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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也不要过这样的生
活！”

这是夏夏（化名）离职前说
得最多的一句话。

递交辞呈的那一秒，她回忆
起自己在广州上班的日子，无数
次深夜的徘徊让她身心俱疲。
那天，夏夏加班到晚上九点，走
出公司时天已然全黑。工作地
在郊区，浓浓的夜色吞噬着她疲
惫的身体，四下的寂静让蝉鸣也
让她感到害怕。更令人崩溃的
事情发生了——她没打卡，此时
已然走到半程。

在赶回公司打卡的路上，她
坚定了内心：“我要辞职考研！”

然而，担忧也朝她袭来——
这是她第三次准备考研。

第一次备考，夏夏是应届

毕业生。当时她已手握一份工
作 offer，因此对备考有点心不
在焉：“反正签了一家很不错的
公司，待遇也很好，职业发展前
景也很不错，各方面挺让人满
意的。”

没想到，竹篮打水一场空。
毕业后因公司变动，夏夏没有顺
利入职。她决定：再战一年。

第二次考研，问题主要出现
在备考策略上。“第一次考研，我
的公共课考得非常好，所以第二
次考研时就没有放太多精力在
这方面，不料第二次我的公共课
比第一次少了大概十多分。”

二战考研结果的不如意让
夏夏有几分失落。然而，生计问
题并没有给她多少喘息的余地，
她马上调整状态，又投入到新一
波找工作的浪潮中，“当时已经
是4月份了，我发送了无数封简
历”。最终，“双一流”院校毕业
的夏夏作为往届生，在游戏公司
找到了一份客服工作。“做这份
工作时，我看不到未来。”

为什么要选择第三次考研
呢？夏夏的内心十分复杂，“除

了热爱，还有一些对就业方面的
考量。”

夏夏的考虑不无道理。《猎
聘 2024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
报告》显示，企业人才招聘过度
提高学历门槛现象比较严重，
近三年新发校招职位硕士人才
需 求 占 比 从 9.1% 增 加 到
14.8%。外企德科 FA Tech 发
布的《2024 年全国地区毕业生
起薪点薪酬报告》显示，不论是
国企、民营企业还是外企，硕士
毕业生的平均月薪都要高于本
科生 1000 元至 3000 元不等 。
显然，硕士毕业生在薪酬、求职
机会等方面，均比本科生有着
明显的优势。

如果说夏夏的前两次考研
更多的是对所学专业的热爱，那
么第三次考研，则融合了她对前
两次考研的不甘心和对就业前
景的现实考量。“如果这次考上
的话，我最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发一条朋友圈，配文为：‘轻舟已
过万重山’。虽没有太大的意
义，但确实很符合我的处境。”夏
夏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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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教育援疆十年磨一剑
广州对口援疆，

十年间磨一剑。教育
援疆，情深意长，一
群群广州教师，将在
云山珠水之间汇聚的
教育心得、教育大
爱，带到帕米尔高原
之上的新疆，点亮边
疆学生对知识的渴
望、为学生的理想扬
帆领航。“来疆为什
么、在疆干什么、离
疆留什么”，是每位
援疆教师的思考和努
力方向。

今年9月，第 40
个教师节来临，广东
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
前方指挥部、广东省
教育厅共同打造了原
创MV《西陲燃灯》，
讲述广东教师的援疆
故事。

2024年，广州教
育援疆项目共22个，
规 划 资 金 1.79 亿
元。其中，“十四五”
规划投入援疆资金
1.5432亿元，实施项
目13个；广东省教育
援疆五年规划投入资
金2431万元，实施项
目9个。广州与疏附
之间，用心用情种下
的一颗颗种子，开出
民族团结的花朵，结
出和谐发展之硕果。

为了把广州先进教育理念
留在新疆，给当地打造一支带不
走、留得下的师资队伍，广州教
师与新疆教师之间的“青蓝工
程”是一座重要的桥梁。

张建辉是广州第二批支教
团团长，在疏附县中等职业学校
支教。经过调研，他给学校制定

了三

年振兴计划，将进一步优化学校
的管理结构与资源配置。他先
后主持自治区“名班主任”工作
室、县级中职工作室各一个，并
积极开展青蓝结对、培训讲座、
送教下乡、送教到企等系列活
动。通过智力帮扶，一方面提高
了受援地中小学教师队伍的整
体素质，另一方面提升当地的汉
语水平，建立了援疆教师支持乡

