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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考生需了解高职专科有哪些专业。
  高职（专科）院校的专业分类是根据教育部
公布的《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
业目录》划分为三级，第一级称为专业大类，包
括农林牧渔、资源环境与安全、能源动力与材
料、土木建筑、水利、装备制造、生物与化工、
轻工纺织、食品药品与粮食、交通运输、电子信
息、医药卫生、财经商贸、旅游、文化艺术、新
闻传播、教育与体育、公安与司法、公共管理与
服务，共计19个。第二级称为专业类，第三级称
为专业。
  2021年3月，教育部印发了《职业教育专业
目录（2021年）》。其中，19个专业大类数量维
持不变，专业大类划分和排序保持基本稳定，名
称略有调整。
  为适应国家重点产业发展需要，专业类由原
来的99个调整为97个，进行了小幅更名、新增、
合并、撤销和归属等调整。如顺应国家重点产业
发展需要，增设了“集成电路类”“安全防范
类”等专业类；根据形势变化及部门职能调整，
撤销了“人口与计划生育类”等专业类。
  2024年12月，教育部更新发布了《职业教育
专业目录》，共增设40个新专业，其中，中职专
业3个、高职专科专业20个、职业本科专业17
个。截至目前，高职专科包含771个专业。
  2025年3月，教育部公布2025年高等职业教育
专科专业设置备案和审批结果。其中，2025年高
职专科拟招生专业在数量上共增加1904个。审批
同意设置的国家控制布点专业将导入全国职业院
校专业设置管理与公共信息服务平台，自2025年
起可以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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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取
得了长足发展，高职教育体系初步
形成，政策大环境的不断变好，使
得当前社会对高级技术人才需求不
断增长，这充分证明，高职（专
科）院校未来的发展前景不错，值
得考生考虑。
  2024年12月，教育部更新发布
了《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共增设
40个新专业，其中，中职专业3个、
高职专科专业20个、职业本科专业
17个。那么，考生在选择高职专科
专业时，需要弄清楚哪些事项？

□本报记者 赵春晖 整理

专业选报

  在众多专业中，考生该如何选择？首
先，自己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对未来发
展有较为清晰的规划，可参考以下几点：

  结合个人兴趣爱好选择合适的专业
  高职院校致力于培养技能型、应用型
人才，高职专业比较考验学生的实际操作
能力以及将理论运用到实际的能力，这就
要求学生须具备较强的领悟能力。对于自
主选择高职院校志愿的同学来说，如果不
符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学起来就会比较
“痛苦”，未来可能也不愿意从事相关的
工作。因此，想参加专升本或毕业后从事
专业对口的工作，应选报自己感兴趣的
专业。
  一些考生没有明确感兴趣的专业，对
未来的职业发展也没有清晰的规划，可以
随便选报一门专业吗？
  当然不可以。任何学生都不能忽视自
己的兴趣和基础，盲目选择专业。一方
面，在填报前，可以通过招生简章了解该
专业开设的课程来判断自己是否感兴趣，
是否能适应该专业的学习，是否愿意从事
相关对口工作。另一方面，不要过多关注
所谓的就业前景好，因为当下社会对就业
前景的预测可能并不准确，也许短期内看
着前景还不错，但没有人知道十年、二十
年以后，这个行业的前景是否依然好。所
以，社会上对某个专业前景的评价可以作
为一个参考指标，但一定不要因为所谓的
前景好，就选择自己完全不感兴趣的
专业。

