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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率高”的专业就是好专业？

  填报高考志愿是否要考虑就业因素，答案是肯定的。但在
用“就业率”来作为选择专业的参考依据时，不能仅凭就业率
的数字高低来作判断。
  原因在于，现在大学毕业生就业率的统计口径比较宽泛，
无论学生是打算自主创业还是选择做自由职业者，只要离校时
向学校提供了一个今后的就业去向，都会被视为就业率的统计
依据。
  随着就业形势越发严峻，报考研究生的人数也持续增加，
部分大学把考研人数也计入就业率统计中，因此大学统计出来
的就业人数里，不仅包括实际参加工作的毕业生人数，还包括
考研、出国留学、自主创业以及灵活就业的人数。就业率数字
并不能完全代表毕业生参加工作的实际情况，与人们对各类专
业就业率的实际定位也有一定差距。
  此外，考生和家长在参考就业率数据时，还需要注意到：
并非某所高校的就业率高就代表着这所学校所有专业的就业率
都高；并非统计出来某个专业的就业率比较高，就代表这个专
业在任何一所学校的就业率都高；并非某个专业有了较高的就
业率，就代表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很高。

 “热门”专业就是好专业？

  每年热议话题度最高的问题之一便是：“现在什么专业最
热门？”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来选填专业的考生和家长是非常多
的。所谓“热门”专业，指的是那些家长关注度高、考生报考
热度高的专业，例如：金融、外贸、财会、计算机等。
  “热门”专业之所以受到考生家长青睐，主要是因为考生
和家长认为其就业率比较高，对应的就业行业环境好、待遇
高。但在实际招生过程中，“热门”专业受热捧的原因更多是
招生计划数引起的。因为全国大部分院校都开设了以上专业，
招生计划数多，报考人数也随之增多。这种“热门”专业的开
设也给四五年后的毕业生造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 “供过于
求，就业撞车”。“热门”专业因招生计划数远远多于社会市
场的人才需求，到毕业季就只能造就部分人的“热门”就业。
  此外，“热门”专业不等于高就业率，而且专业的热门程
度也并非一成不变，譬如以前师范类专业一直是传统“冷门”
专业，很多人不想当老师，不愿意报考师范类专业；但随着近
年来教师待遇的普遍提高及其职业的稳定特性，已经有很多考
生开始争相报考师范类专业。
  同样，随着能源战略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不断提升，以前
一直身处“冷宫”的“农林地矿油”专业也在逐渐升温。

 “高薪职业”对应的专业就是好专业？

  既有“前途”也有“钱途”，是很多家长给孩子选择专业
的标准之一，他们经常会参照网上的一些“高薪职业排行
榜”，以职业定位来筛选专业。需要提醒的是，专业不完全等
同于职业，不一定大学读了什么样的专业，未来就会做什么样
的工作。
  在实际就业中，能直接从事和自己在大学所学专业对口工
作的人并不多，能一次就业到位的人也不多。专业与职业联系
紧密的多是工科类专业（如土建类、航空航天类）和医学类专
业，大部分专业的职业定位则是模糊的。

 专业名称看起来好就是好专业？

  如果有考生因为“望文生义”对专业产生误会，最
终错误填报专业，就可能耽误专业学习时间，甚至影响
未来的发展方向。比如，“信息与计算科学”并非计算
机类专业，而是一个数学类专业，主要掌握数学分析、
计算方法概率论等。该专业更讲究计算技巧，注重如何
用数学方法解决问题，计算机则只是它的辅助计算工

具。类似的专业还有很多，譬如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既不属于
生物科学类，也不属于医学技术类，而是属于工学里的电气信
息类。该专业毕业后多到企业从事医疗器械的设计、制造和研
究等工作。
  部分新增专业，究其内核其实可能就是某个传统专业，考
生和家长切不可“以貌取人”，一定要深入了解专业真正学习
哪些内容，培养的又是哪方面的人才。

 名牌大学的专业都是好专业？

  在指导志愿填报的过程中，经常听到家长这样说：“只要
能上名牌大学，读哪个专业都无所谓；名牌大学里所有专业都
是好专业。”实际上，名牌大学并非所有专业都是优势专业、
业内水准最高的专业。例如，由于几年前盛行的“并校”热、
“改名”风，很多“新”学校相继诞生，不少名校也加入了一
些普通高校专业，这类专业可能实力一般。
  与此类似，有些学校的名气不是很大，但部分特色专业实
力却不容小觑。比如，武汉理工大学的“材料科学与工程”专
业、中北大学的“仪器科学与技术”等。
  因此，考生和家长还是要根据综合情况去选定适合自己的
学校和专业，如果一所学校的综合排名不是很靠前，但其中某
一专业非常好，这样的专业含金量也不低。

 “录取分数高”的专业就是好专业？

  各个专业录取分数有高有低，高校录取分数高的专业也通
常是我们口中的“热门”专业。部分家长会认为，高分数就要
报考高录取分的专业。
  事实上，专业录取分数的高低只能反映报考热度的高低，
不能作为判断专业好坏的依据。
  譬如，生物工程在很多学校的录取分数都偏高，但毕业生
对口工作还是比较难找的，本科毕业后往往还需要深造学习。

 孩子喜欢的专业就是好专业？

  随着近年来家长们对高考志愿的重视，有些家长在听了专
家、学者的建议后，对孩子的专业选择态度开明起来，不再盲
目追求“高薪热”，转而尊重孩子的意愿：“只要孩子喜欢，
有兴趣学的，就是好专业！”但孩子喜欢的真的一定是好专
业吗？
  由于高中生自我评估能力一般来说较差，因此，喜欢也不
能完全等同于有兴趣、能学好。在孩子没有明确的专业兴趣倾
向、高考复习时间又紧张的情况下，家长的有效介入和帮助对
考生而言很重要。
  家长可以根据对自己孩子兴趣爱好、性格特点的了解程
度，在尊重孩子意愿的基础上，通过详细的资料搜集和理性的
判断选择，帮助考生提前筛选、了解、考察适合他的“好专
业”。

 被重点推荐的专业就是好专业？

  对于大部分的考生而言，在高考之前根本不会花费时间去
了解专业，因此对专业学习内容没有一个概念，有明确专业意
向的孩子少之又少。而很多父母对专业的了解也是比较单一和
盲目的，他们的渠道主要是参考就业率、排行榜以及听从亲朋
好友的推荐，最终又回到了“热门”专业、“高薪”专业、
“高就业率”专业就是好专业的选择误区上。
  选择专业需要具备远见和洞察力，家长朋友常常被自己的
经验所蒙蔽，如果家长对过去的经验，特别是成功的经验过分
执着和强势，就会把孩子的未来发展限定在自己想象力和经验
的范围内。
  “好专业”应始终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被推荐的专业
并不一定就是最适合考生的专业。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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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大学选专
业，是很多考生
和家长填报志愿
时非常纠结的问
题，需要考虑的
问题太多。下面
通过八大核心选
专业问题，为大
家作全面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