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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了不想学的专业
“当初怎么会填这个志愿的，完全

和我想的不一样，还要读四年怎么
办”、“找专业不对口的工作，岂不白读
了四年，但我真不想干这行”……无论
是大学新生，还是奔走于各招聘会的
毕业生，多对“如果不学体”产生共鸣。
微博上发起的相关投票，近三成投票
者表示“学的完全不是自己想学的专
业，头好痛”，二成投票者则认为“所学
专业是我父母给我挑的，凑合学”。
“如果不学贸易，我想做个作家。”

这几天，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经济
与贸易专业学生小王同学也借着“如
果不学体”，抒发自己的情绪，希望以
此告诫眼下正在忙于填报高考志愿的
高三学生。他告诉记者：“我对文学有
兴趣，但父母没同意，所以当初选择了
经贸类‘大热门’专业，现在发觉离自
己的梦想越来越远，特别遗憾。”

记者在松江大学园区几所高校采
访了解，同学们书写“如果不学体”不
外乎几个原因：专业不是自己想学的、
分数不理想志愿被调剂的，抑或由父
母挑选只是凑合读读。对此现象，专家
提醒即将填报高考志愿考生，莫走师
兄师姐老路，不要盲目追“热门”专业。

专业冷热会有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在申城举办

的一系列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依然
是家长说了算，考生没多大选择余地。
而家长选择的依然是那些所谓的“热
门专业”，比如金融、国际贸易、计算
机、生物技术等，传统专业如机械、纺
织、工业设计与制造等，仍被贴上“冷门
专业”标签。但许多家长考生并不知情，
有统计表明，造成大学生当下就业难的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部分高校“热门专
业”泛滥成灾。

时下，许多综合类院校为迎合家
长、考生，盲目设置所谓的“热门专
业”，其结果是，部分专业毕业生过剩，

用人单位无法
消化。前几年，法学、工商
管理、计算机等专业大热，考生趋之若
骛，现在，在上海、江苏、山东等地，这
些专业已经沦为就业率最低的专业。
相反，部分传统专业，如机械、工业设
计等，因报考学生人数较少，反而在就
业市场占得了先机。
本报记者 张炯强 实习生 郭亚云

"相关链接#

许多高校允许条件符合的学生在

大一下半学期!申请换专业或转院" 据

了解! 上海每年各校转专业的学生有

至少 !"!上海交大这一数字约为 #$%!

华政为 !"!上理工为 &$%"

部分高校为了给学生更多调整专

业的机会和空间! 还一定程度放低了

转专业的门槛" 上海理工大学教务处

处长魏景赋介绍! 大二下半学期还允

许该校学生在大类内重新选择" 针对

个别错过大一转专业机会的学生!学

校允许其参与下一年的全校转专业考

试!转院成功的学生只要学分修满!仍

然可以提前毕业"

! ! ! !本报记者近日
走访沪上多所高校，
各校招办老师提醒
考生和家长应正确
认识本科教育，结合
考生兴趣选择专业
类别。

本科

培养基本素质

华东政法大学
学生处处长、招生办
主任闵辉提醒考生
和家长应该正确看
待本科教育，“本科
学习是为未来打基
础，因此专业的选择
应该结合兴趣选择大类，有时候一些
基础性的专业也是不错的，可以到研
究生阶段再向更细分的领域选择专
业。”他举例说：“对经济类专业感兴趣
的人，选择金融、管理等相关专业都可
以，但选择工科专业差距就大了。”
上海理工大学教务处处长魏景赋

认为，通过综合素质提高，无论什么专
业就业都不是难事，“本科阶段只要基
本素质过关，很多门类的工作都可以
承担。”
上海交通大学招办主任陶正苏教

授同样赞同这一观点，他认为在选择
专业同时应该考虑考生的理想和人生
规划，他建议考生应该更加主动利用
好现有的渠道去了解感兴趣的院系和
专业，除了通过高校和院系网站主页
浏览以外，还可以直接打电话给院系，
直接问问这些专业是“学什么的”、“干
什么的”。
相对就业，招生老师们认为，专业

特色、培养方案、高校氛围等因素是考
生和家长值得了解的内容，除了专业
课程的学习以外，校园的文化和氛围
同样是影响学生成长的关键。

家长

尽量减少干预

高考专家熊丙奇表示，考生在选
择专业时，要充分考虑自己的兴趣爱
好。一个学生有无强烈的专业兴趣，所
读专业是否是自己感兴趣的，这对大
学学业发展有很大影响。高考中，有的
学生为了上一所更好的学校，而放弃
自己感兴趣的专业，上了大学，却对所
学专业毫无兴趣，产生厌学情绪，这就
是典型的专业兴趣影响。因此，在高考
志愿填报时，正确处理专业兴趣与大
学学习的关系。对学生来说，至关重要
的是分析个人兴趣与相关学校专业是
否相符。他强烈呼吁，尽管“望子成
龙”、“爱子心切”，家长应尽量减少对
孩子选择专业的干预。

本报记者 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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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学新闻，我想做个理发师；如果不学生物，我想当个赛
车手；如果不学金融，我想做个心理咨询师；如果不学医，我想做个
流浪诗人&&”近期，一种新兴的网络语体随网友数万次的转发而
走红网络，在松江大学园区、杨浦大学城等大学校园网，引来无数
大学生争相“造句”。很多大学生无奈地表示，“如果不学体”仅寥寥
几字便真实体现了他们在校期间专业与梦想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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