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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对人才选拔影响的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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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国硕士研究生英语入学统一考试是整个研究生招生选拔的重要一环，本文通过对近三年南京某高校药
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英语入学考试成绩和生源组成进行统计学分析，跟踪对比研究生入学后英语培养水平、课程成

绩及论文盲审情况，发现英语入学考试对人才选拔的重要性，提出调整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英语入学考试科目的

建议，以期可以进一步提升药学研究生生源质量和选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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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分析背景及目的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是我国最重要的

教育考试之一，因其选拔对象是关系我国社会经济、

文化等方面未来发展的核心力量，是我国社会教育

系统最顶端的教育对象，具有极大的社会关注度和

社会影响力［１］。英语作为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

一考试的关键组成部分，是决定考生能否继续攻读

研究生学位的第一道关卡［２］。全国硕士研究生入

学统一考试英语考试科目分为英语（一）和英语

（二），对于药学学术学位硕士（学科代码：１００７，简
称药学学硕，下同）适用英语（一），而对于药学专业

学位硕士（学科代码：１０５５，简称药学专硕，下同）适
用英语（一）或英语（二）［３］。英语（一）的考试难度

大，英语（二）的考试难度相对较小，二者在题型设

计、词汇量和考试内容上都存在较大差异，对研究生

招生单位来讲，药学专硕选择英语（一）还是英语

（二）作为考试科目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重要问题［４］。

笔者调查发现，目前同水平高校药学专硕大部分采

用英语（一）作为考试科目，这可能与其培养不仅需

要一定实践操作能力，也需要较高水平的基础理论

知识有关。与此同时，近年来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大规模扩招，国家和社会对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

培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培养出高质量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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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对研究生招生单位都是一个

新的挑战［５］。研究生生源质量是高校培养优秀人

才的先决条件，是学校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根基［６］。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作为研究生生源质量

遴选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把握考试的科目选择与

制定是至关重要的［７］。自南京某高校药学专硕招

生以来，一直选用英语（二）作为入学考试指定科

目，在当前背景形势下，是否需要更改其考试科目为

英语（一），值得学校结合历年考生真实数据进行研

究和思考，科学制定考试方案，从而提升研究生生源

质量。

本研究拟对南京某高校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英

语入学考试成绩进行统计分析，并跟踪他们入学后

英语培养成绩、课程成绩及论文盲审情况，比较学术

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在英语成绩上的差异，分析

其生源组成，以此作为学校研究生英语入学考试改

革的依据，并为提升学校研究生生源质量，加快双一

流建设提供建议。

!

　研究对象和方法

２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２２年报考南京某高校药

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考生为研究对象。药学专业包

括学术学位药学一级学科及其下设各二级学科（一

级学科代码１００７）和专业学位药学（一级学科代码
１０５５）。学术学位考生英语入学考试科目为英语
（一），专业学位考生英语入学考试科目为英语

（二）。考生数据包括基本信息、本科毕业信息、报

考信息、初试成绩信息、是否达到国家线、是否达到

复试线及录取情况。同时，对于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２２年
已被该校录取的硕士研究生，笔者采集了他们入学

后第一学年英语课程成绩用作后续比较分析。此

外，该高校硕士研究生学制三年，笔者还采集了

２０２０年硕士研究生课程成绩及毕业论文盲审情况
用作后续比较分析。

２２　研究方法
所有数据分析及统计检验均通过Ｒ４０２进行，

其中对于分类数据进行卡方检验或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检验，
对连续数据进行Ｔ检验，比较组间差异是否显著。本
文使用Ｒ中的ｌｍ函数拟合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判断
初试成绩对录取结果的影响，使用Ｒ中的ＮｂＣｌｕｓｔ函
数进行Ｋ均值聚类分析，生成学生聚类结果，对于所
有统计分析，ｐ值小于００５均被视为具有显著统计学
意义。所有可视化图形均使用Ｒ或Ｅｘｃｅｌ实现。

"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数据概览及预处理
笔者对于近三年报考南京某高校药学专业硕士

研究生数据进行预处理，保留初试英语科目为英语

（一）和英语（二）的考生，并对英语成绩缺考的考生

数据进行了删除处理。结合历年《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国

家线）及《高校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

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复试线），为报考考生添加

是否达到国家线和是否达到复试线判断标记。结合

历年硕士研究生录取库，为报考考生添加是否拟录取

判断标记。预处理后，将２０２０年报考考生４３３５名
（学硕２４５５、专硕１８８０），２０２１年报考考生４４８１名（学
硕２３７５、专硕２１０６），２０２２年报考考生５０００名（学硕
２４８６、专硕２５１４）用于后续分析（图１、图２）。

