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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由国家卫生
健康委、教育部、财政部联合组
织开展的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
调查显示，全国6岁儿童近视率
高达14.5%，小学、初中、高中学
生 近 视 率 分 别 达 到 36.0% 、
71.6%和 81.0%，高三学生高度
近视比率高达 17.7%。以上数
据均显示近视防控任重而道远。

羊城晚报此次调研发现，
32.8%的小学生已被确诊为近视
——这与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查
中 36.0%的小学近视率接近。
本次问卷中，广州小学生近视发
病年龄集中在7-11岁，其中，尤
以 9-10 岁为甚。卓业鸿认为，
此年龄段恰逢学生学业压力增

大、学习任务增加的时期，“这提
示我们在此阶段应注意学生近
视的发生发展，每逢寒暑假定期
到医院进行屈光检查。”

在暑假使用电子产品的时
间方面，59.8%的学生比平时增
加，10%学生时间超过 4 小时，
42.7%学生在1-4小时之间。此
外，在做暑假作业和阅读纸质书籍
的时间方面，10%学生时间超过4
小时，63.4%学生在1-4小时之间。

而在户外接触阳光的时间
方面，超过70%学生的时间少于
2小时，仅有27%左右的学生时
间超过2小时。卓业鸿认为，该
项数据显示，即使在暑假，学生
户外运动的时间依然不足。

目前，我国已成为研究
生教育大国，下一步则是要
迈入研究生教育强国之列。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大
势所趋，更是必行之举。延
长尤其是专硕在内的研究生
学制是否真的能作用于国家
对提升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的
战略目标？羊城晚报记者采
访了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
学研究所副教授、希腊爱琴
海大学实践哲学研究所合作
研究员丁剑。

“全面提升研究生的培
养质量并非一个新命题，早
在 2020 年全国研究生教育
会议之后，全面提高研究生
的培养质量就成为我国研究
生教育工作的重点，为此国
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
中就包括延长学制。”丁剑表
示，“随着我国的日益发展壮
大、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产业
的升级，国家需要根据社会
发展的总体需求调整人才培
养结构以适应社会发展需
要。延长、优化、调整学制在
内一系列的教育改革举措，
正是为此。延长研究生学制
是大势所趋，我国从研究生
教育大国到研究生教育强国
的跨越势在必行。”

而对于在此次教改中
“亮相”次数最多的专业型硕
士，历年来关于它的含金量、
人才培养就广受大众热议，
更有网友调侃专硕是“低配
版、短学制”的学硕。基于专
业硕士专业性和实践性的本
质定位，丁剑指出：“学制两
年的时候，专硕生不仅要学
习专业课、写论文、还不可避
免地要在生活和其他各类事
务上占用时间，导致实习和
实践的时间被压缩，容易导
致‘专硕不专’的问题。”

“让‘专硕专起来’有助
于构筑个人发展与社会需求
之间良性互动的稳固桥梁，
这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丁
剑说，“通过延长专硕的学制
可以保证就读专硕的学生
在实习实践环节有充足
的时间，保证其理论学
习与实践经验的同

步提高。当专硕的核心竞争
力提高了，与用人单位和社
会需求相匹配了，学生的就
业和社会的认可度自然就提
高了。”

面向未来，我国研究生
教育该如何把握培养高层次
专门人才的风向标从而促进
教育的提质增效？“首先要明
确延长培养年限的出发点是
为了提高研究生教育的质
量，这既是教育改革的初衷，
也是我国实现从研究生教育
大国到研究生教育强国目标
的重要举措，当然此举措需要
高校和社会各界的携手努力，
以确保这一教改政策的有效
实施。”丁剑指出，“对学校来
说，学制的延长在客观上为优
化和健全研究生培养方案提
供了有利条件，但仍需学校在
课程、师资、培养方案等方面
做出恰当的调整，把握时代
脉动、对接社会需要，为国家
和社会的发展大局服务。”

“而对专硕学子来说，随
着科学技术的迭代与产业升
级，社会的需要和用人单位对
人员的素质要求也在不断改
变。当时代需要通过延长学
制以提升学生各项素质成为
客观现实的时候，专硕学子
应该充分利用新增的学习
时间提升自我，重视实习
与实践对于专硕教育的
重要意义，努力使自
己成为本领域的高
级专业技术人才，
努力融入社会发
展 的 大 局 ，实
现 人 生 价
值 。”丁 剑
说。

