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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志愿兴趣比“热门”更重要

选择专业时

要知己知彼

很多考生和家长在选择专业时往
往并不了解专业内容，只通过看专业
名称来确定报考专业。实际上，有些专
业虽然在名称上看起来差不多，但实
质却有很大差别。像财会专业与财政
学专业，财会专业属于管理类专业，
而财政学专业属于经济类专业，所属
的学科门类就有不同。财会专业的学
生要学习会计学、管理学方面的基本
理论、基本知识和一些实践操作技
能，接受科学的操作技能和科学思维
训练，具有较强应用技能和实践能
力；而财政学专业属于应用经济学科
下的一个专业，它主要研究政府部门
在资金筹集和使用方面的理论知识、
相关制度和管理方法等。综上所述，
考生和家长在确定专业之前，尤其是
名称上看起来很近似的专业，首先要
了解清楚该专业的具体情况，学习的
相关内容及未来的就业前景等，以便
更加科学、合理地确定报考专业。

另外，全国的高校有很多，每所
学校开设的专业也是形形色色。近几
年，高校越来越多地偏向于综合性大
学，出于社会发展及学校自身建设的
需要，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学校增设
了与学校强势学科无关的专业，这些
专业可能由于开设时间短，师资力量
不足等原因，综合实力就会稍差一
些。

专家提醒，每一所大学都有它的
长处和短板，在选择专业时要对学校
有一个深入了解，自己想学的专业一

定要到合适的学校去读，这样才能让
自己的分数“物超所值”。

热门专业

不应盲目填报

每年填报志愿时，总会有一批“热
门专业”备受考生和家长青睐，其实这
是一种不恰当的认识及做法。一方面，
专业的热度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产
生变化，不会一直热下去或冷下去；另
一方面，自己认为热门的专业，可能也
是其他人认为热门的专业，报考考生
增多，不但加剧了竞争的激烈程度，还
会加大自己考取的难度。同时，一个专
业即使再“热”，再“火”，它对员工的需
求量也是有一个限度的，如果大家都
盲目报考，有可能会造成某一专业的
人员“供给过剩”，反而会产生“就业困
难”的问题。

明确自己的兴趣爱好

及发展方向

有的考生在填报专业时，缺少自
己的主见或者是为图省事，盲目随大
流。看到自己身边的同学、朋友报什么
专业，他也跟着报什么专业，既不考虑
自身的学习能力和兴趣爱好，也不认
真了解所要报考专业的具体情况和信
息。这就可能造成被相关专业录取后，
发现自己根本就对这个专业没有兴
趣，同时也不符合自身的特点，无疑，
这样学下去就会很吃力、很痛苦，对自
身专业能力的培养也会造成很大的影
响，在未来的就业过程中也会处于不
利的境地。

另外，根据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
接受调查的学生中，大约有50%左右
的学生所学的专业是由家长做主选择
的，应当说，这一现象是可以理解的，
一方面，家长们看到孩子的学习非常
辛苦，不想让他们在专业选择上再耗
费更多的精力，另一方面，家长们认为
孩子的社会阅历较浅，考虑问题不成
熟，在专业选择上有可能会出现偏差，
因此出于帮助孩子的目的为他们选择
了专业。

但是，家长在选择专业时，往往
会忽略孩子的自身情况，如学习基
础、性格特点、兴趣爱好等因素，更
多地是出于自身主观的意愿、想法来
为孩子来选择专业，最后有可能选了
一个孩子毫无兴趣的专业，这样做短
期内可能会使子女的学习热情受挫，
影响最终的考试成绩，从长远来讲，
也不利于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和生
活。因此，家长在为孩子选专业的过
程中，要充分了解孩子自身的想法和
意愿，多与子女进行沟通，多倾听他
们的意见，正确地引导孩子，通过自
己的亲身经历、经验和了解到的专业
知识、信息给孩子介绍专业的学习内
容、发展前景、就业形势等情况，让孩
子发自内心地接受你的观点，最终达
成双方意见的一致。

最后还要提醒广大考生一点的
是，出于自身发展等方面的考虑，有的
人会选择去省外院校就读，对此，专家
提醒，到省外读书一定要防范“被忽
悠”。选择省外学校的时候千万要弄明
白情况，有条件的最好实地探访一下，
或者在填报之前打听明白，不要等到
最后学校报到时才追悔莫及。

征集志愿是指各批次
录不满额的院校或在当地
有增加招生计划的院校，在
每批次录取完成后，由省级
招办向社会公布院校招生
缺额计划，组织考生根据缺
额计划再次填报志愿或者
的一种志愿形式。

平常人们关注第一志愿
比较多，一旦第一志愿填报
失利，征集志愿就有可能成
为决定命运的“尚方宝剑”。

哪些学校会参加志愿
征集？

通常有两类学校参加，
一类是正常录取时志愿不
满额的院校，分三种情况，
一是院校太热或者太好，考
生不敢填报，虽然发生的概
率较小，但每年都有；二是
太冷或者太差，这种缺额最
普遍，也是征集志愿的主
力，如地处边远省区及中小
城市的院校，农林地矿院
校，刚升格进入高一批次的
院校，民办院校及部分高收
费的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等；
三是考生专业志愿与院校
专业计划不匹配，出档范围
内的考生没报某些专业，服
从专业调剂的考生数量又
不够计划数，虽然线上生源
充足，但高校仍然出现缺
额。二类是正常录取时计划
已满额，但高校认为生源质
量好，追加计划。

填报征集志愿要注意
哪些方面？

当次征集志愿的计划

只按考生当次填报的征集
志愿投档，所以考生在填报
时也应谨慎。

关注征集计划。征集志
愿计划在《招考指南》里是
没有的，但一些项目是相通
的，考生可以查看网上即时
公布的“征集计划”。一般征
集计划数少的、学校好的，
会吸引分数比较高的考生，
报考这样的高校，需要相应
的高分数；计划数量多的、
学校名气一般的、专业比较
杂的高校门槛会较低，适合
分数偏低的考生选择。

关注招生要求。征集志
愿计划除了院校、专业、代
码、人数外，部分院校和专
业还注明招生要求，如性别
要求、单科成绩要求、收费
标准、办学地点等。考生要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所
侧重。特别是专业倾向性强
的考生一定要查阅有关高
校的原始招生专业目录，看
有无相关的专业群，再决定
是否填报，不要走对了院
校，却进错了专业门。

值得一提的是，每个批
次最后一次征集志愿后，仍
然缺额的高校，省招考院会
进行院校调剂，希望在本批
次录取又不太计较专业的
考生可填报服从院校调剂
志愿。考生和家长要正确看
待志愿，客观评价自己的位
次，敢于接受现实，坚持填
报每一次征集志愿，不放弃
每一个上大学的机会。

征集志愿：

看清条件莫错失良机

进入8月，我省夏季高考专科填报志愿线便将公布，8月2日，考生即可填报专科一志愿。近日，
记者在各高中采访时发现，不少考生在“填志愿”时十分纠结，对于很多问题都拿捏不定。志愿到
底该怎么填？怎样才能更好地“量分择校”呢？针对这一问题，记者咨询了相关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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