图１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报考南京某高校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情况

图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报考南京某高校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学位类型情况

３２　入学英语考试成绩对考生录取结果的影响
本节分别使用近三年报考药学专业的考生数

据，并选取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中政治理

论、英语和业务课１这三门的初试成绩作为自变量，
录取状态作为因变量构建预测模型。模型预测结果

如表１所示，从表中结果可以看出，英语及业务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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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在模型中的系数显著不为０（Ｐ＜００５），对考生
的录取状态具有显著影响，特别的是英语成绩在模

型中系数值较高，表明英语成绩对考生录取具有更

大的影响。

表１　录取状态预测模型结果

年份 变量名 系数估计值 ｔ值 ｐ值

２０２０年 截距 －５９３６ｅ０１ －１３２６０ ＜２ｅ１６
政治理论成绩 －５６０２ｅ０５ －００６６ ０９４８
英语成绩 ４０２９ｅ０３ ８９７９ ＜２ｅ１６
业务课１成绩 ４１０９ｅ０３ ３１５９１ ＜２ｅ１６

２０２１年 截距 －５３０２ｅ０１ －１２９５９ ＜２ｅ１６
政治理论成绩 －６３１１ｅ０４ －０８１７ ０４１４
英语成绩 ４７５３ｅ０３ １１０９７ ＜２ｅ１６
业务课１成绩 ３９０３ｅ０３ ３１９７３ ＜２ｅ１６

２０２２年 截距 －５７２２ｅ０１ －１３４０３ ＜２ｅ１６
政治理论成绩 ２８１５ｅ０４ ０３４９ ０７２７
英语成绩 ４０５３ｅ０３ １０４４４ ＜２ｅ１６
业务课１成绩 ３７００ｅ０３ ３３２４０ ＜２ｅ１６

　　笔者进一步比较录取考生与未录取考生之间英
语成绩的差异（图３）发现，录取考生的英语成绩显
著高于未录取考生。由此可见，英语成绩在研究生

入学考试环节中的重要地位，对于研究生入学选拔

具有关键作用。

图３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录取考生与未录取考生英语入学考试
成绩的差异比较（表示Ｐ＜００００１）

３３　不同学位类型考生英语成绩的差异
本节分别使用近三年报考药学专业的考生数

据，笔者比较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英语入学

考试成绩（图４）发现，专业学位考生的英语成绩显
著高于学术学位英语成绩，说明专业学位考试采用

的英语（二）试题要比学术学位考试采用的英语

（一）试题考试难度小。

同时，笔者还将考生入学英语考试成绩按照分

数段进行比较（表２），发现专业学位学生成绩呈现
负偏态分布：６０～８０分数段的学生最多，其次是
４０～６０分数段；而学术学位学生成绩多集中在４０～

６０分，其次是６０～８０分数段。虽然绝大部分考生
都可以达到国家线以上，但是８０分以上学术学位的
考生人数却远远少于专业学位的考生。同时根据近

三年国家英语科目Ａ类地区单科线要求，发现专业
学位学生的成绩合格率达到９０％以上，而学术学位
学生的成绩合格率基本在８０％左右。这表明绝大
部分专业学位考生都能顺利达到国家线要求，也证

明了“专业学位考试采用的英语（二）试题要比学术

学位考试采用的英语（一）试题考试难度小”这一

观点。

３４　不同学位类型考生基本信息的比较
将近三年报考药学专业的考生数据进行汇总，

笔者从性别、学历层次、是否为应届生、本科毕业单

位和专项计划等多角度对不同学位类型考生信息进

行比较，发现所有这些变量均在不同学位类型的考

生间存在显著差异（表３）。男生更偏向报考学术学
位研究生，占比高达６３％，较女生高出１５个百分点。

图４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不同学位类型考生英语入学考试成绩
的差异比较（表示Ｐ＜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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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不同学位类型考生英语入学考试成绩分段比较

