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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委托教育部教育技术与资
源发展中心（中央电化教育馆）组织研制并发布了《中
小学实验教学基本目录（2023年版）》（以下简称《基
本目录》）。
　　据介绍，《基本目录》的研制以现行课程标准为依
据，以各学科教学装备配置标准和教材为参考，梳理了
新课程理念下构建学科核心概念、核心规律、核心实验
素养与技能所应开展的基础性实验及实践活动，包括小
学数学、科学、信息科技，初中数学、物理、化学、生
物学、地理、信息科技，高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
学、地理、信息技术和通用技术16个学科的900多项实
验与实践活动，涵盖观察、测量、探究等丰富多样的实
践活动形式。
　　《基本目录》立足中小学实验教学现状、发展需求

与典型问题，兼顾满足区域差异、学段贯通、学科特
征、教学多样化的多方实际需求，努力突出基础性、典
型性、系统性、育人性。
　　从基础性看，《基本目录》以课程标准的内容主题
为线索，梳理了各学科应开展的基础性实验与实践内
容，明确了应开必开的实验活动，确保学生充分经历探
索自然、获取科学知识、培养科学思维、解决科学问题
和工程问题的实践性学习体验。
　　从典型性看，《基本目录》充分考虑学科特征和
实践类型，基于规范的科学研究范式、工程技术设
计与实施流程，提炼了自然科学典型的科学探究与
实践活动、技术类学科实践教学的一般流程与方
法，推动实现单项技能、技艺等基础实验技能的培
养向模型构建、推理论证、分析综合、创新思维等

高阶实践素养的培养，推动实践教学活动化与课程
化，着力培养学生复杂问题解决能力、创新能力与
实践能力。
　　从系统性看，《基本目录》甄选提炼各学段适宜的
实践活动，减少学段、学科之间重复、碎片化的实验项
目，推动学科、学段之间的实践融合发展，为跨学科学
习、项目式学习的开展提供有效的方法与途径。
　　从育人性看，《基本目录》坚持五育并举，德育为
先，充分采纳调查研究、展示交流等活动形式，将我
国先进科学技术文化、国家安全等重大教育主题融
入科学与技术类实践教学，为将学生培养成有理
想、有本领、有担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
定坚实基础。
                据《中国青年报》

　　在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看
来，考研报名人数下降，确实跟考生越来越理性了
有关。
　　陈志文分析认为，考研报名人数下降的最主要原因
可能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在高等教育普及化之
后，不只专、本科生多了，研究生也越来越多，再加之
近几年经济下行，“卷”学历不一定能解决体面就业的
问题。换句话说，有些人认为，用三年甚至更长时间去
取得一个硕士文凭，未必比大学毕业开始积累工作经验
的性价比更高。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研究生培养的质量把控越来
越严，想‘混’毕业越来越难，考上了不等于一定能毕
业。于是有部分人也会更加慎重考虑考研读研问题。”
陈志文说，有些正在读研的同学表示，自己有能力考上
研究生，但没有研究能力、也没有研究兴趣。这也提醒
大家：考研有风险，读研需谨慎。
　　“考研人数下降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一部分人认识到
考研对自己就业的帮助没那么大，而考研、读研本身则
需要付出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在权衡利弊得失后不执
着于考研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
表示。
　　至于网友对考研人数下降的一些其他原因分析，比
如，“疫情之后出国读研的人增多了”“宇宙尽头是考
公考编，所以有些人放弃考研，直接专注考公考编了”
“学硕缩招，专硕太贵、认可度不高”等，陈志文表达
了一些不同看法。
　　陈志文指出，疫情期间，很多原计划赴境外留学的
人，实际在国内在线完成了学业，并且顺利获得了学历
认证（国家临时调整了认证政策，现在已经终止）。疫
情对出国留学的影响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大，更何况从
总量上看，出国留学的人数是有限的，因而“出国留

学”不会成为考研人数下降的主要原因。
　　“因为体制内热，一部分人放弃了考研，直

接专注考公考编，这种情况可能有。但考虑到公务
员招考规模有限、要考上也有难度，所以这一因素
的影响可能很有限。”陈志文说，至于学硕、专硕
招生比的变化，从逻辑上有可能是导致考研人数下
降的原因之一，但不确定影响作用有多大。
　　2022年9月，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一次新闻发
布会上提到，我国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比例已
超60%。另外，根据教育部印发的《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到2025年，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将扩大到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
模的三分之二左右，成为未来考研报考主流。在专
硕扩大的同时，一些高校正在缩减学硕。
　　“相比于学硕，专硕的国家补贴少，学费
通常也更贵。大家算经济账而放弃考研。”陈
志文分析道。
　　明年考研报考人数会不会继续下降？陈
志文表示：“我不作预测，但个人觉得大
众对考研在回归理性，‘卷’学历不能解
决就业问题，考研报名人数可能涨也涨
不了多少、降也降不了多少——— 因为招
生人数还在增长，未来无论涨跌都会
相对平稳。”
　　在毕业的分岔口，学生要如何
选择未来的发展道路？陈志文
认为：“这是每个人的个性化选
择，没有是非对错的标准答
案。但我还是希望年轻
人可以多一点拼搏奋
斗。”
 据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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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考研人数持续增加，根据官方公布数
据，2020年、2021年和2022年的考研报名人数分别为341
万人、377万人和457万人，2023年增至474万人，创下新高。
而2024年考研报名人数有所回落，较上一年减少36万人。
  从历年考研报名人数可以看出，2014年和2015年考
研报名人数有所下降，自2015年以后均呈上涨趋势，在
2023年达到了峰值。
　　实际上，此前已有迹象表明，2024年全国硕士研究
生招生考试报名人数会增长减缓，甚至下滑。
　　中国教育在线去年12月发布的《2023年全国研究生
招生调查报告》指出，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
数继续小幅攀升，达到474万人，比上一年仅增长17
万人，和2022年增长21%的增幅相比，增长率大幅下
滑，远远低于民间预估，显示考生报考日趋理性。

　 　 上 述
报告还指出，
高教大省（市）考
研报名人数增长明显趋
缓，如四川、陕西等地，
东北地区则普遍出现下跌。其
中，辽宁省2018年考研报名人数
首次超过10万人，其后四年，年均
增幅10%左右，2022年考研报名人数
突破15万人，达到了150033人；但2023
年辽宁考研报名人数接近15万人，同比
上年略有减少。2023年黑龙江省硕士研究
生考试报名人数125071人，也较上一年减
少2170人。

考生逐步趋于理性选择，不再盲目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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