镇教育的长效机制。
“我们来到新
疆 ，绝 不 仅

仅 是 来
上几

节课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开
发适合当地教育特色的课程，把
先进的教育理念传送到当地，这
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张建辉
说。

广州支教团副团长、疏附县
第三中学副校长姚春霞是广州
市黄埔区名教师工作室主持
人。她心系穗疏两地年轻教师
专业成长，以工作室为依托，为
广州黄埔和喀什疏附两地年轻
语文教师架起了“心桥”，促进两
地年轻教师的交流交融，助力两
地年轻教师专业成长。

作为广州支教团副团长、驻
托小组支教组组长，赖祖豪来到
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支教后发
现，当地老师在前几批援疆老师
的带领下，教学能力相对扎实，

但教育理念仍有待更新。
“当地老师注重基

础知识的教授，但课堂趣味性不
足，难以提升孩子们的学习兴
趣。”为此，赖祖豪结合广州的智
慧课堂，利用学历案辅助习作教
学、师生创意写作、观课评课、课
外阅读答题训练、词语听写大赛
助力总复习等方法，给年轻教师
做了细致的指导。

人为万物之灵，老师当是
教育的灵魂。广州援疆教师们
送教入疆，极大地丰富了当地
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努力提升
学校管理、教研、德育、校园文
化等方面的水平，并为学
校留下了一支优秀
的师资队伍。

每一片土地都有自己的传
统和文化。教育援疆也是广州
岭南文化与新疆的异域风情的
碰撞。

除了学科教学，广州支教团
成员带领本地老师成立及续建
的各类校级工作室、社团达 17
个。其中，人文素养类社团涵盖
了音乐、艺术、诵读、写作、书法、
摄影、广绣剪纸、陶艺等。

临摹、拓印、篆刻、团扇等书
法课程和古法造纸、花草纸灯

笼、植物敲拓染、扎染蜡染……
在疏附县第三中学的美术课堂
上，新疆学生的手里绽放出民族
风情与中原技艺结合的美丽作
品。

广州援疆支教团美术教师
邱燕莉从 2023 年春季将美感课
堂带到新疆，“美感课堂不仅教
授技法，还注重提高审美。在此
基础上，我结合在地文化的广州
经验，将这种美术教育理念带到
了新疆的艺术社团。”

潘康友在托克扎克镇中心
小学担任音乐老师，他与陆婉静
是广州援疆“夫妻档”。这是潘
康友第二次援疆。在首次援疆
时，潘康友就被新疆本地的文化
深深吸引着。“我也很想学习新
疆当地的民族乐器，并融入我的
音乐教学与创作中。”

为了培养师生热爱民间传
统艺术及提高审美水平，疏附
县明德小学谢秀珠剪纸工作室
于 2020 年 5 月成立。陆婉静

是剪纸工作室的“第三代”教
师，她说：“这是三代援疆老师
的接力赛，每一届援疆教师都
在让剪纸课堂适应当下的情
况，并不断进化教学内容。”在
明德小学的剪纸工作室内，广
州援疆教师、维吾尔族老师与
学生的剪纸作品栩栩如生。陆
婉静的教学不仅教授剪纸技
法，还融入了知识性的内容，
例如历史纹样的发展、中华传
统美德等。

2023 年，帅诚江作为中组
部援疆教师团队中的一员奔赴
边疆，把广州先进的教育理念
和教学方法带到喀什疏附，助
力边疆教育的发展。

在疏附县第二中学，帅诚
江带领的援疆教师团队积极
参与到各个年级的教育教学
管理中。从细处着手，在实
处提升。为毕业班私人制定

“一生一案”，是帅诚江提升
疏附二中考试成绩的秘方。
他 根 据 每 个 学 生 的 具 体 情
况，细化学生成绩提升的措
施，让老师有针对性地给学
生的弱势科目“补短板”。并

带领学生参加喀什地区的科
技航模比赛，做读书节总动
员等，致力于促进学生学业
和特长全方位发展。疏附二
中初高中毕业班的三次模考
和中高考的成绩呈逐步提升
的状态。

“我希望，能把自己在广州
多年积累下来的教学经验，种
在新疆的学校里、生根发芽。”
在帅诚江看来，不论是在广州
还是在新疆，教育都要以人为
中心展开。给老师施展的平
台、让他们发挥专长；给学生充
分的自由，让他们得到发展性
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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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全国研考报名火热进行中：

