

性的能动性循环。

④为大四学生赢得更多准备考研的时间，如允许学院

对大四学生进行模块化教学、允许学生缓考等措施。考研是

一场持久战，整个考研的过程基本需持续一年，在这过程中

学校除了在政策、环境、心理、信息等各个方面提供充分的

支持，更重要的是要给予考研学生足够的准备时间。大四学

生既要准备考研又要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相关课程，以及

完成毕业设计、毕业论文等要求，导致很多学生的考研准备

时间不足、精力不够。在针对同济大学部分考研学生组织的

座谈会中了解到，很多学生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考研

的准备中，更有学生认为时间充足与否是考研的关键因素。

因此，可以通过各种教学手段的调整来尽量满足学生的需

求，包括对大四课程进行模块化教学、短期内集中时间完成

课程教学内容，另外还可以允许大四学生申请缓考，待考研

结束后再集中精力准备培养计划内课程的学习及考核，或者

调整培养方案中的课程安排，尽量将课程安排到大四之前的

学年中，这样就可以腾出更多时间用于考研，从而提高考研

成功率。

7 结语

通过以上这些提升本科生深造率的有效经验及做法，

可以进一步加强高校本科生深造工作的提升空间，培养本科

生深造意识及深造能力，为实现以兴趣为导向、以理想为启

迪，全力培养具备“通专基础、学术素养、创新思维、实践

能力、全球视野和社会责任”综合特质，堪当民族复兴大任，

引领未来的社会栋梁与专业精英的人才培养目标提供坚实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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