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3, 12(10), 5720-5725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0784  

文章引用: 陈曦慧. 教育社会学视角下考研个案动因分析[J]. 社会科学前沿, 2023, 12(10): 5720-5725.  
DOI: 10.12677/ass.2023.1210784 

 
 

教育社会学视角下考研个案动因分析 

陈曦慧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2023年8月23日；录用日期：2023年10月4日；发布日期：2023年10月16日 

 
 

 
摘  要 

随着毛入学率的攀升，我国高等教育已步入普及化阶段，同时，自研究生招生制度恢复以来，我国硕士

研究生招生规模也在持续上升，然而两者的扩招仍比不上考研热的增速。本文在教育社会学的视角下，

通过从微观层面对大学生考研进行个案分析，发现大学生考研的动因主要涉及文化资本积累、社会阶层

流动、教育代际传递、文凭贬值影响、教育机会平等方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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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limb of gross enrollment rate,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popula-
riz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since the restoration of the graduate enrollment system, the scale 
of master’s student enrollment in China has also continued to rise, but the expansion of the two is 
still not as fast as the growth rate of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se studies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micro 
level, and finds that the motives of college students mainly involve cultural capital accumulation, 
social class mobility,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ducation, the impact of diploma depre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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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ion, and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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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回顾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可分为四个阶段：1935 年至 1949 年，全国研究生

招生规模较小，最终被授予硕士学位的仅有 200 多名研究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1950 年至 1965 年，研

究生招生规模有所上升，共有 2.3 万人取得研究生学位；1966 年至 1977 年是研究生教育被迫中断阶段；

1978 年之后，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开始恢复。恢复后，研究生招生制度蓬勃发展，至今已经走过了四十

多个春秋。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考研”人数也跨越了从不断升温，到出现降温，而后又升温等阶段。

教育部发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及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以下

简称《报告》)显示，2015 至 2022 年 7 年间我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平均增长 15.8%，2016 年起保持高

位增长[1]，而到了 2023 年则在报考人数小幅攀升的基础上，增幅大幅下降。同时，也呈现“双一流”院

校毕业生报考双非院校人数增加，专硕报考规模逐渐超过学硕等趋势[2]。 
“考研热”是一个教育现象，更是一个社会现象。在本科毕业生的选择日趋多元化的今天，我们依

然可以感受到考研竞争之激烈。伴随着考研热，围绕“考研”而展开的研究也日渐增多。郑军等对社会

学理性选择理论的发展、具体运用作出了介绍，并在科尔曼个人行动具有目的性的理论基础上，从理性

选择的角度对当代大学生的考研动因进行分析[3]。侯勇等对考研“内卷”与“上岸”迷惘现象的产生原

因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并对研究生学习动机的调适和优化提出建议与对策[4]。常成等采用质性研究方法，

通过典型案例访谈和观察对“反向考研”的类型学考察与生成逻辑进行分析[5]。在众多选择的当下，大

学生为何依然选择“考研”这条犹如独木桥的路？这其中的原因十分值得我们深思。 

2. 考研动因的教育社会学分析 

教育社会学作为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可以从社会的角度深入分析教育领域中的现象、问题

和原因，以及事物之间的交互关系，揭示教育与社会的发展规律，促进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个案研究

作为教育社会学中的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其侧重点在于对自然情景中的某一现象的实例(个案)进行深入

研究，运用个案研究的方法，有利于我们对考研现象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更好地理解产生“考研热”

这一特定社会现象的原因[6]。本文以目前正在考研以及曾经考研的考生为研究对象，选取 12 名有过考研

经历的学生，以教育社会学为视角，通过个案研究的方法，对考研学生进行访谈，仔细观察考研学生日

常的行为、话语等外在表现，了解考研学生的真实想法，从微观层面考察学生考研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交

互关系，运用教育社会学的理论深入分析学生的考研动因。 

2.1. 积累文化资本，实现资本相互转化 

个案 A：“我要考‘985’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我向往已久了，而行政管理专业又是我一直想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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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A 同学在第一次考研中因为初试成绩比该校考生可进入复试的分数线低几分，而未能进入该校

当年的研究生复试，她因此而遗憾落榜。但是，成为“985”高校的研究生，一直是她的梦想，所以在第

一次考研初试失利后，她毅然决定“二战”，再考一次。第二次考研复习的过程中，她吸取上次失利的

教训，找出原因，查缺补漏复习，终于通过自身的努力被心仪已久的学校和专业录取了。 
个案 B：“我想通过考研进入更具学习氛围的学校就读，这能够使我更好地提升文化修养、就业技

能。因此，我通过综合的考虑，选择了‘双一流’高校作为自己考研的目标，据我了解，这是一所老牌

的‘双一流’工科学校，我想考它的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我了解过，这个专业毕业出来的研究生，很