年份 类型 ≤２０ ２０～４０ ４０～６０ ６０～８０ ＞８０ 国家线 合格率（％）

２０２０年 学术学位 ２５ ３９６ １１１３ ８９１ ３０ ４２ ８１０１
专业学位 ２ ７１ ５５８ １１８２ ６７ ４２ ９５５３

２０２１年 学术学位 ２５ ４９６ １２８６ ５６４ ４ ４１ ７８０６
专业学位 １１ １４１ ８３６ １０２７ ９１ ４１ ９２７８

２０２２年 学术学位 ２２ ３７３ １０８５ ９９０ １６ ４３ ８１２１
专业学位 １４ １５６ ６７２ １４５１ ２２１ ４３ ９１６８

从考生生源质量角度来看，本科及以上学历考生更

偏向报考学术学位，占比达到４７％，较专科学历考
生降低４２个百分点，而且双一流高校毕业生更偏向

报考学术学位，占比高达５８％，较其他高校考生高
出近８个百分点。可以看出，药学专业学术学位考
生的生源质量比专业学位考生质量高。

表３　不同学位类型考生基本信息比较

变量 分组
学位类型

学术学位 专业学位
ｐ值

性别 男 ３０３６ １７８４ ＜２２ｅ１６
女 ４２８０ ４７１６

学历层次 本科毕业 ７２９０ ６４６２ ＜２２ｅ１６
本科结业 ２１ ２２
高职高专 ２ １６
研究生 ３ ０

考生来源 应届毕业生 ５０４３ ４２１７ ４２１Ｅ０７
其他人员 ２２７３ ２２８３

本科毕业单位 双一流 ２５３５ １８２４ ＜２２ｅ１６
其他 ４７８１ ４６７６

专项计划 少数民族骨干计划 ２２ ３８ ００１５７３
退役大学生计划 ２７ ３４
无专项计划 ７２６７ ６４２８

３５　考生入学后英语培养成绩分析
分别使用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２２年报考药学专业的考

生入学后英语培养成绩作统计，该门英语课程为全

部硕士研究生在其研究生一年级时的必修课程，笔

者通过比较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后英语

培养成绩（图５）发现，学术学位考生的英语成绩显
著高于专业学位英语成绩。通过表４中数据可知，
学术学位考生不仅英语平均分较高，而且标准差较

小，说明学术学位考生的整体英语水平较高于专业

学位考生。

表４　不同学位类型考生入学后英语考试成绩情况比较

年份 类型 人数 平均分 标准差

２０２０年 学术学位 ５３８ ８４９１ ３５７
专业学位 ７１０ ８４１４ ３９９

２０２１年 学术学位 ５３５ ８２９７ ４１４
专业学位 ８１９ ８１９４ ４１９

２０２２年 学术学位 ５０８ ８４３１ ３８１
专业学位 ９４９ ８３５１ ４１５

图５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不同学位类型考生入学后英语考试
成绩的差异比较（表示 Ｐ＜００００１，表示 Ｐ＜
００１）

３６　考生入学后课程成绩及论文盲审成绩分析
本节使用２０２０年药学专业考生入学后课程成

绩及论文盲审成绩，通过 Ｋ均值聚类法，经过反复
实验，确定最佳聚类数Ｋ＝３，具体情况如表５所示。
根据表中数据，第二类在课程成绩及论文盲审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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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均高于其他两类，可定义该类学生为优秀，以此类 推，第一类为良好，第三类为合格。

表５　不同学位类型考生聚类情况统计表

类别 人数 类型 全部课程加权成绩 必修课加权成绩 论文盲审得分 定义

第一类 ２８０ 学术学位 ８６８８ ８６７８ ７８９１ 良好

专业学位 ８７０２ ８７２４ ７８８２
第二类 ３２７ 学术学位 ８６９８ ８６９２ ８６８４ 优秀

专业学位 ８７３１ ８７６５ ８６７５
第三类 ２２１ 学术学位 ８６４５ ８６１５ ６６９７ 合格

专业学位 ８７０５ ８７２０ ６７９８

　　研究生的课程成绩以及学位论文盲审情况都是
衡量研究生质量的重要因素。本节通过将这三类考

生的入学英语考试成绩进行对比分析，以达到基于

研究生培养质量反向分析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的目

的，结果如表６所示。数据显示，学术学位硕士研究
生入学英语考试平均成绩：优秀（７０１２）＞良好
（６８７５）＞合格（６８０９），然而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入学英语考试平均成绩：优秀（７２３６）≈良好
（７２４２）≈合格（７２５７）。进一步说明英语入学考
试成绩在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生源质量评价可以作

