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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录取线只是参考线 案例：目前在邵阳高等专科学校管理

科学专业就读的小薛同学告诉记者，她当年的高考成绩上了

本科线，参考上年的录取线，她的志愿主要填报了区内的宁

夏大学、西北第二民族学院的中文系，但当年区内院校录取

分数却出乎意外得高，最后被调配到邵阳高等专科学校管理

科学专业质量管理方向。心灰意冷的她直到开学快上课了才

去学校报到，发现这个专业和自己心仪的中文相去甚远。没

有兴趣，也就没有动力，现在她能做到的只是保证课程不挂

“红灯”，争取顺利毕业，同时在本专业外多读书，寻求发

展。 反思：小薛同学说，许多人拿自己今年的高考成绩去“

套”上年、前年的分数线，殊不知每年的考题、考分、考生

数、分布等决定分数线的因素都是变化的，上一年的分数线

并不意味着今年也是同等分。同时，大家都觉得自己的成绩

不高，都去报上年录取分数相对较低的学校，结果造成志愿

撞车。 选专业：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案例：重庆工商大学国际

经贸专业的史瑞同学今年上大四。她告诉记者，经过几年的

学习，他对自己的专业还是相当满意的。由于对语言、经贸

感兴趣，在志愿选择上她直奔国际经贸。她说，如果让她再

选择一次，她会在充分考虑自己成绩的同时，还是倾向于经

贸类以及一些偏向文科的院校，因为她了解到，理工科院校

的文科专业不一定很强。 反思：是选择学校重要，还是选择

专业重要？历来是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史瑞认为，首先



要符合自己的兴趣，如果选择了一个不喜欢的专业，那将非

常痛苦。在选择时要知道，好学校也有一般的专业，一般学

校也有很强的专业。 专业≠职业 案例：顾涛毕业于银川一中

，200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专业，从事的工作却

和教育毫不相关。在大学时，他通过课余时间修习网页制作

和信息技术，毕业后，特长和爱好使他成了一名IT从业者。 

分析：虽然专业和就业关系密切，但又不等于职业。考生对

专业的选择，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学科特长、兴趣爱好、个性

特征等等，不能将现在选择专业完全等同于4年后选择职业。

“冷”与“热”的争论 案例：中国农业大学交通运输专业的

郝强2003年参加高考，毕业于银川九中，高考分数475分，过

重点线不多，是典型的“鸡肋分数”。小郝在选择时充分考

虑了学校因素，交通运输虽然不算什么热门专业，但自己比

较喜欢，所以果断报考。他说，如果你考了一个“高不成、

低不就”的分数，最好还是选一个一批院校，因为这样的院

校无论从学校的品牌还是师资都具有优势，同时对自己以后

的发展，无论是就业还是考研都大有裨益。须知现在用人单

位多半看的还是学校的牌子，所以，从现实出发，还是要把

选择学校放在首位。 分析：考了一个“不高不低”的分数，

在专业的选择上就不能一味朝那些所谓的“热门”上靠，而

是选择一些大多数人认为比较“冷”的专业，也许刚刚“踩

线”就能被录取。 充分考虑学校的地域因素 案例：刘利文同

学今年毕业于兰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他说，找工

作就吃了地域因素的亏。兰州本来地理位置就比较偏，我又

在兰大榆中校区，这儿离市区还有50公里。有些单位招聘，

嫌榆中校区远，来都不来。一些知名公司因为费用、工作效



率等等，走到西安就不会来兰州了。说良心话，论素质，不

比他们差多少，但人家占了地利，如果让我再选择，我会选

一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学校。 反思：北方民族大学音乐

舞蹈系去年的毕业生王曦没有找工作，而是继续复习考研。

她说，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底蕴和艺术内涵，大学所

在的城市决定着艺术发展状况，她会再选择一个南方发达城

市的大学，继续学习。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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