多都可以去有名气的大企业工作，他们的薪酬都很高，而且我对编程很感兴趣啊！要是能学好这个，必

然能使我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个案 C：“我原来读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但是因为它属于文学类，录取分数太高了，所以我就选

择了北京重点高校的书法专业，因为它属于艺术类的，对于我而言录取分数不是很高，而且又跟我原来

读的专业有联系，而且到北京上学可以认识更多相关专业的‘大牛’，这对我今后的深造或就业都是非

常有利的。” 
布迪厄指出，资本可以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社会资本。就 A、B、C 而言，有名校研究生

的教育背景能够让自己积累更多的文化资本。文化资本能够通过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进行积累；求学时向

老师的求教，以及研究生同学之间的共同学习，能使文化资本逐渐转化为社会资本；毕业就业时找到薪

资满意的工作有利于积累经济资本，将其用于购买书籍、报读继续教育课程，提升文化素养和专业知识

技能，实现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的有限度转化[7]。在 A、B、C 看来，读研，有利于自

身能力的提升，同时，研究生学历也是人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而考研，则是获取这一文化资本的有

效途径。 

2.2. 促进社会流动，实现社会阶层上升 

个案 D：“这所学校的世界历史专业是我的志向，学校坐落在首都北京，我很喜欢北京这座城市，

一直都很向往。同时，我的家乡是山西太原，离北京也不远，这两座城市有便捷的交通联系着。另外，

在北京读研也更加有利于我毕业之后留在北京工作，据我所了解，这所学校毕业的研究生在北京的发展

机会还是挺多的，我想我在读研的过程当中也许就可以认识到我以后工作上的引路人了。” 
个案 E ：“我的家乡是湖北，本科我是在武汉上的学，前段时间我去北京参加我意向学校的英语专

业研究生考试复试了，在当地，我问路的时候发现北京人的沟通方式挺适合我的，比起武汉，我更喜欢

北京那边的人文和气候，更重要的是那边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所以，要是我可以考得上这所学校，我

会努力争取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 
社会流动是指个人与团体从他们出身的社会阶级往上或往下移动[8]。而教育程度，则是一个人提升

社会地位，从而向上流动的关键。就 D 和 E 的角度而言，有大城市名校研究生的教育背景能够让自己积

累更多的文化资本，进入一个更高的社会阶层。这里的社会阶层是指一群共有某些特质的人，如声望、

品味、语言模式、职业地位、教育程度、抱负、行为与信念等。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财富、权力以及

声望这三个因素决定着阶层，因此，阶层这个概念是多维度的。财富是指一个人的财产、资本和收入。

权力指的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做出重要决策和影响他人的能力。而声望指的是一个人在文化方面对他人的

影响程度或者是在意识型态上对他人的控制。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取决于他或她在这些领域所占的优

势有多少[9]。考研作为一个人提升教育程度的重要途径，自然会受到人们青睐。D 和 E 考取北京重点高

校的研究生，一方面，可以提高自己的教育程度，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从而增加向上流动的砝码，另

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考研，流向经济更发达的地区，为今后自身更好地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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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教育代际传递，实现家庭教育再生产 

个案 F：“我的妈妈在广州的高校里当老师，我从小就很羡慕她，所以我也要像她一样当老师，我

考的是教育类专业，我妈妈也很希望我可以上研究生，现在我都还没考，她已经在帮我四处打听学校

了……” 
个案 G：“我爸爸是在长沙的一个职业学校工作的，以前，他是讲课兼行政工作的，现在因为年纪

大了，学校为了让他不用那么辛苦，就让他在学校里只做行政工作了，我妈妈也在长沙的一个小学里当

总务。我爸爸希望我至少可以考上研究生，因为在他们眼中多读点书总有好处的，至于未来的就业，我

希望我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当上老师！”在我家亲戚的小孩中，有几个姐姐读书都很好，他们毕业的大

学都是国内一流的重点学校，有她们的榜样在前面，我学习也不能马虎，要追赶上她们！” 
个案 H：“在我家乡，考研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我的很多同学从小都会阅读经典名著，背诵唐诗

宋词，这些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了，读书成为了一种习惯，所以如果读书读得下去的话，大家基

本上都会考研，因为大家是真心地喜欢读书、真心地相信读书是正途，可以改变命运……我的祖辈都以

读书为荣，如果我的爷爷知道了我考上了研究生，肯定会很高兴的！” 
个案 I：“我的很多高中同学都打算考研，可能是因为我的家乡是山西，那里属于中原地区，所以自

古以来人们就很关注学习这件事情，我的长辈中也有一些在学校工作的老师，所以在我们家乡，考研的

氛围很好。” 
这里所说的教育再生产，主要体现在“小家”——家庭教育和“大家”——家乡的氛围两方面。上

面的个案中的 F 和 G，出生和成长于教师家庭，父母对他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这使得他们早已对学