羊城晚报记者 孙 唯
实习生 唐梓丹

研究生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高层次创
新人才的主要途径，主要由以学术
研究为导向的学术型硕士和以专业
实践为导向的专业型硕士构成，常
年以“专硕学制2至2.5年、学硕学制
3年”被大众熟知。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2022 年全
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2年
我国研究生招生 124.25 万人，相比
上年增加6.60万人，增长5.61%。在
研招规模扩大的大背景下，创新探
索研究生教育发展模式、大力提升
研究生教育质量便成为各高校的出
发点与落脚点。以“需求”为导向，
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作为近年来
高校延长学制的主体——专业型硕
士，截至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院校
对专硕的培养方案作出了个性化调
整，比如将专硕的培养年限延长至3
年，其中就包括了四川外国语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知
名院校。

与此同时，还有不少高校开始实
行“博士学位4年学制”。例如，山东
大学在《2023 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
研究生章程》中明确，本科直博研究
生基本学制为5年，硕博连读博士研
究生基本学制为3年，申请考核博士
研究生基本学制为4年；上海体育大
学在《关于2024年硕、博研招考试调
整的通知》中明确，从 2024 年起，博
士生学制统一改为四年。

除学制的延长外，专硕还在规模
上“做大做强”。比如，上海交通大
学、四川大学等知名院校宣布停招
的部分专业的学硕，并将部分招生
名额向专硕倾斜；暨南大学、广州大
学分别在2023年的专硕招生计划中
增加200人、450人。根据教育部发
布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
案（2020一2025）》，到2025年，专硕
招生规模将扩大到硕士生总规模的
2/3左右，专硕未来将逐步成为我国
研究生教育的主力军。在扩大规模
和延长学制的并驾齐驱下，专硕的
未来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也
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影响着广大学子
的研考意愿。

2022年 10月，话题#多所高校延长专硕
学制至3年#一度冲上热搜，引发网友热烈讨
论。时至今日，随着越来越多高校的加入，

“研究生学制延长”再度成为热门话题，有人
认为“博士学制四年”早成标配，而延长专硕
学制的延长则是利弊参半；也有人认为研究
生学制长短和人才质量并非正向关系，关键
在于高校对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健全。对此，
羊城晚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两年制专硕不香吗？”就读于广西某院
校的小陈坦言：“我现在就读于五年制本科，
最大的困扰就是要做很久的学生，二十几岁
了一直不能实现经济独立，成年人了还没有
任何掌握人生的资本。”如今高校宣布延长研
究生学制的举措让陈同学突感纠结，“我本来
看重的就是两年学制。学制延长后家里将继
续面对较大的经济负担。而且，多读一年意
味着求职时的年龄会比原来大；再加上未来
情感婚姻的规划可能会因此延缓，我感到有
些焦虑。”

除了对培养年限的讨论，延长学制与提
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联性同样备受关注。
在话题的评论区里，网友小唠说：“延长一年
给很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带来了无形
的压力和焦虑。真正潜心学术研究的学生就
算没有延长的一年，也会创造出很多学术成
果。”而网友小香则表示：“学制长短不是关
注核心，重点是延长了研究生学制的学校能
否以教学的高质量回应社会关切、对接人才
需求，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及时调整人才培养
模式。”

也有声音对三年硕士学制持积极态度。
就读于河南某院校英语专业、未来有意报考
翻译专硕的小夏表示：“专硕一直被很多人称
之为学硕的‘平替’，我觉得延长学制一定程
度上打破大众对专硕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
也给专硕学子带来了更宽裕的学习时间，大
家不用刚进校就开始思考找工作的事，避免
囫囵吞枣、走马观花地过完硕士阶段。”而来
自四川某院校新闻与传播学硕的小志则认
为：“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三年的硕士学
习时光，本身就是人生很重要的部分。”

此外，记者还发现，相较起水花四溅、颇
受议论的“延长硕士学制”的举措，“博士四
年起步”仿佛在大众心目中已不足为奇。对
此，某平台上的学术大牛“韩愈自退之”亮出
态度：“博士学制四年好像一直都是大家心照
不宣的共识了，不过既然目的是优化博士生
培养制度，除了延长学制，还是希望能继续将
其他措施同步配套健全起来，比如允
许特别优秀、成绩突出的博
士生早毕业；进一步完善延
毕问题的处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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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求“睛”眼健康调研结果出炉：

