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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高考专业选择热门的？还是适合的？

编者按：考生在选择专业时，要根据国家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状况，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充分考虑自身的兴趣特长，结合自己的志向和职业规划，不要过分追求所谓“热门”专业，
因为今天的“热门”专业有可能是毕业后的“冷门”专业。更不要仅凭专业名称来判断专业
“好坏”。着眼未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才是最好的选择，越早的确定自己的职业规划才
是科学选择专业的基础。

高考专业选择热门的不如适合的

①一年一度的高考又向我们走来。这个万众瞩目的大考今年
有一点新意，即首批 00 后即将走进高考考场。而大数据、
机器人工程等热门专业也成为 2018 年高考众多考生关注的
新焦点。

②3 月 15 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公布 2017 年度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高校共新增本科专业
2311 个。2017 年新开设“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高
校数量达 250 所。2017 年新增“机器人工程”专业的学校有
近 60 所，预计到 2020 年，中国人工智能（AI）产业规模将
超过 1500 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 1 万亿元，如此快
速的增长和发展必然会产生大量的人才需求。2017 年还增设
“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共有 18 所高校本科开设“网
络空间安全专业”，16 所高校新增了“信息安全”专业。

③人们对一些热门专业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新设
的专业通常是顺应时代的变迁而设立的，反映了社会和科技
发展的现实需要，有的甚至是有些超前的，可谓“小荷才露
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预见了未来人才需求的趋势。
如电竞专业从最初被批“玩物丧志”，到如今走进全日制本
科高校甚至全日制重点本科高校，着力培养游戏策划和电子
竞技运营与节目制作人才。再比如互联网相关的领域更新换
代极快，需要培养大量的专业人才参与研发。人工智能、大
数据技术引领科技潮流，大学也就顺理成章设立了相应专

开门见山，题目既是论点。

❶关注高考专业选择，引出话题。

❷举例论证，“大数据”等“热
门专业”发展和就业前景喜人。

❸举例论证，新设的专业通常是
顺应时代的变迁而设立的，反映
了社会和科技发展的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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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当然，学校自身专业设置也会考虑招生、就业等因素，
只要招生容易，就业也不很困难，学校就有动力设置新的专
业。

④不过，高校新设专业也有一些受人诟病。曾有机构就此问
题做了专项问卷调查，数据显示，57.6%的受访者认为某些
专业人才培养定位不明，学生成为“小白鼠”；48.1%的受
访者认为高校新专业设置一味赶时髦，噱头大于内容；47.4%
的受访者认为新设专业的师资、场地、设施配套不到位，寿
命短；35.6%的受访者认为其废立随意，缺乏科学论证；35.5%
的受访者指出招生简章说明不清楚或夸大其词；29.8%的受
访者认为功利主义导向，忽视学术研究。

⑤某 211 高校的媒体创意专业设立于 2011 年，只招收了三
届学生，2014 年就停止招生。当高校仅仅考虑经济收入和学
校规模等利益因素时，社会新热点，催设高校新专业，这就
会造成很大问题。另外，有些学校盲目跟风，开设的专业名
称很时髦，但是学校并不具备相应的师资和教学条件。一个
典型的例子是，前些年动漫产业发展很快，很多学校纷纷创
办动漫专业，但是动漫产业对人才的专业水平要求更高，这
样人才培养输出与市场需求就不匹配。

⑥专业的冷热确实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曾经非
常火爆的热门专业，十年之后可能就找不到对口工作，而昔
日不被人看重的专业可能变成热门专业。例如，1977 年恢复
高考时，厦门大学文科录取均分最高的是中文系，其次是笔
者考上的历史系，理科录取分数最高的是数学系。当时人们
崇尚的是文史哲、数理化或者基础学科，而当年的会计专业
据说是文科分数最低的专业。可是，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会计学成为厦门大学最热门、录取分数最高、就业最好的专
业，而文史哲等却成为相对冷门的专业。

⑦又如法学专业。我国自恢复高考、改革开放以来，法学教
育专业也经历了一个从热门到过剩的急剧转变。法学曾经被
视为收入体面、前景光明的好专业，也是相当长时期内考生
填高考志愿时的热门专业，于是许多高校一拥而上，几乎所
有本科院校都办了法学专业。结果法学专业毕业生连年就业
遇冷，从社会急需专业变为“部控专业”（又称“国控专业”，
即国家控制布点的专业），到了被某些机构列为“就业红牌
警告专业”。

❹对比论证，高校新设专业也有
一些受人诟病。

❺举例论证，高校的设置的某
些新专业不综合考虑多种因
素，导致人才培养输出与市场
需求不匹配。

❻举例论证，专业的冷热是相
对的、不断转化的。

❼举例论证，法学教育专业是
如何从热门专业变成冷门专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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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高考热门专业往往跌宕起伏，有些专业则是冷热交替。例
如，因为“农”字打头，学生往往不大喜欢报考农业大学的
专业。农学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到新世纪初，有好些年都属于
冷门专业，以至于许多农林大学曾经联合要求主管部门能够
允许更名，去掉“农”字头。但农学是一个很大的专业类别，
其中有一些与时俱进的时尚专业，如林学中有风景园林专
业，草学发展出高尔夫草坪专业，酿酒工程分化出葡萄酒工
程专业，动物医学中有宠物护理专业。尤其是现代农业技术
发展很快，掌握相关技术，往往可以带动许多人致富，因此
现在有些农学的专业也颇受考生的青睐。