校生活、教师的职业有着浓厚的兴趣，在成长的过程中，对读书的好感倍增，从而十分地向往。根据学

者伯恩斯坦的观点，社会结构会促使不同的阶级发展不同的家庭角色关系，伴随着个体融入本身阶级的

共同想法与期望，逐步形成各自的沟通方式，因此，考研、读研、成为教师，于他们而言，是兴趣所在，

也是他们的人生中最理想的生活轨迹。而 H 和 I 则是受家乡的学习氛围影响较大，这其中，中原文化占

了很大部分的原因，由于中原地区普遍使用北方语系，而现行我国的学校教育又恰好是使用这一语系，

所以，对于中原地区的学生而言，学习与生活的语言基本一致，也就是伯恩斯坦所提出的语言符码[8]，
这更有利于他们对知识的吸收。 

2.4. 降低文凭贬值影响，实现文凭与能力匹配 

个案 J：“我之所以会选择考研，一方面是因为觉得自己还是挺喜欢读书的，另一方面也是觉得现在

的毕业生基本上都拥有本科学历了，因此，‘本科及以上毕业’在很多单位的招聘公告上面已经成为了

求职者应聘的最低门槛，所以我想，倘若我可以通过读研取得研究生文凭，锻炼自身的专业能力，在选

择就业岗位上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或者拥有更高的劳动报酬，让我以后的生活质量得以提高。” 
目前，由于完成本科教育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想要使自身在就业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并且在所有求

职者中脱颖而出，其所需必备的条件也越来越高。近年我国的劳动市场出现了一个很现实的困境，那就

是：高学低就。在求职的过程中，许多岗位的应聘学历门槛要求远高于这些工作所需的学历技术水平。

这成为了包括 J 在内的很多“考研一族”考研的原因，J 选择考研，其中一个原因是看到了现在社会招聘

的一个普遍现象：很多单位特别是一些待遇好的单位已经把学历看成一个应聘的门槛，虽说现在已经有

不少人在反思：是应该重学历？还是应该重能力呢？但是，在教育文凭普遍贬值、学历含金量降低的今

天，高学历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趋势，我们需要思考，如何提高学生的能力，让学生的学历与能力可以真

正划上等号，从事与学历相匹配的工作，专业知识能够得到充分运用，发挥学校教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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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教育机会平等，实现女性社会地位提升 

个案 K：“家里就我一个小孩，爸爸妈妈都希望我可以多受一点教育，他们觉得，这对我以后的人

生是十分有帮助的，虽然说他们也会考虑到女性在婚姻方面的特殊，但是却还是十分支持我读研的。” 
个案 L：“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我爸妈就觉得男孩女孩都一样啊，就没有想过女孩应该早早结束

在学校接受教育的生活而走上就业岗位、步入婚姻殿堂。他们认为，这三者并不冲突，多读书能够提升

女儿的气质与个人修养，对于女儿以后的生活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一时的急于就业与结婚而中断学习

生涯是十分不值得和缺乏远见的。” 
二十世纪初期以来，由于社会对于男性与女性的角色期望已大幅改变，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因为性别

而造成的教育不公平，而另一方面当今女性却在劳动市场里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女性受教育机

会的扩张成为必然趋势。同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东部地区的对外交流活动也日益频繁，

人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西方的思潮，促使西方女性主义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我国许多家庭的思想观

念。加之 1980 年代以来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不断推行，很多家庭的小孩都是“独生子女”或“二孩”

家庭中的长子(女)，在这些家庭当中，孩子的受教育年限受其性别的影响越来越小。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

计监测报告显示，2021 年，我国在校女研究生将近 172 万人，在我国全部研究生中的比例超过一半，达

到 51.5%，高于 2020 年 0.6 个百分点[10]。与 2011 年的数据相比，10 年间我国研究生在校女生人数比例

增长 3% [11]，在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之际，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在不断增加，这与目前

我国女性地位的提高、许多家庭对于女性受教育观念的转变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3. 结语 

就教育社会学的角度而言，本科毕业生可以通过考研来积累自身的文化资本，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

从而实现自身的向上流动。同时，许多考生之所以选择考研也受其家庭因素、地域文化的影响，在这里，

教育起到了再生产的作用。另外，由于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扩招，高等教育日趋普及，本科文凭已

经成为了许多用人单位心中最基本的门槛，教育文凭的贬值使得许多人希望通过考研获取研究生学历来

增加自己求职的筹码。最后，女生考研的人数增幅明显充分体现了我国女性地位的提高，家庭对于女孩

读研的支持，这也成为了女性考研的一个重要原因。今后还需进一步健全研究生制度保障体系，提升研

究生培养质量，帮助学生充分发挥科研创新潜能，提高专业知识素养，培养终身学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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