超半数学生有干眼症状

今年9月，在广东省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宣讲
团的指导下，羊城晚报启动精益求“睛”大湾区青
少年眼健康大型调研，邀请线上线下近千名中小学
生参与问卷调研。调查结果显示，在过去的这个暑
假，近六成学生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较往日有所增
加，其中，有10%的学生使用时间超过4小时。

学生如何用眼才科学？还有哪些近视防控的
误区有待关注？对此，广东省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和视力健康专家宣讲团团长、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
心眼视光学系主任卓业鸿，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鹤
洞分院副院长、广东省近视防控博士宣讲团专家顾
问冷云霞以及广东省近视防控博士宣讲团李真平
博士对调查结果作了科学分析，并给学生和家长提
供干货满满的护眼建议。

此次调查问卷显示，已近视
的学生，88%学生做过散瞳验光。

“这项数据比较好，”李真平
博士告诉记者，“散瞳验光能排
除睫状肌痉挛导致的假性近视，
提供更准确的验光数据。另外
通过扩大瞳孔，眼科医生可以更
准确地检查眼底。尤其对于高
度近视，可以有效排除高度近视
导致的眼底并发症。”

据悉，高度近视是指近视屈
光度超过 600 度。若眼轴过度
增长导致眼底后极部损害引起
视功能障碍，则提示发展成病理
性近视。研究显示，高度近视具
有明显遗传性，目前国际上已发
现与高度近视相关的多个基因
位点。

羊城晚报此次调查发现，父
母或兄弟姐妹中有高度近视的学
生占比接近30%。李真平提醒，
对于有高度近视家族史的学生应
要更注意近视的发生，早期预防
和干预能延缓眼轴增长，有助于
避免成年后高度近视带来的严重
并发症，如视网膜脱落、脉络膜
新生血管、后巩膜葡萄肿等。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调查结
果发现，不少学生对于近视防控
仍存在不少认知误区。如，学生
对角膜塑形镜、医学多功能眼

镜、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红光
治疗仪防控近视方面的知晓率
还不足。

此外，“你认为目前医疗水
平能否治愈近视”这一问题上存
在明显分歧和错误认识——仅有
35.3%的受访学生认为，近视只能
延缓发展，不能被治愈；有11.6%
的学生认为近视可通过戴眼镜或
用药治愈；有21.8%的学生认为
可在成年后通过近视激光手术治
愈近视；有31.3%的学生认为，近
视部分可治愈，部分不能。

“目前为止，真性近视通常
被认为是一种慢性的、不可逆转
的眼睛疾病，不能完全治愈。”
李真平说，近视常常是由眼轴增
长（眼球的长度过长）或角膜屈
光度增大（角膜过度弯曲）导致
的，这种结构性的改变通常不可
逆转。“近视激光手术只是通过
切削角膜或植入后房型人工晶
体，改变屈光度以达到矫正近
视，但此类手术本身对眼轴增长
这一近视的关键的解剖改变没
有任何作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
为近视被治愈，而只是被矫正
了。而目前研究火热的角膜塑
形镜、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红
光治疗仪等也只能延缓近视进
展，而非治愈近视。”

调查数据显示，1.6%学生经
常躺着看电子产品，这容易造成
近距离使用电子产品。此外，大
约 73%学生的读写距离小于等
于30cm。对此，冷云霞提醒，眼
睛与书本的健康距离要保持在
33 厘米左右，最低不能少于 25
厘米，“近距离使用电子产品和
阅读容易造成眼球内睫状肌疲
劳，在青少年时期容易造成近
视，但此类近视早期一般为假性
近视，可通过散瞳验光与真性近
视进行区别，通过休息和药物散
瞳可以逆转。但最新研究表明，
假性近视是真性近视的独立危
险因素，因此在近视防控中有必
要强调预警和识别假性近视，并
积极采取干预治疗措施。”

另外，本次还对学生读写台
灯 的 使 用 进 行 了 调 查 ，发 现
74.6%学生读写时使用台灯，其

中约40%学生采用护眼台灯（包
括全光谱台灯），17.4%学生采用
LED灯。冷云霞分析认为，自然
光线照明对眼睛的生长和正视
化有积极作用，因此，接近自然
光的全光谱，足够的照度和显色
度，合适的照明范围和色温，较
少的频闪和眩光可以提高视觉
舒适度，起到一定的护眼作用。

