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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立伟

调查中10个学生
6个有转专业想法

未踏入大学门槛之前，很
多准大学生就已经在打听学
校转专业的情况。近日，齐鲁
晚报联合申请方，在500多名
大学生中做了数据调查。记者
了解到，在填报志愿选择专业
时，对自己的专业有所了解的
大学生仅占两成左右，其中非
常了解的只有4 . 91%，大部分
学生对自己所学专业并不了
解。这样的结果是，大学期间，
产生过转专业想法的大学生
占比超过六成，达60 . 27%。

并且，超过四成大学生在
大一第一学期就已经开始考
虑转专业，占比达到43 . 33%。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36 . 67%的
大学生，在收到录取通知书时
就已经产生了转专业的想法。

对于转专业的原因，一半
的大学生表示“对录取的原专
业学习内容不感兴趣”；另外
还有30%的大学生认为原专业
就业前景不乐观。跟最初填报
志愿由家长、老师代劳不同，
转专业过程中，听从家长、老
师建议的大学生仅有3 . 33%。

对于想转去的专业，大部
分学生表示有了足够的了解，
其 中 比 较 了 解 的 占 比 为
43 . 33%，非常了解的占比10%，
两者加起来超过半数，不太了
解的仅有13 . 33%，剩下的表示
了解程度一般。

多所高校搭乘
“大类招生”列车

今年4月份，在距高考还
有2个月的时间里，清华大学
突然宣布，今年该校将打破院
系和专业壁垒，将所有本科专
业划分为数理类，化生类，人
文与社会类，机械、航空与动
力类等16个大类进行招生，到
大二时再分流到各个专业。

所谓大类招生，是按学科
大类招生，是指高校将相同或
相近学科门类，按一个大类招
生。学生入校后，经过1至2年
的基础培养，再根据兴趣和双
向选择原则进行专业分流。近
几年来，多所高校早已经搭乘
上大类招生的列车。比如山东
大学多年来一直按照大类招
生，学校有117个本科专业，按
照60个招生大类招生，入校后
进行专业分流或转专业。

中国海洋大学今年按照
大类招生也有三类，“各招生
大类在学生入学后的第二或
第三学年，参照学生的意愿和
兴趣进行专业方向的分流。”
中国海洋大学招生办主任刘
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今年
也对外宣布普通类本科将在
八大类专业招生。在学生培养

方面，北航将在一、二年级进行
通识教育，实行宽口径、大平台
的专业设置与培养。经过一年
的培养后，学生在老师的专业
指导下选择专业学院继续学
习，二年级结束时在专业学院
内选择心仪的专业。

大类招生是相对于按专
业招生而言的，是高校实行

“通才教育”的一种改革。在某
种程度上，在对学科大类进行
通识教育的基础上对学生进
行新的专业分流，能尽量避免
在高考填报志愿时学生对专
业并不了解的“尴尬”。

9月起，北京、山东、天津、
海南4个省市，将在浙江和上
海之后启动新高考改革，今年
秋季入学的高中学生，2020年
参加高考时要采取专业优先
的志愿填报方式。

高校普遍降低
转专业门槛

对于大类招生，大部分学
生最关心的是专业分流或者
能否顺利转专业。高校一方面
实行大类招生吸引学生，另一
方面也竭力降低转专业门槛。

在填报志愿时，各高校也
建议考生，除非对某一专业有
特别志向，一般建议专业服从
调剂，因为目前高校可以为学
生提供非常宽松的转专业政
策。这几年为了应对家长和考
生对专业的关注度，多所学校
也通过在校内降低转专业门
槛的方式，来调动报考积极
性。

以山东大学为例，据招办
工作人员介绍，此前山东大学
学生有两次转专业的机会。在
大一下学期，除部分不允许转
专业特殊招生类别的考生外，
允许学习成绩在本学院(专业)
排名前10%的学生在一定范围
内免笔试只面试调整专业；其
余学生只要第一学期公共必
修课考试合格，可以参加笔试
+面试，合格后可转入理想的专
业。从今年开始，学校又增加了
一次机会，在每年的11月份再
给予学生一次转专业考试机
会，如果学生对自己的专业不
满意的话，依然可以通过这次
转专业选择理想专业就读。

