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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晕 以前就总听人说“考试之前是考学生，考试之后是考家

长”，去年女儿高考后填报志愿时我可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

了这一点。 当年，我从3月份就着手在网上收集高考有关信

息，到高考时已经收集到300多条关于志愿填报方面的信息。

可是，看得越多越犯愁，“同一话题，信息渠道相同，说法

正好相反。如在选择专业上，有些信息显示‘计算机从业人

员将迎来新的就业高峰，将成为金饭碗’。但在有些网站上

，计算机专业被选为‘未来最没有竞争力的行业’，甚至个

别帖子还说是‘最烂的专业之一’，种种说法让人头昏。” 

建议：高考前后，家长最好多参考考生所在学校、相关高校

及各级教育招生主管部门发布的信息。如果遇到有疑点的信

息，可以向教育主管部门反映，以保证考生的正常报考工作

不受影响。 要体现兴趣特长 受访人：赵女士 我儿子现在是一

家体育类报纸的记者，但他大学的专业则是跟体育毫不相关

的经济学。高考填志愿时，我老公执意要让对文学、体育很

感兴趣的儿子报经济类专业，说“经济类专业将来赚钱多，

好找工作”。儿子开始不愿意，但架不住做父亲的软硬兼施

，最后时刻还是报了经济学专业。然而如愿考入经济学专业

之后，儿子发现这个专业实在太枯燥。4年的大学生活结束后

，儿子做了一名体育记者。也许真的是兴趣所在，这份工作

让他心情愉快，“感觉很幸福”。 建议：填报志愿时一定要

将个人兴趣、特长与社会发展形势相结合，分析考生自身的



特点和兴趣，将个人兴趣、个人能力与社会发展相结合，既

不要盲目追求热门专业，也不要只顾个人兴趣，要做到理性

与感性相结合。 尊重孩子的选择 我的孩子是去年参加的高考

，因为是补习生，我们希望他能报个好点的大学。我们对填

报志愿不是很了解，所以比较尊重孩子的选择。当时，他的

第一志愿是河南的一所大学，第二志愿是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因为分数和招生人数的限制，第一志愿没有被录取，他只

好去了成都。不过，孩子对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很喜欢，而且

该专业也是近年来比较“热”的专业，从这将近一年的学习

情况来看，我们填报的志愿还是比较正确的。 建议：填报志

愿的时候，家长应该只起辅助作用，应尊重孩子的选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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