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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0_83_E9_9A_BE_E9_c67_254631.htm 高考填报志愿时，绝

大部分考生都会遇到尴尬的选择：学校上进一档，在专业上

可能要退一步；录取批次上一等，学校实力就不能挑剔，犹

如“鸡头”与“凤尾”，选哪个都难以周全。与此同时，广

东考生每年也会为“究竟报不报考外地高校”而千思百虑，

家长既担心孩子适应不了外地生活，也担心毕业后回到广东

难找工作。等等这些都成了考生填报志愿时的“头疼”事。 

好专业VS好学校 个案：为了名牌学校放弃专业兴趣，欲转专

业方知难上加难 三年前，湖南籍学生小周为了进入名校中山

大学就读，狠下心填报了自己并不喜欢的“护理学”专业。

她考虑到，中大在湖南招生专业和人数有限，相对而言报考

“护理学”的人较少，竞争不太激烈，录取较有把握。小周

觉得，“无论如何也要先挤进中大的校门再说。” 后来小周

果真被中大护理专业顺利录取。但她很快就发现对本专业“

没有一点兴趣”。她开始想方设法咨询转专业的问题。但校

方的回答是：“必须成绩名列年级前10%才有机会转专业。

”小周为此很苦恼，但她还是硬着头皮费心苦读自己不感兴

趣的护理专业。她经过努力还是成功地转读了自己感兴趣的

“新闻”专业，但如此一折腾代价也不小。小周发现，自己

与一般新闻专业的同学比基础差很多，学起来也很吃力。她

说，“早知如此不如当初选报暨南大学新闻系了，虽然学校

实力没有中大强，但专业实力也非常强，说不定专业知识学

习更扎实。” 提醒：考生填报志愿时不仅要考虑学生的“牌



子”，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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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了解，目前中国绝大部分高

校对于在校大学生转专业还设置比较高的门槛。据暨南大学

招生办主任庄友明介绍，一般来说，只有一定比例成绩优异

的学生才有二次专业选择的机会，理科相对转文科容易，但

暨大规定文科一般不能转理科，“这主要考虑到由于基础不

同，很多文科学生即使转了理科专业也未必能顺利读下去。

” 填报志愿&amp.职业生涯 个案：盲目填报志愿，报专业不

考虑个人兴趣特长，未来职场遭遇挫折。 年近30岁的小赵前

段时间放弃了稳定的工作与收入，毅然辞职考研。作出这个

孤注一掷的决定，全因他多年前盲目填报高考志愿引起的。

当时，小赵并不了解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专业是什么。在没有

过多咨询的情况下，他选择填报了某重点大学的“环境资源

管理”专业。如读大学后，他才如梦初醒，“这个专业并不

是自己感兴趣的”。他想到了转专业，但由于几次考试的成

绩达不到有关标准，他不得不放弃。 在大学四年，面对自己

不喜欢的专业，小赵读得非常吃力，好几门专业课都“亮了

红灯”，补考才通过。毕业后他勉强在一家事业单位找到了

工作，收入不高但福利尚且不错。几年下来，小赵内心的压

抑感丝毫没有减少，总后悔当初的盲目选择。经过反复考虑

，小赵感觉只能通过“读研”，将来才好转行。眼看着已

经30岁的人了，要拾起书本重头开始，小赵觉得“心情很沉

重”。 提醒：很多职场人士由于当年盲目报考高考志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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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考填报志愿其实已经是人



生职业生涯的第一步。通过对个人兴趣、爱好、特长，未来

就业趋势等分析，考生应该提前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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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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