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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

高考结束，考生、家长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志愿填
报，而在选填志愿时，一些考生与父母出现很大的分歧。
填高考志愿，是孩子做主，还是父母做主？哪一种更有
利于孩子的就业与发展？一起来看看今天这两位作
者的观点吧！

VS

□本报特约评论员 闻静

高考填报志愿，在一定程度上，决
定着孩子今后的就业方向和人生道
路，因此，很多家长希望孩子按照自己
的意愿填报志愿。其实，报志愿是孩子
自己的事，父母有参与权，但不应该有决
定权。

有的家长认为自己从事的职业不错，要
求“子承父业”；有的家长认为某个行业薪酬
高、就业形势好，孩子报与之对应的专业可免
除后顾之忧；有的家长听信“千万别报某某专
业”的传言，千方百计阻止孩子选报那些专业。
家长的良苦用心可以理解，不过，时代飞速发展，
形势瞬息万变，现在的热门专业，三五年后，可能
成为冷门专业；现在无人问津的专业，未来也可能
炙手可热。以功利之心填报志愿，实不可取。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能把自己的兴趣发展成工
作，是一种快乐和幸福。高考报志愿是专业的选择，也
是兴趣的选择。选对专业，幸福一生。

有的考生一味听从父母的意见，甚至把报志愿的
决定权拱手让给父母，可到了大学以后，才发现所学
并非所爱，兴趣顿减，后悔莫及，甚至选择退学复读。
2013 年辽宁省高考文科状元刘丁宁听从家人与老师的
劝说，接受了“72 万港元全额奖学金”和“与国际接轨”的
教育环境，结果对所学专业不感兴趣，最后选择复读，重
考北大。

因此，孩子的志愿孩子做主，家长应当好幕后高参，参与而
非干预，根据孩子的兴趣报专业是最好的选择。

我的志愿我做主

□本报特约评论员 徐善景

填报高考志愿是人生大事，确实需
要谨慎对待。我觉得，应当以父母的意见

为主，毕竟，父母的人生经验更丰富，做出
的选择更稳妥。

我侄女高考后本想报考师范专业，但她
的父母权衡利弊后，要求她报考医学专业，理

由是医生的就业渠道更多，薪酬也更高。侄女
虽不乐意，但还是听从了父母的安排。几年后，

她已在省城一家大医院顺利就业。每每提及此
事，侄女对父母充满了感激。

而今，为了能考上一所不错的大学，很多学生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哪有太多时间
去培养爱好和专长，对哪些专业更适合自己也是知

之甚少。
而父母往往搜集了大量关于指导填报高考志愿的

资料，不仅认真阅读分析，还会通过各种渠道咨询，了解
学校的专业与招生情况。因此，在填报志愿这方面，父母

明显比孩子更有发言权。
填报志愿是大事，有分歧时，学生应多听父母的意

见，毕竟学生年龄小，社会阅历不足，对一些专业的就业
前景还把握不好，而父母都是过来人，让他们参谋填报志

愿比较好。
当然，父母也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再好的专业也要看适不

适合孩子。因此，父母要根据孩子的知识结构、沟通能力、性格
等进行综合分析，依据孩子成绩选出合适的学校，再针对孩子的

兴趣、能力等，选出多个专业让孩子选择。这既能体现父母的意
愿，又能尊重孩子的爱好，对孩子的发展也更有利。

应多听父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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