我们，为什么选择考研？
当前，2025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生初试网上报名正在进行中。近
年来，考研热度不断攀升，从2022年
到 2024年，考研人数连续三年保持

在400万人以上。同学们选择考研，
是为了追求理想，还是为了更好就
业？抑或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让
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故事。

夏
夏

关键词：三战

是热爱，还是对生活的无奈？

考研，是不少学子继高考之
后，第二次，甚至是最后一次在
求学中“逆天改命”的机会。提
到自己的考研，于涵脑子里第一
个想到的词就是“幸福”。

“当知道自己被录取的时
候，我一下从沙发上蹿起来！心
情特别激动，印象也十分深刻。
我立马去商店买了很多我爱吃
的薯片，晚上还和家里人吃了顿
火锅庆祝了一下，当然还规划了
去旅游的城市，把南京、北京这
些都玩了个遍！”

作为一名跨专业考研的学
生，于涵的跨考史，实际上是破
除调剂失误、追寻热爱专业的修
正史。

“本科入学时我被调剂到了
小语种专业，学到后面我发现自
己并不喜欢语言，每天上课都很
痛苦，我真的很想逃离。”面对课
本上弯弯曲曲的文字，于涵只觉
得头痛与烦躁。

但是，于涵很喜欢与“数据”

打交道。“语言学习更多是背诵
与理解。但我是一名理科生，对
数据和实际操作更加敏感。我
跨考学习的税务专业就经常和
数据打交道，我需要用到很多数
据分析相关的东西，也会有很多
实操的软件，而且这些东西和我
们的生活、工作、政策息息相关，
因为税务是每个人都脱离不开
的，这就让我觉得每天的生活不
那么枯燥。”

为更换赛道，进入自己真正
喜欢的领域，于涵决定——跨专
业考研。

但一腔热爱不过是纸上谈
兵，真正实施跨考对于涵来说并
不那么容易。“跨专业考研，对我
来说挺难的。当时也有过很多
的挣扎与思考，自己在准备的过
程中也是困难重重。”

首先，于涵的语言专业背景
并不会为税务专业加持。虽然
较好的语言背景在就业方面自
带一定优势，但单从考研层面考
虑，专业课老师只关注考生的专
业能力与考研成绩，语言水平并
不重要。因此相比于非跨考的
学生，跨考生备考相当于从“0”
开始，需要在没有专业老师的指
导下自己夯实基础。

其次，跨考生获取系统学习
的课程资源较难。由于没有接受

过专业老师的系统性指导，也没
有相关专业老师的人脉，跨考生
在获取资源方面自然要投入更多
的时间。“考研战”其实也是“资源
战”，资源的差距很可能就是成绩
的差距。因此，跨考生需要花费
更多时间在弥补“信息差”上。

最后，是其所考专业的“卷
度”。作为主要学科，经济类考
研一直都是大热门，成绩要求也
是相当之高。以辽宁省某财经
大学为例，2022 年，光是财经类
的税务专业，考研录取最高分达
到了434分，最低分也有392分，
均分413分。2023年，该学校该
专业拟录取最高分418分，最低
分 361 分。如此高的分数线对
于一名跨考生来说，无疑是巨大
的挑战。

“因为是跨考，因此专业知
识存在短板，做题也比较慢。有
时候我也容易怀疑自己。”考试
时，更是出现了发高烧的情况，
于涵的状态一直起不来，“考完
试之后我就觉得自己考不上
了。”

终究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
花香自苦寒来。如今，于涵已经
研二。“很好！每天都很快乐！”
如果有句话想要送给当时备考
的自己，她想说，“相信你自己的
选择，你的选择就是正确的！”

于
涵

关键词：跨考

备考的艰难与成功的幸福

“没能考入梦校的遗憾，我
想在考研中弥补。”

和大部分的考生一样，即将
步入毕业的本科生小冰（化名）
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研究生备
考。“想再往上走一走”，成为小
冰考研的理由。正式开始备考
是在今年 2月底，大三下学期一
开学，小冰就加入了考研大军。
按部就班地听课、做题、背书，日
复一日，构成了小冰从冬天到夏
天的日常。

时间来到 9月，距离考研还
有不到 100 天。备考进入关键
时期，而当初义无反顾选择考研
的小冰，却似乎不再那么坚定
了。每天坐在自习室的冷板凳
上，11个小时高强度和政治、英
语，以及五门专业课大作战，小
冰力不从心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9月开始背书的这段时间，
我经常想自己是不是选错了。”
考研报名在即，她仍没有最终确
定目标院校。伴随着迷茫与困