为一个关键因素，然而对于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缺

乏一定的选拔力度，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英语入

学考试科目调整为和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一样，非

常必要。

表６　不同类型考生英语入学考试成绩比较

类别 类型 平均值 标准差

优秀 学术学位 ７０１２ ８００
专业学位 ７２３６ ６８０

良好 学术学位 ６８７５ ８７７
专业学位 ７２４２ ７３２

合格 学术学位 ６８０９ ８４６
专业学位 ７２５７ ６３２

$

　讨论

南京某高校药学学术学位研究生英语入学考试

科目为英语（一），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英语入学考

试科目为英语（二）。通过构建全国研究生入学考

试科目对录取结果的预测模型，发现英语考试成绩

对录取结果具有显著且较大的影响，从数据模型角

度验证了英语对于药学专业研究生遴选的重要性。

笔者进一步通过比较学术学位考生与专业学位考生

的英语入学考试成绩，发现专业学位考生的英语成

绩显著高于学术学位英语成绩，而且，专业学位考生

的英语成绩合格率达到９０％以上，比学术学位学生

的成绩合格率高１０％左右，这说明英语（一）试题难
度大，而英语（二）试题难度相对较小，而且国家单

科线对于药学专业考生英语成绩的要求，学术学位

和专业学位每年都是一样的，这样就导致专业学位

考生通过考试英语（二）更容易达到国家线要求，一

定程度上降低了选拔力度。与此同时，笔者通过比

较药学学术学位考生和药学专业学位考生的生源情

况，发现双一流高校毕业生更偏向报考学术学位，占

比高达５８％，较其他高校考生高出近８个百分点，
药学学术学位考生的生源质量较高，考生多具有本

科及以上学历，并且多来自双一流建设高校，而药学

专业学位考生的生源质量则略显不足，但是因为入

学英语考试难度差异，专业学位考生具备更容易达

到英语考试合格要求的优势。

笔者通过分析考生录取入学后的第一学年研究

生英语课程成绩，也进一步验证了之前的猜想，学术

学位考生的整体英语水平高于专业学位考生，说明

在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中通过英语（二）考试遴选

的药学专业学位考生英语水平并未得到较好的考

核，药学专业学位考生与药学学术学位考生英语水

平的差异性在入学后的英语课程培养中得到展现。

此外，笔者通过跟踪２０２０年录取考生的培养及毕业
情况，发现对于优秀生源的选拔，英语入学考试成绩

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学术学位考生通过英语（一）的

考试选拔更加有效，然而专业学位考生通过英语

（二）的考试选拔却不尽如人意。研究生生源质量

决定了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起点，高质量生源是培养

高层次、高水平人才的先决条件。因此，为提高研究

生培养质量，改革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英语入学考

试科目，加大其英语入学考试难度有必要性。

%

　思考与建议

自２０２０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以来，市场经济下
行，就业压力增大，越来越多学生加入考研大军，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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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通过考取研究生学历来提高自己的就业优势。随

着考研报考人数不断增加，２０２３年全国研究生报考
人数达到４７４万人，再次创下历史新高［８］。目前全

国研究生招生考试社会关注度高，社会影响力大，是

遴选我国高层次学历人才的重要考试，对我国未来

社会、经济及教育等领域具有重要影响［９］。英语考

试作为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必考科目，区分度高，对考

生能否成功考上研究生影响较大，是每一名考生的

重点复习科目。考研英语不仅是对学生单词数量和

基本语法掌握程度的考察，更注重通过阅读理解和

写作考查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和应用能力。这些能

力对于研究生培养是极其重要的，因为研究生期间

需要通过大量阅读英文文献，了解科研前沿，增强学

术交流，进行科学写作。本文通过结合对同水平高

校药学专业英语入学考试科目调研及整理分析南京

某高校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２２年药学专业报考考生数据发
现，为更好地开展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遴选工

作，建议高校提高英语入学考试难度，在全国研究生

统一考试中使用全国统一命题科目英语（一），进一

步提升药学研究生生源质量和选拔质量。

随着《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２０２０—
２０２５）》的实施，药学专业的学生面临的考研选择不
仅涉及学术道路的规划，也涉及专业技能与实用能

力的提升［１０］。相关高校通过调整药学专业学位硕

士英语入学考试科目，提高考试选拔力度，将直接影

响药学专业学生对英语学习的重视程度，强化学生

英语能力，为其后续的专业学习和研究工作奠定坚

实的语言基础。研究生英语入学考试的改革对于药

学教育领域而言，不仅仅是考试内容的变更，也将对

药学专业学生未来职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笔者

期望通过这一改革，提升药学专业学生的英语应用

能力与整体素质，为我国药学专业发展培养更多优

秀人才，这对于推动我国药学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

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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