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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77/2021_2022__E5_BA_94_

E8_AF_95_E4_B8_93_E5_c65_177080.htm 就业难已经不仅仅是

一个话题，更是大学生必须面对的社会现实，既然“隔行如

隔山”，转到新的行业很难适应，为何不在上大学的时候就

选好专业，而非要等到毕业时为找不到工作而苦恼呢？4月23

日的“二模”之后，学生就要面临填报高考志愿的难题，如

何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同时又最具有前景的专业？这成为

学生和家长当下最关注的问题。 个案 报中文还是法律 乖乖女

无所适从 小蓝是一所市重点中学的高三学生，学文科的她文

文静静，平时成绩一直很不错。按她现在的成绩，考一所重

点院校应该不成问题。 眼看高考就要到了，报考什么院校自

然成为全家的头等大事，妈妈极力规劝她报考中山大学中文

系，觉得比较稳妥，考上的机会最大；而她自己觉得做个律

师很不错，想学法律；妈妈周围的朋友也都热心地帮她提建

议，认为以她文静的性格，去学习酒店管理比较适合，她想

想也觉得不错。但是如今就业竞争这么激烈，现在热门的专

业可能过了四年就找不到工作，她觉得无所适从，不知道该

怎么办。小蓝该怎么选择呢？哪些专业会是四年后的新热呢

？ 专家建议 主修心理学 辅修公共关系 新东方指导大学生就

业的职前教育专家黄波建议，如果小蓝这种性格是她的本质

性格，那么法律专业不是很适合她，他建议小蓝学心理学，

并辅修一门公共关系。因为公共关系很需要了解别人的心理

，这种复合比较合适，既符合她的性格，又有利于就业。但

是他认为，孩子在高中时候的性格很多不是真实性格，他建



议小蓝最好到专业的性格测试机构测试出自己的真正性格。 

专家分析 兴趣 理性=竞争力 切勿盲目追热，兴趣为主 黄波表

示，现在大学生就业难，很多都是由于自己选错了专业造成

的，所以需要进行专业的辅导和分析。 他认为，兴趣是报考

专业时最重要的因素，报考前受亲友和未出校门的在读大学

生的误导，导致了报考的专业与兴趣不匹配。学了自己不适

合的专业，对专业钻研不进去，会导致毕业后竞争力不强，

最后败下阵来。一旦想回归喜欢的专业，却没有专业知识，

尽管手里有个大学毕业证，但在喜欢的行业里，却只能重新

起步，浪费了四年宝贵时间。 其次，报考的时候不能只顾报

考热门、高薪的专业，看到金融、IT这样的黄金行业，就一

拥而上，没有考虑几年后的职场的供求关系，结果毕业时热

门变冷，到处碰壁，追悔莫及。 他还强调，无论选什么热门

专业，都要在自己的兴趣范围内。否则做一份自己不喜欢的

工作，最终转行，就会丧失很多的时间和机会成本，只有把

兴趣和理性选择专业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有竞争力。 黄波认

为，现在工薪差距主要在学历上，所以只要能上个比较好的

本科，专业比名校更重要。 心理、翻译人才有需求 针对什么

专业会成为未来新热点的问题，他认为，四年后的热门专业

很多都是现在冷门的专业。例如现代都市人的心理问题逐渐

凸显，心理学人才又少，将来一定是个热门行业。而外语的

热度会一直持续，韩语等小语种将成为热中之热。现在很多

韩企出5000元/月都找不到韩语人才，所以翻译人才也会成为

黄金职业。 复合型人才就业优势大 他预测，复合类人才会成

为企业热门人选。如果单单是学软件的毕业生可能很难就业

，但如果他还会日语，将成为稀缺人才，甚至月薪高达上万



元。他建议，如果是很文静、耐得住性子的理工科类学生，

最好有针对地学一门外语，比如德国的工程自动化很强，学

这个专业的就应该有针对性地选择一门德语作为第二学位，

毕业后会十分抢手。 同时他也提醒，选择双学位的时候，不

要选择毫不相关的第二学位，如果学机械的去辅修公共关系

，对就业没有什么帮助。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