惑的，是隐约的后悔——
自己真的需要这个硕士文

凭吗？
回首往昔，在对于未来道路

的选择上，小冰一直以来深受父
母的影响。“我爸爸妈妈都是公
务员，我会也很喜欢爸妈这种虽
然平淡但是很稳定的生活。”因
此，在小冰的规划中，无论考研
上岸与否，考公都是必选项。同
时，当初填报自己不喜欢的法学
专业也是听从了父母的意见：

“我爸爸认为对于文科生来说法
学是最好的专业了，在考公上法
学这个专业也很有优势，岗位很
多，选择面很广。但是我真正喜
欢的专业并不是这个。”

时过境迁，小冰发现，更好
的学校、更高的学历已经不再像
以前那样吸引自己。以本科学
历直接考回河南老家也许是更
明智的选择。面对自己不喜欢
的法学专业，她十分纠结：“真的
很难，本科阶段的学习已经是半
瓢水的状态，现在学起来更痛
苦。”因此，小冰的考研进度迟迟
没有推进。

不考了？
望着桌上密密麻麻的考研

资料，摩挲着右手中指上因握笔
太久出现的茧，小冰的脑海里不

断涌现这个想法。对于考研，她
的动力似乎不来源于自身，而来
源于外界。

偶然的机会，她与妈妈进行
了一次深谈。妈妈的回答令小
冰颇感意外：“我记得很清楚，她
说希望我选择自己真正喜欢的，
以后能快快乐乐……她非常支
持我做的任何决定。”

妈妈的鼓励无疑给小冰打
了一剂“强心针”，让小冰拨清迷
雾，坚定内心，也完成了与自己
的和解：从北京回到长大的小
城，再按照长辈的意思结婚生子
——这不是她想要的。研究生
的学历毕竟意味着更多的选择，
既然已经站在了岔路口，为什么
不走下去试试呢？“我未来想定
居在武汉，虽然考武汉公务员的
门槛会比我家那个城市高很
多。”小冰说，“如果今年真的没
有考上，我会选择我真正喜欢的
专业去二战，或是在拥有一份稳
定的工作后，重新学习。”

人生的道路有很多，但在关
键的时刻必须要作出选择。“不
管有没有考上，我都想对自己说
一声‘谢谢你’，考研不是唯一的
出路，无论结果怎么样，明年毕
业的时候，我都会开启我的第二
人生。”小冰说。

小
冰

关键词：和解

拨开迷茫，考研不是唯一出路

A 为毕业班定制“一生一案”

D 为新疆打造一支带不走、留得下的师资队伍

2023 年 2 月，广州市交通
运输职业学校援疆教师唐嘉浩
来到学校，负责学校汽车专业
建设。他观摩了几堂当地教师
的授课后发现，当地仍以填鸭
式教学为主，而且教学与实践
严重脱离，实训基地设备长期
搁置使用率低，教学器材缺乏
管理维护。唐嘉浩将课堂搬到
学校的实训基地，加入小组式、
任务式的教学方法，实现边学
边做。唐嘉浩还与当地三名老
师结对帮扶，积极开展专业技
术方面的培训。

“课堂变得更有趣了，实
操之后我也更容易记住学到

的知识。”2022 级汽车维修 A
班学生艾比布拉·艾散告诉记
者，唐老师来到学校之后，汽
车维修班增加了许多实操课
程。

广州援疆教师充分发挥其
专业技能和经验，先进的职业教
育方法在疏附县中等职业学校
落地生根，稳稳托起这批靠双手
创造未来的孩子。

此外，在打造职业教育品牌
社团方面，疏附县中等职业学校
还充分发挥和利用好前后方资
源，将“世界冠军工作室”“粤菜
大师工作室”等优质工作平台进
一步发扬光大。

C 岭南文化与大美新疆双向奔赴

B 用实操课让职业教育生动起来

援疆干部援疆干部、、广州支教团副团长广州支教团副团长、、疏附县第三中学副校长姚春霞与同学们在一起疏附县第三中学副校长姚春霞与同学们在一起

在疏附县第二中学，援疆教
师帅诚江在给孩子们上课

唐嘉浩在汽车实训课与学生一起讨论唐嘉浩在汽车实训课与学生一起讨论

邱平元老师给青年教师上引领课邱平元老师给青年教师上引领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