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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只是几张试卷那么简单，也不是仅仅考核学生的知识掌

握情况那么轻松。2007年的高考已经不远了，在升学这条道

路上，重重“机关”又摆在了07届毕业生的面前。在这个紧

张的时刻，我们希望用相对专业的眼光、尽量详尽的解析和

长期的经验来为考生、为家长提供参考，帮助高三学子顺利

“冲关”。 学校PK专业 高考填志愿，二选一的问题：选好学

校，有可能要舍弃好专业，退而求其“次”；想填个好点儿

的专业，选学校上就得有所顾忌，因为好学校的好专业肯定

是要“挤破头”的。选好专业？还是选好学校？这是一个让

人头痛的问题。考生们究竟该怎么办？对此，多位成都高考

志愿填报指导专家告诉记者，选名牌学校不等于给前途加了

保险，填志愿时更应看重专业，同时结合学生的兴趣特长，

把握好一个“度”字。 个案一：选名校 先问清能否转专业

2005年，成都学生小黄在填报志愿时打了一个小算盘：一定

要考入一流名校，为达到这个目的，她决定放弃自己喜欢的

外语专业，而改选一些冷僻的专业，比如护理专业等。果然

，小黄当年真的考上了上海某一流名牌大学，她正是选择了

自己不太喜欢的护理专业，按照她的预想，名校竞争肯定激

烈，但处于上海的该校在四川招生专业和人数有限，而报考

该校“护理学”的人却是凤毛麟角，竞争并不激烈，录取较

有把握，进了学校再转系，岂不两全其美？“我当时想，无

论如何，先挤进门再说。” 不料人算不如天算，在该校护理



专业读了一年以后她发现，所学的知识不仅对她来说枯燥无

比，而且很难掌握。更糟的是，当她想去申请转系的时候，

学校却告知她：“成绩必须达到年级前10名，才有可能转专

业，而且不能转到英语系。”而决意要转系的小黄虽然“一

个头两个大”，但她最后还是只能硬着头皮日夜苦读，终于

成功转到了中文系。虽然学中文比学护理有意思了，但小黄

却发现，由于自己基础差，学起来还是很吃力。她说，“早

知如此，当初不如报四川大学外语系了！” 冲“关”点评：

据了解，目前中国绝大部分高校对于在校大学生转专业还有

不少限制，设置了较高的“门槛”。考生填报志愿时不要光

考虑学校的“牌子”，更重要的是应该结合个人的兴趣和特

长，不能把所有希望寄托在进入大学后再“转专业”，或者

应该在填志愿时搞清所填学校能否转专业，有些什么条件等

。 市场PK兴趣 个案二：志愿得照顾个人兴趣 28岁的小张说

，多年前，他不太清楚填报志愿的重要性，结果填错志愿，

如今后悔不已。小张说，当初他并不了解自己真正感兴趣的

专业是什么，填志愿时，也没多问老师，凭着主观臆断填报

了某重点大学的“环境资源管理”专业。“哪晓得这个专业

并不是自己感兴趣的！”由于自己对专业知识非常不喜欢，

导致他好几门专业课都“亮了红灯”，补考才通过。想转专

业，但学校没有相关规定，自己的成绩又不算好，最终他不

得不放弃。 毕业后，小张勉强找到一份工作，收入不高。几

年来，他内心倍感压抑，对当初的盲目选择非常后悔。如今

，小赵有了个主意“读研”，将来再转行。“我都快到而立

之年了，却要拾起书本重头开始，真是可笑得很！” 冲“关

”点评：高考填报志愿其实已经是人生职业生涯的第一步，



很多职场人士由于当年盲目填报高考志愿，导致了今天的职

业脚步紊乱。因为专业与职场一衣带水，相关相连，即使金

榜题名，却也有不少人因为错报专业“入学时喜笑颜开，出

校时愁眉苦脸”。正确的方式是，应该通过对个人兴趣、爱

好、特长，未来就业趋势等分析，提前作一个粗略的职业定

位、职业规划。输在报考专业，也许将意味着输在职业的起

跑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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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