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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影响 让她坚决选择了法学

9月5日上午，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记者在学生公寓见
到孙嘉欣时，她正在与舍友
闲聊。初次见面，两个小伙伴
聊得十分热络。孙嘉欣告诉
记者，她之所以选择山东政
法学院法学专业，是受父亲
的影响。孙嘉欣的爸爸在当
地县法院工作，“从小就经常
看父亲翻看的法律书籍，虽
然那时候看不太懂。”但这并
不影响孙嘉欣对父亲的崇
拜，在父亲潜移默化地影响
之下，她从高中分科时就将
高考志愿定位为学法律，并
因此果断地选择了文科。

孙嘉欣今年高考考了
544分，山西省今年一本线是
542分。只超过一本线2分，即

便填报了一本志愿，也没什
么好学校可选。但在二本不
同，以孙嘉欣的成绩，是有不
少好的二本院校可选的。但
孙嘉欣选择了文科在山西只
有3个计划的山东政法学院，
而且只填报了山东政法学院
的法学专业，“其他志愿都没
报。”她自信地说，当时主要
是觉得这个分报山东政法学
院的法学专业是稳录的，所
以才敢这样填报。

无独有偶，四川简阳考
生任了一也是以超过一本线
的高考成绩报考了在当地按
照二本批次招生的山东政法
学院，专业也选择了法学。任
了一今年高考考了553分(文
科)，四川省今年的一本文科

线是540分。他之所以做出这
种选择，也与父亲有着直接
关系。任了一的父亲任立毕
业于西南政法学院法学专
业，大学毕业后曾在政府部
门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后
来“下海”干起了律师事务
所。任立告诉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记者，任了一给自己的
定位是将来做一名法官。

至于选择山东政法学院
的法学专业，任了一则是在
父亲的建议下做出的选择。

“毕竟我在行业内工作，对各
高校法学专业还是有点了解
的。”

来自甘肃兰州的任清
宇，今年以文科617分、甘肃
省第189名的优异成绩，被

山东大学经济学专业录取。
他的学校和专业选择，也是
受到了父亲的影响。在正式
报到前，任清宇从未到过山
大，但他对山东和山大早已
了如指掌。山大地处孔孟之
乡，尊师重教，学风很好，连
称呼人都一律是“老师”，他
一清二楚。这些认知，都是
源自三十年前在山大求学
的父亲。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近日做了一项关于“谁影
响了你的高考志愿选择”的
调查，截至下午4点，共235
人投票，206人选择了“受家
庭影响，也就是受到父母或
亲戚朋友的职业影响”占比
87%。

医生和教师职业 对孩子志愿选择影响最大

调查发现，医生和教师职业对孩子
的高考志愿影响最大。206名选择“高考
志愿受家庭影响的”受访者中，超过三
分之一来自医学世家或教师世家。

山东大学校长奖学金获得者、临
床医学院临床医学齐鲁医学堂2015级
本科生刘曦涵用“耳濡目染”来形容自
己的成长环境。刘曦涵的父母都是医
生，她从小就在内心深处悄悄种下了
一颗悬壶济世的种子。高考结束，当同
龄人还在犹豫选择哪个专业以后好就
业的时候，刘曦涵只是带着一份优秀
的成绩单默默敲响了机会与梦想的大
门。“就是想成为一名好大夫，爸爸妈
妈职业生涯的点点滴滴在我的心里埋

下一颗种子，当自己有能力选择未来
的时候，种子就会长成大树。”在志愿
填报时，山东大学临床医学八年制成
了她的第一选择。

每年在大学迎新采访中，无论是
在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还是山东中医
药大学，出身医学世家的新生屡见不
鲜。山东中医药大学2017级公费医学
生中医学专业的刘宗州当年本科普通
批的12个院校志愿全部选择了中医类
院校，专业则选择了中医学。之所以做
出这种选择，是因为刘宗州家中“从祖
爷爷辈就从事中医行业。除了爷爷辈
出现过断档外，从祖爷爷辈开始一直
到父辈，每一辈里都有人从事中医行