⑨因此，考生在选择报考专业时，不仅要看专业名称是否新
颖动人，更重要的还是看是否符合自己的兴趣和专长。因为
专业冷热不是恒定的，尤其是时代发展变化越快，未来机遇
越是难以预测，而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而高校在设置新专
业时，不仅要看专业是否能抓眼球，更重要的是赋予新专业
科学周密的规划设计和根底深厚的内容供给。因为毕竟专业
不是办得越多越好，办好办强才算成功。

来源：2018 年 06 月 05 日 光明日报 作者：刘海峰，系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

【时代警语】

考生在选择报考专业时，不仅要看专业名称是否新颖动人，更重要的还是看是否符合自己的
兴趣和专长。因为专业冷热不是恒定的，尤其是时代发展变化越快，未来机遇越是难以预测，
而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思维串联】

❽举例论证，农业的有些专业
则是冷热交替。

❾发出呼吁，专业冷热不是恒
定的，未来机遇越是难以预测，
而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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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2018 高考志愿：不要一味选择热门专业

每年高考填报志愿时，如何选择专业成了各位家长比较揪心的事。选择“热门”专业吧，
分数推得很高，难于报读。选择“冷门”专业吧，现在大学的就业率本来就低，读出来不是
更难找工作。其实，家长这一担心并不无道理，但问题的关键是专业的冷热就真的就直接导
致就业的好坏吗?无论今天所谓的热门专业还是冷门专业，做出选择时，关键是你得摸得着
“门道”，真正搞懂这些专业的现状和发展的未来。

填报志愿时， 各专业的就业率无疑是考生和家长最为关注的问题。全国大学毕业生平
均只有 70%的就业率更是让考生和家长心惊胆战。于是大家争相挑选“热门”专业，以为这
样便能为四年后的就业买下一份保险。

以就业率作为高考志愿填报的风向标，很简单，很实用：冷门专业意味着社会需求少、
就业率低，热门专业则表明就业率高。它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不能将它无限放大。第一，
我们不能由就业这一个要素来决定自己在四年里应该学什么;第二，此时的“热门”并不代
表今后会一直热门。

比如：前几年会计专业被人们吵得很热，各大高校都想方设法在自己所属院校开设会计
专业，抢占这一市场热点;可好景不长，大家一窝蜂的上，带来的结果就是没有几年，会计
专业就人满为患，严重滞剩，成为一个“冷门”专业。所以，冷热专业只是一个相对概念，
没有永远热门的专业，也没有永远冷门的专业，只有市场行情的自动调节转换。

而且，一个“热到发烫”的专业里，也有同学找不到工作;很冷门的专业里，却有“牛
人”可以任意挑选自己想从事的工作。所以，对一个大学生而言，有没有好工作，更直接的
因素更应该是大学四年你究竟学了什么、做了什么，而不仅仅是背了一张专业的“皮”，更
重要的是这张“皮”下的真正能力。

在选择职业的过程中，涉及三个主要因素：对工作性质和环境的了解，对自我爱好和能
力的认识，以及两者之间的协调和匹配。这个理论，同样可以用到专业选择上来。

据调查发现，考生在填报志愿时，和父母一起商量决定的人最多，占到调查人数的 56.7%;
其次是与老师商量决定，占调查人数的 20%;15.9%的人自己决定;而依据职业测试、心理测
试专家建议的有 7.4%。可见在报考志愿时，很多学生是与父母或老师商量决定的，甚至有
家长代替孩子作决定。

其实 80%的孩子，对于今后自己从事什么等都无明确的界定，这时借助科学的专业测试
和心理测试就显得很有必要。一个孩子不仅要知道“我喜欢什么”、“我擅长什么”还要知
道“我能做什么”，只有这样，他的选择才是自己爱好、自己喜欢、并有能力达到的。志愿
通中的兴趣测评推专业、性格测评推专业就是一个“性格+特长+兴趣”三位一体的科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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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模式。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没有一个人单凭一个兴趣就能把事情做好，它需要相关的品格
特质去支撑，需要相关方面的能力去实现。

比如说新闻专业不仅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要求高，对性格也有一定的要求。试想，一位害
羞的记者如何与采访对象顺畅地沟通，一位不喜交际的媒体从业人员如何获得最新最有价值
的消息。如果单单是缺乏经验，那还可以在挫折和抗击打中茁壮成长，可要是性格与之相排
斥，改变起来难度相当大。

职场中，很多企业在招聘新人时，也将性格测试放在重要地位。他们认为，一个人能力
不足，可通过培训提高;但一个人的性格与专业、职业不匹配，要改变起来，就困难多了。
“性格+特长+兴趣”才是一个人成功成材最给力的保证。

来源：2018 年 06 月 09 日 05 版 搜狐网 沈阳教育资讯

编者：张新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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