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8 2012年6月27日 星期三
编辑：王娟 美编：宫照阳 组版：刘燕

重点

这专业研究什么？

学生靠“百度”

为给学生提供更具体的报考信息，6月
26日，山东省实验中学邀请清华大学、北京
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等30余所国内顶
尖高校来校“摆摊”，吸引优秀学生报考。

上午9时，省实验中学体育馆中已经
人山人海，不少学生带着家长一起来拿主
意。“我的孩子×××分，能考上你们学校
吗？”这成为家长们问得最多的问题。

天津大学现场招生负责人齐宏志说，
家长习惯性地“不愿放手”，却由于信息
来源所限，咨询时显得更加盲目。考生
对专业具体学什么及发展趋势缺乏详
细了解，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天津
大学咨询台前，一位657分的考生说，他
想学工科专业，但具体学啥还没想好，

“在百度上查过感兴趣的专业，有的大学
招生简章上也有专业介绍，但都很简单。”

高考咨询

成了猜线“赌博”

省实验中学高三(32)班学生季文彬已
被保送至南京大学，且已经在大学校园里
生活了3个月。季文彬说，不少同学忙于应
付考试，在志愿填报前确实不了解专业。

“高招咨询不应该是‘敢不敢报’的赌
博啊！”26日，在本报接听招生咨询热线
时，南开大学山东招生组组长高建军说，
连续5年到山东招生，参加高招咨询的
最大感受就是，考生和家长问得最多的
就是“多少分敢报你们学校”，却忽略了
对学校、专业等的了解。“你问我多少分
可以报，我还真不敢给你说。”浙江大学
山东招生组组长金涛表示，考生和家长
其实应该关注的更多，包括和老师沟通
自己对专业的兴趣、未来的发展方向
等，这些问题却被很多考生家长所忽略。

当高中老师的考生家长闫先生感
慨，估计有90%的考生和家长在选专业
上很盲目，选学校看成绩，选专业看就
业。他认为，高中阶段缺少职业规划的指
导是一个重要原因。

让复旦大学汪靖老师比较头疼的问
题还有：“你们学校最好的专业是什么？”

“专业哪有好坏，所谓的热门和冷门都是
相对的。”汪靖说。南京大学山东招生组负
责人刘春博士认为，志愿填报最大的问题
是对专业学什么不了解。“你进入大学后，
是想从事科学研究，还是想成为应用型的
人才？这是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

金涛老师举出了一个数据来证明他
的判断，在浙江大学近年来申请转专业的
名单中，热能、机械电子、电力系统自动
化等专业往往被“挤破头”，一百多人申

请竞争，但这几个专业恰恰是报考时的
冷门专业。

信息不对称

让冷门更冷热门更热

前不久，我省高等教育评估所对高校
学科做的一项调查显示，70%的家长、学
生甚至高中学校希望了解专业就业率、专
业发展前景、专业需要的素养。

记者了解到，在大多数高中学校，
职业生涯规划与指导课一直没有开起
来，学生忙于应付考试，从未科学规划
过今后的道路。“前些年，还出现过高中
文科班一半报法律、理科班一半选计算
机这些现今看来让人匪夷所思的现
象。”一位高中老师说，学生在填报志愿
时绝大多数精力都放在能否考进某所
大学，但真正的专业选择却在跟风。

省高教评估所杨玉春博士说，填报
志愿时专业信息不对称的根源在于现
阶段我国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脱节。
高中教师绝大部分为师范类院校出身，
对专业缺乏了解。“信息不对称导致了
在参加高考咨询会时，家长只关注热门
专业分数，而不会结合孩子的心理、爱
好和个人性格，询问对于孩子发展有利
的专业。”杨玉春说，盲目追求就业的心
态又会加剧冷门与热门的分化。

格专家建议

自身前景与兴趣

最重要

6月26日，省实验中学举
办的高校招生咨询会上，不少
心里有底的高分考生着眼于
专业选择。南京大学招生组负
责人刘春回答着各专业介绍
与学校选专业、转专业的政
策，他建议考生，了解专业时
可询问大学相关专业的老师，
或向学长了解。

杨玉春博士说，其实家长
关注就业率无可厚非，但报志
愿前，学生应了解各个专业的
本质与培养目标，针对自己的
性格爱好和发展前景去选择
专业，否则片面追求就业率，
而忽视了学生自身发展的要
求与希望，这样的结果往往会
影响一个人一生的发展。

杨玉春建议，比较理性的
报考流程为，考生在查询到高
考成绩后，首先了解自己成绩
在全省的排名，并确定自身分
数所能报考的学校范围。例如
一本线是按照一本院校招生
总计划的1：1 . 2划定的，如果
考生刚过一本线，则应考虑一
本报考较为冷僻的学校，同时
为二本报考做好准备。

天津大学齐宏志老师支
招说，比较理性的报考流程
是，将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分门
别类，根据各大学擅长的领域
和实力做个专业排名，根据自
己的考分理性选择。

记者了解到，目前，学生
进入大学后一般有机会调换
专业。杨玉春建议，在填报志
愿时，最好能够服从调剂，这
样可以提高最终被相关院校
录取的概率。

南科大复试山东两人获满分
能力突出但高考不理想的考生或被破格录取

本报济南6月26日讯(记者 杨凡 实
习生 朱松梅 王爱玲) 26日，南科大
2012年能力测试成绩出炉，该校山东招生
组组长张贤科说，山东172名参加考试的
学生中，有两人取得满分成绩。

张贤科介绍，此次测试山东考生成绩
不错。172名学生中，90分以上的有82人，没
有不及格的学生，最低分是68.4分。两名获
得满分的学生分别来自桓台和济南。

这是否意味着此次自主测试题目比较
简单、区分度不高？张贤科表示，虽然不少
学生取得了高分，但是每个题目都要不出
错也很难。他举例说，被不少人视为“简单”
的第一道题目“从1写到300”，就有不少考
生扣了分，10分的题有的考生被扣了5分。

据了解，南科大在录取时参照的录取
分数中，高考成绩、能力测试成绩、平时成
绩为6：3：1的比例。张贤科表示，南科大不

会再公布这三个成绩的具体分数，考生可
以自己根据这一比例折算成绩。“考生可
以跟我们保持联系，我们也会给出报考建
议。”

究竟会不会有考生因为能力测试成
绩体现的理解力、想象力等各项能力突
出，但高考成绩不理想而被破格录取？张
贤科表态很谨慎，“可能会有特殊政策，不
排除这种特别情况。”

“我这个分数能进你们学校

吗？”“你们学校什么专业好？”这是

连续两天以来，高考招生咨询台前

的“最高频”问题。一位大学招生负

责人感慨，关系学生未来发展的志

愿选择，越来越像一场猜分和就业

的赌博。多数考生对大学专业的了

解仅限于资料简介。专家认为，信息

不对称加剧了冷热专业的分化。

“啥专业最好”问住招生老师
不少家长盲目选专业，不顾孩子兴趣只重就业率
本报记者 徐洁 杨凡 实习生 周聪聪

26日，省实验中学邀请30多所高校
招生老师与考生面对面。

通讯员 范海沛 摄

2 6日，考生现场问“高
招”。 通讯员 范海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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