本次调查还发现，52.7%学
生偶尔、3.8%学生经常感到眼睛
疲劳、干涩或视力模糊。冷云霞
说，这其实是长时间使用电子产
品或读写导致的干眼症状。“长
时间玩电子游戏，精神高度集中
导致眨眼减少，泪膜不稳定，就
会出现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甚
至是眼球胀痛等症状。因此对
于用眼时长的合理安排及劳逸
结合的科学用眼方式，应该进行
更多的宣传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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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定于2023
年 12 月 23 日至 25 日举行。各高校也陆续发布了
2024年研究生招生计划。不少心细的考生和家长发
现，近年来，不少高校相继延长了研究生学制，“延长学
制，尤其是专硕学制”已成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趋势。针
对研究生“加时”之举，有网友认为这是缓解就业紧张、
提升人才就业适应性与竞争力的有力举措；也有网友
担忧增加的时间成本是否会反向加剧学生的就业压力
与年龄焦虑，这是否真的能提升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增时”之余，我国的研究生教育该如何提质增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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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如何如何““增时增时””又又““提质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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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六成儿童暑假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

超七成学生眼睛与书本距离过近

对于近视认知存在明显分歧和错误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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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下路小学学生在填写调查问卷佧米然江、于米提江和朋友在学校宿舍合影

从 新
疆 克 孜 勒 苏

柯尔克孜自治州
阿图什市南下，跨

越 10572 里，于米提
江·阿布力米提和佧米然

江·阿地力来到了广州南洋
理工职业学院，作为该校2023

级新生将开启大学生涯。

对于未来，两人有个伟大的打算——想读博
士。“生命不止，学习不息。”这是佧米然江的座
右铭，东部有优质的教育资源，广州有优质的教
学条件，这三年他们一定会加倍学习，努力通过
专升本考试，考取本科、硕士，直至实现博士梦。

该校卫生健康学院院长胡忠亚介绍，学院
配有 10900 多平方米的实训楼，与暨南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佛山
市第五人民医院等省内20余家不同类型二甲或
三甲医院及20余家康养服务机构建立了校外大

学生实践教学合作基地，作为学生的“第二课
堂”双向教学。对于外省及少数民族群体，学校
始终发挥包容性特点，实行教师责任制，坚持美
美与共，让所有的“石榴籽”都紧紧抱在一起。

记者获悉，今年该校招生规模和招生质量再
创新高，录取2023级新生8641人，计划完成率
99.97%，所有专业组一次性满档，最低投档线超
出省控线160多分。面向广东省外招生181人，
涵盖山西、青海、河南、新疆、江西、湖北、湖南、广
西、安徽等10个省（区）。

佧 米
然江说，他

与 于 米 提 江 都
毕业于克州阿图什

市二中，两人从小喜欢中
医文化，想成为一名医护人

员。师姐是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
院护理专业毕业，现在就职于新疆某

医院，专业能力强、工资待遇好，一直是他
俩的榜样。在师姐的推荐下，两人毅然选择横

跨大半个中国远行求学。
近日，佧米然江两人相伴来到广州，从踏

入校门开始，注册、报到、入住、饮食全程有志
愿者和老师陪同讲解，学校的热情让他们更坚
定了选择。谈及生活，两人均表示有所不适应

但能努力克服。
对于外省学生的“烦心事”，学校早准备了

“暖心招”。在生活上设置辅导员“一对一”帮扶
机制，学生遇到问题可随时咨询求助；在饮食
上，学校食堂和商业街开设全国各地特色菜，为
学生保留家乡味道；在语言沟通上，学校陆续举
行“破冰活动”等团体游戏，帮助学生间彼此熟
悉……暖心又贴心，虽然目前稍有困难，佧米然
江两人相信自己会在学校过得很好。

万里求学，这是两人第一次独自离家外出
读书，家人的态度让他们很欣慰。“家长很尊重
我们的选择，医护专业在新疆是一门很神圣的
职业，他们相信这里能将我们培养成才。”佧米
然江介绍，刚来学校的晚上就向家里通了电话，
看到学校将他们照顾得很好，家长们更放心了。

相信自己会在学校过得很好

学校招生规模再创新高

多所高校官宣延长研究生学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