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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现实因素？ 每年高考填报志愿都让家长和学生头痛，因

为要考虑的因素太多，总是左右为难，举棋不定。那么到底

什么是自己的“最佳”专业？在确定“最佳”专业时，应该

考虑哪些现实因素呢？ 高考志愿是指高考考生在选择自己愿

意就读的高校与专业时，按规定向招生部门和高校就自己的

决定所表达的书面意见。通过填报高考志愿，一方面，考生

表达了自己的要求,包括希望就读于哪种学校、哪所大学，喜

欢什么专业等；另一方面，各高校又以学生填报的志愿为其

录取的基本依据，从众多的报考者中择优选拔合格的新生。

高校与学生之间的这种“双向选择”,正如人们求职、找工作

实行的“双向选择”一样。 填报志愿是高校招生过程中的重

要环节之一。无论对考生还是对学校和招生部门来说，都是

不可忽视的。高校录取新生，既要以文化成绩为主全面考查

学生的德智体条件，又要切实尊重考生志愿。对文化成绩上

了线的考生，学校应严格按志愿录取。特别是实行学生缴费

上学，毕业后自主择业的高教体制后，考生志愿将更加受重

视、受尊重。因此，高考志愿不仅极大地关系到考生能否进

入相应理想的院校、专业，关系到高校能否挑选到合格的学

生，更关系到国家的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考生、家长、学

校乃至社会都应重视填报志愿这一环节。 但是，在近几年招

生中，却出现了有的学校(专业)报考人数过于集中，有的学

校(专业)第一志愿在同批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上的人数为计划



招生人数的2倍、3倍乃至4倍、5倍之多，“撞车”现象严重

；而有的学校某些专业却很少有人或无人填报。出现这种情

况的原因很多，主要是一些考生和家长对高等学校的专业设

置情况、毕业生的使用情况以及社会需求缺乏了解，同时更

重要地是对自己的潜能和优势也缺乏清楚地了解。因此高考

志愿出现了很多误区，如争挤热门倾向，“钱途”倾向，包

办倾向，盲目攀比倾向，名校倾向，兴趣至上倾向等。陷入

这些误区并最终使考生上演“悲剧”，无不和忽视个人潜能

发展相关。 那么，到底是什么专业最好呢？可以说现在任何

专业领域里的职业都有顶尖人物，只有按照自己的潜能优势

去选择它，才是“最佳”的。只有这样,你拥有的梦想才容易

实现。 但由于选报志愿是个复杂问题，受“双向选择“的影

响非常大，因此，在人生第一次重大决策时，在选择未来“

最佳”专业时，要综合考虑和研究很多因素，但概括起来应

是两大因素：一是外在的现实因素，也可以认为是短线因素

，二是内在的个人潜能发展因素，也可以认为是长线因素。

对不同的考生而言，这两大因素之间虽然有机地结合比较困

难，但为了不至于“悲剧”重演，如何把握招生实际情况，

又能立足长远发展，我们分别根据不同考虑因素提供相应建

议，供参考。 (1)升学因素。重点考虑这一因素的考生或家长

，一般是把保证被录取做为第一目标，把其他因素放在其次

，这一般是高考成绩不大理想又希望尽快升学的考生。他们

最大的担心就是能否升学，因此在大学的专业选择面上存在

一些局限，甚至很多人宁可报考“冷门”，也不愿冒不必要

的风险。这种考虑对于他们是最现实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在保证能够被录取的情况下，仍应该考虑一下自己的潜能



