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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多少人被困在第一学历

一、热点概述

日前，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 2025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要求严格落实

校园招聘“三严禁”，其中包括严禁发布含有限定 985 高校、211 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

即便规定如此，针对毕业生的院校、专业、性别等各方面的歧视还是在实际中上演。其中，“第一

学历”向来都是招聘中隐形的选人标准，“985 名校硕士因本科普通被企业婉拒”一度成为社会热议的

话题。在这样的求职“潜规则”面前，不够优异的第一学历，像是人生中难以擦去的一处污点、无法撕

下的标签。

二、专业点评

1.红网：

“第一学历”观念的可怕之处在于一个未被官方承认的、隐蔽的概念，通过群体效应和各种社会化

的途径，层层加诸于己，以至于形成牢不可破的思想钢印，成为某种“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悲

哀，并在继续传导中得以恶性循环。

如果深究“第一学历”之困，可能会发现，这一观念的形成，离不开其他种种观念的托举。我们的

传统意识中讲求“天道酬勤”，认为勤奋而努力的人必然有所收获，也必然会在日后继续创造价值。这

种简单的因果关系当然有很多逻辑漏洞：某一个阶段的努力，很难作为未来的精确印证；某一个方面的

成绩，也很难直接用以预测其在其他方面的成绩；目前来看，包括考试在内的任何一种显性信号，都很

难保证对真实能力形成精准的评价——这也正是教育评价改革在一直推进的重要原因。但“第一学历”

表面上打着“天道酬勤”的幌子，其实恰恰在抹杀努力的价值。人生每一个阶段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承

认。

2.中工网：

第一学历反映的仅仅是求职者的学习经历，不等同于业务能力。应当看到，不同地域、不同家庭背

景等可能会影响高考成绩，读什么样的大学未必完全是其能力的体现。譬如，一些语言、财经、政法类

院校，有的虽是“双非”，但专业实力往往接近甚至不输名校，如果只看“名气”，显然有失公允。2021

年，华为两百万年薪招聘的“天才少年”张霁，第一学历就是三本，如果华为存在第一学历歧视，“天

才少年”也很难有一展才华的余地。

不让求职者继续苦于“第一学历”歧视，需要通过法律的完善筑起制度堤坝，如对就业促进法相关

条款予以解释，或在修订就业促进法时将学历歧视予以列举，为社会提供明确的法律指引。于有关部门

而言，要让法律“长出牙齿”，对用人单位招聘是否遵循就业公平原则加强监管，对存在第一学历歧视

的用人单位该诫勉的诫勉、该处罚的处罚，并将其作为典型案例予以公示，警示用人单位重视高校毕业

生的平等就业权，进一步优化就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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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光明日报：

事实上，如果用人单位只以学历为标尺选贤任能，可能会犯两种错误。一是“错选”，有学历但综

合素质不足的人被错选了出来。比如“高分低能”“纸上谈兵”者，对应试信手拈来，但遇到实际问题

就一筹莫展。二是“漏选”，学历不足但综合素质很高的人被淘汰了。“第一学历歧视”就是这种情况，

因为一时的失误而限制了人生发展，这不仅是个人的不幸，更是社会的损失。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每到就业季，“第一学历歧视”的话题总是“热搜”常客。从“双非”（非“双一流”建设高校）

拼进“双一流”，却在找工作时因为“第一学历”而过不了简历关，这是不少人遭遇的现实困境。对此，

请问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社会现象）——答题结构【点题表态-危害分析-原因分析-提出对策-

展望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

就业问题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但不少人却曾因为“第一学历”而受到偏见甚至歧视，以至于

有人发出“第一学历不好，就像留了案底”的自嘲……

第二步——危害分析：

（1）破坏就业公平。把第一学历当成就业门槛，违背了“唯才是举”的原则,来自非“双一流”院

校但本身非常优秀的学生无法获得公平的就业机会……

（2）浪费人才资源。许多人靠自己的能力从“双非”院校进入“双一流”高校，他们在学术研究

或者专业技能培养方面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但“第一学历歧视”会使得这些人才被拒之门外，无法

发挥自己的才能……

（3）影响教育发展。“第一学历歧视”的观念会让学生和家长过度关注第一学历学校层次，导致

“双非”院校生源减少，生源质量降低……

（4）加重焦虑情绪。“第一学历歧视”在一定程度上会给学生带来学习上更多的压力和负担，也

会让部分在“双非”院校就读的学生产生自我否定情绪，对今后的学习生活工作产生过度焦虑……

第三步——原因分析：

（1）企业招聘观念陈旧。一方面，部分企业存在刻板印象，认为“双一流”高校的第一学历代表

着学生有更好的基础和潜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高招聘效率，降低招聘成本，省时省力……

（2）人才供过于求的现状。高校毕业生数量规模庞大，让企业有更多的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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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提出对策：

（1）完善法律法规。政府应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禁止在招聘过程中的学历歧视行为，并对违

反企业进行处罚……

（2）加强宣传引导。一方面，引导用人单位摒弃单一的学历评价体系，在招聘过程中还应关注应

聘者的技能、经验、性格等，综合评估应聘者的能力……另一方面，宣传正确的人才观，宣传“双非”

院校出身但在工作岗位上取得杰出成就的人物事迹，引导大家改变学历偏见……

（3）推动教育改革。一来高校根据实际需求合理设置课程内容，二来加快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

推动教育资源、教育质量基本均衡……

第五步——展望结尾：

学历固然能一定程度上区分实力，但并不是评判一个人的唯一标准。若人生数十载，仅一考定终身，

那么强调终身学习便毫无意义。让人才得以“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不拔高用人学历，不造成人才浪

费，或许是能够给烧得过火的“学历至上”社会降温的一剂良方……

（二）你怎么办

1.在当今就业环境中，“第一学历歧视”现象较为突出，严重影响了就业公平性与人才的合理配置。

请你谈一谈应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审题判断——你怎么办（问题解决）——答题结构【点题-解决对策-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

“第一学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才的基本能力和素质，但如果将之当成选人用人的重要标准甚

至是唯一标准，就会陷入“唯出身论”的陷阱，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多输”……

第二步——解决对策：

（1）深入开展调研。深入各类企业、高校以及就业市场，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详细了解

第一学历歧视的现状、表现形式、产生的影响以及背后的深层原因……

（2）制定政策法规。明确规定在招聘、晋升等就业环节中，禁止以第一学历为由对求职者进行不

合理限制或区别对待。对违反规定的企业，制定明确的处罚措施，如罚款、责令整改等，增加企业违法

成本……

（3）健全评价标准。健全以能力为导向的人才多元评价标准，消除学生档案、求职简历“第一学

历”概念，破除对学校“出身”的显性和隐形限制条件……

（4）加强督查检查。全面清理纠正招生单位、用人单位出台的唯学校“出身论”不合法、不合理

规定及做法；对涉及违法的，坚决依法查处……

（5）强化宣传引导。推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率先垂范，带头扭转“唯名校”“唯出

身”选人用人导向，形成良好的社会示范效应……同时，利用多种媒体渠道，如电视、网络媒体等，推



让学习更快乐 让考试更简单

4

出专题节目、公益广告，普及就业公平理念，引导企业和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人才观……

第三步——结尾：

“第一学历”不好不是原罪，很多人都能够依靠及时调整心态、转换思路、自我提升，置身“海阔

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广阔天地。而通过以上几点，相信能够为社会上的人才解决就业路上的阻碍，

拓宽自我发展的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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