业。”刘宗州说，尽管自己从小接触中
医并不算多，但中医似乎已经在他心
里扎了根。因此，到了填报志愿的时
候，他把自己所有志愿院校的第一专
业都填上了中医学。

除医学类专业的报考比较容易受
到家庭影响外，教师类专业也常常是家
庭环境的熏陶。山东师范大学今年的最
小新生、不到15周岁的聊城女孩韩晓力
的录取专业为历史文化学院的公费师
范生，她的舅舅、叔叔是老师，爸爸也曾
经是老师。家里人给了她更多课堂之外
的知识拓展。至于志愿选择，也是水到
渠成。韩晓力说，她非常希望能回到家
乡做一名老师。

家庭的影响固然重要，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
多的家长开始尊重孩子的
兴趣。“我就觉得孩子的专
业兴趣如果能够与家庭传
承相契合，那最好。”本报高
考交流群有家长认为。不
过，如果二者不能契合，也
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在院校
和专业选择上愿意尊重孩
子的兴趣。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在山东大学的迎新采访
中发现，该校护理学专业今
年一下子来了15个男生，而
且都是自愿选择，这背后便
源自家长对孩子兴趣的尊
重与支持。此前，山大护理

学院往年迎新很难找到男
生，2018级男生数为0，今
年该院迎新有些体力活甚
至只能请大三的男学长帮
忙。然而大三的男学长，也
不过三个而已。

山东省实验中学的黄
启琛和朋友崔方明都是山
大护理学院2019级新生，
两个人是发小，这次不约
而同地报了山东大学护理
学院，还被分到了同一个
宿舍。黄启琛说，他和崔方
明在高中时期就被同学们
打趣称呼为“护士长”，“其
实之前对这个职业也了解
过，可能现在有些人还是
觉得护理专业就是护士，

但我自己觉得当个男护士
也挺好的，而且我爸妈还
有亲戚朋友都挺支持的，
其实大家观念也转变了，
我们学校本来观念也挺开
放的，我自己觉得这个专
业 有 很 多 可 以 研 究 的 地
方，同学们对我们学这个
也没什么不好的看法。”黄
启琛说。

崔方明的妈妈告诉齐
鲁 晚 报·齐 鲁 壹 点 记 者 ，

“孩子的专业是他自己选
的，我们也尊重和支持孩子
的选择，孩子也挺懂事，他
之前跟我说，学这个专业还
可以到老了伺候我和他爸
爸，我们也支持他继续深造

的。”给儿子拍着各种照片，
崔方明也希望儿子在自己
选的这条路上走得开心快
乐。

本报高考交流群家长
“附中20物化地荣”是个医
务工作者，她说自己也是受
家庭影响选择的专业，但她
的孩子对医学不感兴趣，选
科时没选生物，“我尊重他
的选择。”

调查中，七成以上家长
表示，在高考志愿的选择上
愿意尊重孩子的专业兴趣。
不过也表示“会帮助孩子更
多了解大学和专业，毕竟孩
子见的世面还少，未必能做
出科学判断。”

高考成绩过了
一本线，却报考了
在当地按照二本招
生的山东政法学院
法学专业，而且只
填报了这一所学校
一个专业！9月5日，
山东政法学院迎新
生，来自全国19个
省市的2700余名新
生前来报到，其中
包括来自山西的孙
嘉欣。她的专业选
择，受父亲职业的
影响。

近日，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
通过采访、问卷调
查发现，像孙嘉欣
一样，不少受访者
高考志愿选择受到
父母亲或亲戚朋友
的职业影响。其
中，医生和教师职
业对孩子的高考志
愿影响最大。

“00后”志愿选择 家长更尊重他们的兴趣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徐玉芹

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现场（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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