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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or专业？

当鱼与熊掌不能兼得……

“在选择学校和专业方面，还有不少细
节需要注意。”池登学对高校学科和专业进
行进一步分析。

一般来说，同样的应用方向类专业，在
专门院校要比非专门院校应用特点突出。
倒如，读经济类专业，最好到经济类专门院
校，并选择地处全国或地区经济中心城市
的高校；读职业技术类专业，最好到经济发
达或第三产业发达的地区，并考虑毕业后
就业地区对职技类专业的需求情况；读理
论性强的专业，最好到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读应用性强的专业，要注意不同学校相同
学科专业的特点。

同一专业，在不同学校可以是理论型
的，可以是应用方向型的，也可以完全是技
能类的，培养方式不同，也有很大差异。这
也是考生填报志愿时要考虑的因素。

池登学说，教育部公布的学科专业目
录是将专业按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二级学
科划分的，考生在招生专业目录上看到的
都是二级学科专业，简称“专业”。一般说
来，不同的学科门类、不同的一级学科涉及
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各自的知识体系
相去甚远，而同一级学科名下的“专业”，特
别是偏重以应用为培养方向的专业，基础
课和专业基础课比较接近。在大学更加强
调通才教育、逐步扩大专业口径的教学改
革背景下，考生真正进入本“专业”工作，大
体要在毕业后经过两三年的实践学习，才
能最终完成，所以现在对专业的选择不必
苛求。

另外，经济发展对不同专业人才的
需求结构不同。以计算机类这个人才持

续需求量较大的专业为例，在需求结构
上的差异很明显，对高层研发人员求贤
若渴，对低端应用型技术人员大量需要，
但中端人才却不易找到合适位置。与之
相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

经济结构的调整势必影响行业发展，
带来人才需求变化。但是，不论怎样变化，
有些传统专业如机械电子类、土建类、医疗
类、会计类、语言类专业的社会需求量相对
稳定。对大部分考生来讲，第一份工作可
选择一个应用性、业务性较强且适合自己
专业的，在工作中逐步积累学识与能力，并
根据社会发展需要谋求新的发展。因此，
选择专业不必过于死板。

许多考生和家长关心，报志愿时，是
优先考虑学校还是优先考虑专业？

池登学说，高招录取是根据高低分分
批进行的，若考生分数特别高，可以选报
名牌学校和最喜欢的专业，但对绝大多数
考生来说，这种情况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因此出现了以下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应该优先考虑学校，专
业是次要的。

当今世界知识更新速度极快，想要大
学几年所学知识受用终身已无可能。一
个人能否取得成功，更要看知识水平、学
习能力、交往能力、心理素质、团队精神等
综合素质。

名校拥有更好的办学条件和更高的
师资水平，在提高考生的综合素质上，有
一般院校无可比拟的优势。这一点从现
在用人单位到高校选聘毕业生，对专业要
求相对淡化，而更看重毕业学校的名气和
考生的综合素质中就可以看出。另外，名
校效应几乎可以伴随一个人的一生。

另一种观点认为专业更重要。
升学是为了就业，选择一个毕业后更

容易就业的专业当然更重要，否则即使是
名牌大学毕业，如果专业冷僻、社会需求
小，也有可能找不到工作。而且仅仅为名
牌效应，考生所学专业非自己所愿，也容
易挫伤积极性和进取心。

池登学认为，两种选择本身没有对
错，关键要尊重考生本人的意愿。

不管持何种观点，在填报志愿时，考
生必须先确定大方向，在鱼和熊掌无法兼
得的情况下，要么优先选择学校而放弃热
门专业，享受高质量的基础环境。要么降
低标准，选择名气小一些的大学里自己真
正感兴趣的专业。

许多考生在填报志愿时，往往既填热
门学校又填热门专业，并且不同意调剂专
业，这样非常容易落选。以前，我市每年
都有几个600分以上的考生落选，一二百
个重点线以上的考生落选而被二本学校
录取。

另外,考生不妨换个思维方式，从出
路上判断。大学毕业后，有就业、考研和
留学三大出路，其难易程度在不同的专业
间差异很大。

据权威机构调查显示，本科毕业生签
约率最高的专业为工科类、医学、机械工
程等。在国内读研，比例最高的专业是生
态学、哲学、大气科学等。留学比例最高
的专业是德语、法语、金融工程等。

池登学提醒，专业并非越新、越热就
越好，越是名牌大学，其中的传统专业越
多，所以挑选专业还要考虑该校此专业
的师资力量、办学条件、专业特色等，准
备考研的考生，更要挑选学术气氛浓的
专业。

池登学认为，每个学校5个专业的填
报顺序很重要。“应该把考生最想学的专
业放在第一，以此类推，但为确保被录取，
第四和第五个专业可填报冷门，并填上同
意调剂专业，但同时也要注意有没有自己
特别反感的专业。”池登学说。

池登学建议，在选择专业方面，考生结
合自身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平时成绩优秀的高分考生
这类考生一般长于逻辑思维，安于案

前久坐或在实验室中寻求乐趣，最好填报综
合类研究型大学，专业可以偏基础，毕业后
再确定发展方向。说通俗一点就是这些考
生可以通过4年本科学习，毕业后再考研。

●平时成绩较优秀、高考分数相对较高
的考生

这类考生是重点本科分数范围内中间
段的绝大部分，在填报志愿时，要学校与专
业并重，比较理想的选择是专门类院校的
主体专业。当学校与专业不能兼顾时，如
果以选择学校为主，专业要尽量靠近学校
的主体专业；如果以选择专业为主，就要综
合考虑学校的整体情况，专业最好是自己
感兴趣的。

对这类考生中的大部分人而言，从进入
专业学习开始，大体上就决定了今后的工作
领域，但学校的教育质量及各种未来可用资
源，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考生的发展，因
此，在学校与专业的选择上要全面权衡。

●成绩在一般本科范围内的考生
这类考生要优先考虑专业，其次考虑学

校。这是因为在一般本科院校中，除少数专

门类型院校及原来隶属国家部委的学校外，
其他大部分学校整体水平接近。

另外，这部分考生学习成绩虽在同一水
平上，但努力程度并不同，潜力也不同，其优
势、潜质即使个人和家长也未必了解，这种
差异对大学的专业学习往往影响较大。因
此，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会给个人留下更
大的发展空间。这部分考生毕业后是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最大的，在一线从事常规性
技术、技术管理及业务工作的主力，因此，
这部分考生应更重视专业的选择。

●复读生
复读生填报志愿的基本思路是要保证

有学上，在尽可能不落榜的前提下选择学校
和专业。换言之，复读生伤不起，在选择学
校和专业时，应留有稍大的余量，千万不可
盲目自大，过高估计自己复读的进步幅度，
冒着落榜的危险去追求热门专业和名牌院
校。当然，复读生也不能过分保守，关键是
量力而行。

针对分数在一本线以上的考生，池
登学建议那些起点高、要求高的考生最
差也要走一个较好的二本，那就只报提
前批、本科一批、本科二批，本科三批以
下就不再考虑了；提前批如果身体、政治
条件具备一定要报。

考虑地域因素，考量毕业前景

高分考生重学校，一般考生重专业
学校和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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