  若想继续深造，应考虑能够对口升学
的专业
  由于职业教育和普通本科教育的培养
目标并不相同，因此在专业设置上也有所
区别，并不是所有的高职专科专业都有完
全对口的本科专业。所以对于那些不满足
于高职（专科）学历，希望进一步接受本
科甚至研究生教育的学生来说，应该结合
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考虑能够对口升学
的专业。
  对照高职专业目录与本科专业目录，
我们会发现很多专业虽然名称不同，但本
质上属于同一个“血统”，比如高职里的
水产养殖技术与本科阶段的水产养殖学，
高职里的畜牧兽医与本科阶段的动物医
学，很明显研究的是同一个领域的问题。
另外像一些教育类专业、计算机类专业
等，也有对口的本科专业。
  但是，有些专业名称虽然相似，实际
上并不是“一家人”。比如高职专业中的
数字媒体技术与本科专业中的数字媒体艺
术，名称上仅一字之差，但属于不同的专
业类，所以培养目标、主干课程、就业方向
等都会千差万别。如果在填报志愿前没有
区分清楚专业学什么、毕业后能从事什么
行业，很有可能从高职这一步就选错了学
习方向，如果到本科阶段不想继续学习该
专业，跨专业升本科的难度会大大增加。
  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是规避风险的最
好办法。现在距离填报志愿还有一段时
间，在最终填报之前，考生一定将意向的
高职专业是学什么的、做什么的弄清楚，
并与名称相似的本科专业进行对比分析，
确定是否属于同一个大类，千万不要盲目
选择。

  如果目标是就业，可以考虑三个方向
  (1)选择实践性强的专业

  虽然职业教育本身注重实用技能，但
并不是所有的高职专业都是技术性的专
业，也有一些文科性质的专业，比如中文
专业、行政管理专业等。这类专业在对口
升学方面可能优势比较明显，但从就业的
角度来说，优势不大。比如一名中文专业
的高职（专科）毕业生和一名汉语言文学
专业的本科毕业生竞争同一个岗位，如果
两人在其他方面没有太大差别，那么本科
毕业生更有优势。
  所以，读完高职（专科）想直接就业
的，建议优先选择实用性强、实践性强的
专业，来回避与本科毕业生的竞争。例如
数控技术、供用电技术、汽车制造与试验
技术等专业有一定的技术含量，操作性
强，就业时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竞争力。
  (2)根据就业方向选择专业
  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培养目标，也有
大概的就业方向。如果考生毕业后想进入
某行业，可选择与之相关的专业，掌握相
关知识和技能，就业会相对容易得多。
  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对毕业生所学专
业也有要求，尤其是一些专业知识和技能
要求较高的职业和行业，例如电力系统对
专业要求就比较严格，想进入国家电网工
作或者从事相关专业的工作，考生可以选
择电力技术类下的专业。
  如果毕业后想考公务员或者事业编，
可以查找往年的职位表，了解一般情况下
哪些岗位允许高职（专科）学历报考、哪
些能够专业报考的几率较大，从而有针对
性地去选择专业。
  (3)根据就业情况来选择
  事实上，表面看起来热门的专业就业
率不一定高；就业率高的专业，有可能是
报考时的冷门专业。所以，在选择专业
时，与其紧盯热门，不如参考由教育部公
布的专业就业状况、社会调查机构的相关
数据、专业所在高校的就业情况、专业行
业的统计数据、招聘网站的供求情况等
信息。
  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对不同专业毕业
生的需求不平衡，一些专业的供求状况在
不同学校、不同学历层次的表现不一样，
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因此，考生就
要对某专业的社会需求情况有前瞻性的了
解，还要着重了解欲报考院校专业的就业
率及就业质量。高就业率意味着市场有需
求，毕业生个人有出路；高质量就业意味
着院校培养质量高，毕业生个人可持续发
展能力强。
  总之，考生在选择专业时一定要慎
重，不能盲目。可对照专业目录，采取逐
渐缩小范围的方法来选择专业。比如，不
想当教师，也不想从事教育行业，那么就
可以在目录表上划掉教育类的专业；如果
不想学医学，再划掉医药卫生类的专业。
就这样按照特别不想学、一般不想学的顺
序排除一部分专业后，再按照非常想学、
一般想学、不喜欢但也不讨厌的顺序，将
其他专业进行排名，确定出大致的选择范
围，再去了解意向专业的培养目标、主干
课程、所衔接的本科专业、就业方向分别
是什么，然后详细地了解这些专业的开设
院校、往年录取情况、院校的教学实力等
细节问题，最终确定所选专业并排出志愿
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