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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家长选志愿不把孩子兴趣当回事

哪个好就业，就选哪一个

暑假将至培训班又活跃起来

有的学生一连报十几个

职业学院吆喝最卖力

本报6月26日讯(记者 王明婧)
26日，德州市2013年全国百家知名高
校招生咨询会在德州学院举行。记者
发现，不少家长在咨询时更在乎就业
率，往往忽视了考生的兴趣。

“我很喜欢漫画，希望找个学校念
视觉传达设计方向的专业。”小崔说，
他是美术类艺考生，今年拿到了山工
艺的艺术证，但高考成绩不理想，很难
进入心仪的大学，想换个大学继续学
习美术。而小崔的母亲晁女士在咨询
了职业院校后，决定让小崔选某航空

学院的空乘专业。
“画画很难找到工作，这个管分

配，做空乘多好，工资待遇也好。”晁女
士一直劝小崔下午去航空学院参加体
检。该航空学院的招考老师说，按照小
崔的高考分数和形体，有可能被录取。

考生家长段丽珍拿着笔，在哈尔
滨工程学院的简章上打着勾，当她无
法确定孩子能考上核化工与核燃料专
业时，便问招考老师“他能先考软件工
程，进学校后再转核工程吗？”段丽珍
说，她研究过材料，航海类和核工程类

是该校的龙头专业，毕业后也好深造。
至于孩子的兴趣，“孩子很孝顺，一般
都听我的。”

在不少本科院校的展位前，很多
家长都在问着同一个问题，目前哪个
专业就业前景最好。北京一高校的孙
女士说，她一上午回答这个问题已经
不下50次，家长的心情她可以理解，但
是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答案。“现在的
就业大环境是不管学习哪个专业都不
好就业，我们只能是把某些专业的特
性讲给家长，让他们自己来判断。”

本报6月26日讯(记
者 王明婧) 26日，在
德州学院高考招生咨
询会现场，不少本科院
校的展位前围满了考
生和家长，而一些职业
学院的工作人员主动
拉拢考生，形成鲜明对
比。

“今天带了五包宣
传单来的，已经发了三
包了。”一职业学院工
作人员透漏。在高招会
上走了一圈，记者手里
被塞了一摞招生简章，
多是职业学院的宣传
页，有些职业学院的工
作人员主动和考生打

招呼，咨询分数并拉到
展位前介绍。一些职业
学院来了多名工作人
员，分布在门口、会场
内、展位附近等多处区
域 ，大 量 发 放 招 生 简
章。

而山东交通学院
招生组的刘老师说，他
们今天带了二百份招
生简章，不到十点钟就
被考生和家长们拿完
了，现在只能口头介绍
学校。不少本科院校只
来了两三名老师，展位
前围着一圈家长排队
咨询，与一旁的职业院
校形成鲜明对比。

本报6月26日讯(记
者 孙婷婷 ) 暑期将
至，市区的培训班开始
活跃起来，争相到学校
周 边 发 宣 传 单 页“ 招
生”。26日，记者了解到，
不少家长选择让孩子上
各种培训班，有的学生
一个暑假都闲不住。

“听孩子说，班上有
的学生一个暑假可以报
10多个培训班。”北园小
学一名学生的家长介
绍，由于每个暑假班的
时间不冲突，孩子学完
一样后，再赶下一场。上
午，青年路一书法学校
的老师介绍，暑假班将
从7月8日开始，分为四
个班，每周上课两次，每
次两个小时，每名学生
的学费为300元钱，学生
可以一直上课到8月31

日。
“每个班有25名学

生，现在还有5个名额，
有家长提前两个月就预
交了报名费。”该老师
说，书写的干净与否，关
系到孩子在考试时的成
绩，不少家长想趁孩子
在假期期间，多练书法，

能写得一手好字。
上午11时许，在湖

滨北路小学门口，刚放
学的孩子，就接到了各
式各样的辅导班宣传海
报。“我必须得报名学围
棋，班里的小朋友都学
这 个 ，还 必 须 学 会 游
泳。”今年读三年级的宁
宁指着一张宣传页告诉
妈妈。

“暑假再报文化课
辅导班，那孩子得多可
怜。”学生家长冯女士对
发宣传页的工作人员连
连摆手，相比起文化课
班，冯女士倾向于给孩
子报特长班。“做暑假作
业的空闲时间，可以学
学跆拳道，或者游泳健
身。”

跟冯女士相比，实
验小学晶晶的妈妈，对
文化课辅导班很感兴
趣。“如果文化课能赶得
上，也就不给报班了，但
英语成绩实在很差。”晶
晶妈妈告诉记者，自己
辅导不了，家里购买了
点读机。“寒假报了英语
辅导班，有点效果，暑假
准备继续报班。”

本报6月26日讯(见习记者 宫凯
悦 陈兰兰) 26日上午，在德州学院
南校区的小剧场里，举行了毕业典
礼。4000多名毕业生只有不到400人
到场，而能够上台由校长亲自授予学
士学位的同学更是只有40人。

“来参加毕业典礼的学生都是现
在在德州的。”德州学院的一位老师
说，台上接受校长给拨穗的学生都是
每个系选送的，都是比较优秀的毕业
生。

记者随机采访了两位上台接受
校长拨穗的同学，两人都已经考上了
国内知名高校的研究生，而其中一位

还是所在系的学生会副主席。
毕业典礼上，除了上台接受拨穗

的毕业生之外，其他人都没有穿毕业
典礼应该穿的学士服。“我们现在就
是观众，整场下来没我们什么事。”在
台下的一位同学说。

“学生代表和老师代表发言的开
头内容竟然一样，一听开头就不愿意
听了。”26日，参加毕业典礼的一位同
学说，“昨天接到通知要参加毕业典
礼，但是今天上午也没去，拍照、代表
发言，想想都知道毕业典礼走哪些程
序，我们更渴望像‘根叔’那样的校长
寄语。”德州学院一位毕业生告诉记

者，他们班只有5个同学参加了毕业
典礼。

“其实学校挺重视毕业典礼的筹
办工作，昨天上午就开始找场地，下
午还进行了排练，但是领导、老师、毕
业生代表轮番发言，拍照的模式不免
让学生感到无味。”学生处的一位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也是学生不愿参
加毕业典礼的主要原因。

随后记者采访了多位毕业生，德
州学院的于文玉认为，大学里最重要
的是收获到了友谊，和班里的同学也
聚了几次，毕业典礼只是一个形式，
参不参加就无所谓了。

发言拍照模式陈旧老套

多数毕业生不愿参加典礼

6月26日，在高招会现场，考生家长向招生人员仔细询问招生政策。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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