中国海洋大学学生转专
业也有充分自主权，海大实行
以“有限条件的自主选课制”
和“学业识别与毕业专业的识
别确认制”为核心的本科教学
运行体系，实行“套餐+单点”
式的选课制：“套餐”是指每个
专业都有相应的人才培养方
案，学生所修课程满足方案要
求，方可申请毕业；“单点”是
指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
爱好、特点以及社会的需求等
情况，通过跨科类、跨年级、跨
专业自主选课，适时调整专业
取向，实现转专业、辅修其他
专业的目的，最终所修课程与
哪个专业的培养方案相匹配，

那么经过识别，学生可以申请
从该专业毕业。

早在2014年，中国农业大
学按大类招生，在转专业政策
上，学校直接宣布“无门槛转专
业”，即无门槛报名转专业。据
了解，很多高校的转专业政策
会设置比例。很多大学生对所
学专业不感兴趣，可能就很难
拿到非常靠前的成绩，这些学
生很需要转专业，却又转不了。
但对中国农业大学来说，学校
不设门槛，只要想转专业，都
可以提出申请。

未能成功转专业的
占半数以上

以中国农业大学为例，虽
然“转专业无门槛”，但是能不
能转成功又不一样，因为热门
专业存在竞争。虽然学校对热
门专业每年也预留了一些指
标，专门用于接收转专业学生，
但不见得能满足所有学生的需
求，这种情况下就会有竞争，学
生在大学期间的学习成绩和
面试情况会作为很重要的参
考。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
70%以上的大学，在转专业或
者专业分流过程中设置了成
绩的门槛。虽然转专业申请者
众多，但最后未能转专业成功
的超过一半。

另外，大类招生下虽然宽
口径招生成趋势，但是很多大
学生尤其是高分考生同样关
心：以高分进入专业大类，将
来专业分流时能否如愿学到
所选专业？据了解，目前，国内
高校大类专业分流模式大致
有两种：一是基于学生成绩、
平时表现等综合因素分专业。
这种模式最直接的影响是，排
名在后的学生没有选择的余
地。

二是直接按照学生意愿
选专业。这种方法看似更科
学，但操作起来很困难。在实
际中，大部分学生更乐意选择

“热门专业”，这样一来，“热门
专业”扎堆，学校如果无法吸
纳太多学生，成绩等因素还是
重要参考指标。另一方面，也
会造成学校学科之间发展是
否均衡的问题，无疑给“冷门
专业”的发展带来很大压力。

学校选择了大类招生，会
在如何把专业设置好、分配好
上下足工夫。只有配套制度跟
上了，大类招生的优势才能显
现出来。以山东师范大学为
例，从2015年开始，学校就进
行专业整合和调整，将专业分
为三个层次，A 类为优势专
业，B类为保持规模专业，C类
为加强建设类。其中，C类专
业可能会进行内部的合、并、
转、撤。

据了解，现在很多部属院
校的专业大类平台已经构建
得比较完善，并实现了部分专
业的跨学科整合。

左左转转还还是是右右转转？？这这是是个个问问题题
调查发现，高校转专业门槛降低，六成大学生想过转专业

又到开学季，很多准大学生已经在入学之前，对自己的学习、职业生涯有了基本的规划，由于各
种原因，部分大学生在入学之初就有了转专业的想法。今年北京、山东、天津、海南4个省市启动高考
改革，2020年志愿填报以专业优先。在此背景下，各高校纷纷搭乘大类招生的列车，实行宽口径招
生，考生进校后再进行专业分流，并慢慢降低转专业门槛。

门槛降低后，虽然能最大程度上满足学生的专业需求，但热门、优势专业的竞争力并未降低，同
样，大类招生对高校的专业优化布局也是一种挑战。

在大学期间，你是否有过
转专业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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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 27%
39 . 73%从来没有过 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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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报志愿时，对录取的专业了解有多少？

你对想要转去的专业了解有多少？

转专业成功花费了多长准备时间？

你对自己转专业的决定后悔吗？

比较了解

不太了解

一般

很不了解
非常了解

16 . 07%

31 . 25%

29 . 91%

17 . 86%

4 . 91%

43 . 33% 33 . 33%

13 . 33% 10 . 00%

比较了解

不太了解 非常了解

一般

79 . 03%

19 . 35%

1 . 61%

自己也说不清楚

不后悔

后悔

14 . 81%

54 . 07%
29 . 63%

0 . 74%
0 . 74%

大约两个学期
大约三个学期
四个学期
或以上

一个学期以内

转专业最终
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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