和优势能否通过学这个专业得到更大发展，选择面虽然少，

但仍有选择。一方面，在有限的选择中，去选择更适合潜能

发展的专业，无疑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开端。另一方

面，虽然不能进入符合自我潜能发展的“最佳”专业，但如

果进入相近专业，同样为今后的“最佳”专业方向的发展打

下基础，再通过进一步地考研、读博得到修正。例如如果计

算机专业是自己的未来发展方向，但由于语文或化学成绩不

太好，影响了你的高考总分，与其报考风险较大的计算机专

业，不如报考较“冷门”的数学专业。有了数学基础，再主

攻计算机专业便有了扎实基础。 这类考生我们还有一个更重

要的建议，要想在未来得到长足、持续的发展，选择更适合

的专业比选择学校重要得多。因此，在有把握进入自己的“

最佳”专业时，可以考虑“降格”选择院校，如大城市到中

等城市，发达城市到发展中城市。在你追求人生目标当中，

有句名言相送：你可能不知道大多数人都知道的东西，但你

一定要做到，你知道的东西，大多数人不知道。 (2)就业因素

。把将来毕业后求职是否方便放在第一位，其它因素作次要

考虑。这往往是一类很有把握上线被录取的考生。能否容易

找到工作，这也是家长非常关心的因素。因为家长深有感触

，这几年我国的职业需求情况变换很快，甚至很多大学生“

毕业即失业”，孩子苦恼，家长痛心。基于这种考虑，本应

无可厚非，但有些家长过于把这个因素放在首位，而忽略个

人的潜能发展，将会得不偿失。原因有三：其一是职业“特

点”变换很快，难以把握，当你认为很“热”的时候，可能

快到“冷”的时候了，这和炒股一样，此一时，彼一时；其

二即使找到了需求很大的专业，如果做得不开心或不够出色



，或者说不适合这种职业，同样也容易淘汰。例如，目前计

算机网络编程的社会需求量非常大，即使你学了这个专业，

由于不太符合你的自我潜能发展，可能你会很快被激烈的竞

争淘汰掉。这种现象目前在我国出现很久了，有许多计算机

专业毕业的大学生虽然被企业录用，但只能做一般的计算机

操作人员，想改行，但因为缺乏其它专业学习的系统性，很

难。甚至个别学生连学业都难以完成。 因此，家长和考生们

切莫被眼前“火热”的就业形势所误导，在充分考虑就业前

景时，同时别忘了自我潜能是否能在这个领域得到大的发展

。 (3)成本因素。家庭经济困难的考生，一般要考虑选择收费

标准相对较低或奖学金、助学条件较好的院校和专业，而把

其他因素放在其次。有这种想法的家长和考生我们更能理解

，如果自己的潜能发展的确可以在这样的院校找到相应的专

业，那是最好不过了。但如果和自己的潜能发展太背离，也

许需要慎重考虑。例如，自我潜能可能应该在美术方面得到

最大发展，而由于经济问题，可能只好选择师范类的计算机

专业。如果是这种情况，家长和考生必须要重新算一笔帐，

也许进入了师范类的计算机专业暂时少花钱，最后可能也因

此拿到了文凭，但工作的不顺心和压力，可能会导致他重新

学习美术，到那时浪费的时间用金钱难以买到。当然不排除

可以利用业余时间来学习美术，但无论如何一个业余的美术

工作者很难与一个专业的美术工作者相匹敌。 好在我国已经

出台了“贷款助学”的政策，充分利用这个条件进入你的“

最佳”专业，可以一边学习，一边参加社会实践。到那时你

所享受的不光是学到了自己喜爱的“最佳”专业，同时也享

受到了终于有能力偿还贷款的一种快乐。要记住：在这样的



时代，时间比金钱更重要。 (4)名校因素。非名牌大学不去，

这是一部分“尖子”学生的普遍想法。如果仅仅是为了炫耀

和光彩，而和自我潜能发展的专业相去甚远，可能获得的是

暂时的“面子”，同时也得到了终生的悔恨。据调查，在目

前名牌大学校园中，相当一部分同学不适应本专业的学习，

惜日的“天之骄子”突然变成今日的后进生，自然难以承受

这种打击。轻微者，烦躁、失眠；严重者，精神崩溃、侵害

他人或自杀。虽然这和没有正确的学习目的和人生发展目标

有关，但相当一部分原因是专业的不适应。如果再缺乏相应

的引导，自然产生压抑的心理。 其实退一步，海阔天空。如

果选择更符合自我潜能发展的专业，即使院校稍微逊色一点

，但对自己的成才却大有好处。我们奉劝那些“尖子”学生

，在考虑名牌大学的同时，不要忽视专业。因为专业将可能

终生与你为伴，而学校只与你相处短暂的时光。未来社会虽

然需要通才，或复合型人才，但专业更是立足之本。选择了

更能充分发挥潜能的专业或职业，你的人生目标就会更远大

，就不会为眼前的考试、暂时的排位斤斤计较，因为你更醉

心于创造社会价值，更醉心于迈向自我实现的境界中。 对于

大部分考生来说，需要把升学、就业、成本和潜能发展等几

个因素综合兼顾，统筹考虑。事实上，许多家长，还有更多

的因素要考虑，如考生身体状况、院校或专业竞争状况、地

理方位、院校条件等，但无论如何你必须了解自己的潜能和

优势，因为命运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中，未来最大的赢家是善

于控制自我的人。 最后再提供一些其他寻找你的“最佳”专

业的相关思路和线索。在具体选报志愿时，可以这样操作：

打开中国地图，可以发现京广、京哈、陇海等纵横南北的铁



路大动脉把1000多所各类高等学校基本分成了4大块。在选志

愿时，可在“坐标轴”上各选几所院校作为候选，然后再分

析对比，排出先后次序，最后确定出各批次的第一、二、三

志愿。但在采用这一方法时要注意不要死盯住一省一市的院

校，特别是京、沪两市，虽然院校很多，名校也很多，但他

们历来是全国各地追逐的焦点，大家只往这两处挤就不合理

了，最好是将选报京、沪院校和选报他处院校相结合，选报

此一地区院校与彼一地区院校相结合，选择省内院校与省外

院校相结合。 注意在将候选院校清单排序的同时，一是按不

同录取批次分别排序，二是将不同批次院校又分成3个档次按

顺序排，便于最后确定第一、二、三志愿。在从大到小的搜

索过程中,也可采用先选大范围，然后逐步缩小的办法:先从自

己在本省考生中所处的相对位置着眼，看看在高考中正常发

挥能达到哪一批录取院校的分数线，结合自己掌握的信息，

从中挑出较大范围的一批院校。第二步是再缩小范围，即从

其中挑出不超10个的本省院校或外地院校备选。第三步是全

面权衡逐步淘汰一些，最后筛选出3所不同层次的院校，作为

自己的重点志愿院校。往后各批院校都可依此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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