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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版 作者：粟嘉 对于考生来说，要在高考填报志愿上数百

个形形色色的志愿名称中找到一个真正合自己心意，在校几

年既能学到东西，毕业后又能找到一份对口、满意工作的专

业，绝对是一件大伤脑筋的事。 好多高校都会在临近高考前

夕到一些中学面向高三学生做宣传，那时候大学和专业介绍

的宣传材料贴满了校园，好多学生都围着看。介绍材料中充

满了高科技的概念名词和专业术语，让单纯的高中生们云里

雾里。个个专业都看起来很美，但究竟这个名称下专业学的

是什么，有多大的发展前景，是不是自己所想象的那一个专

业，就概莫能知了。 五花八门的专业，有的可以从专业名称

和院系名称，顾名思义地大概“猜”出专业性质、培养目标

和教学内容，像船舶与海洋工程、光信息科学与技术、国际

经济与贸易、材料科学与工程、建筑学，学习内容指向明确

，行业特色鲜明，辨别容易。而有些专业名称概念比较笼统

，范围又特别大，像安全工程、生物技术、金融工程、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连老师都不能完全明白其所以然，便常

常根据往届弟子的报考来做大致推断，指导效果不很理想，

考生们更是只好跟着感觉走，抽彩般胡乱填报了。 于是，就

产生了种种误会，比较典型的有以下几种： 最合乎情理的误

会老专业、新名词 误会这些专业，是合乎情理的专业就是那

个专业，名字一丝不错，有的连就业单位都能蒙住，没办法

，谁有那么多能耐打探尽它的前世今生？ 这类专业俗称“新



瓶装旧酒”。一是为提高生源质量，二是国家也要求专业名

称规范，很多高校刻意把专业与“贸易”、“信息”、“自

动化”等联系起来，纷纷开设相关专业，一些名称中带有“

国际”、“信息”等时髦字眼的专业异常火爆。改名称，也

没什么不好，关键是看有没有相对应的师资和教学实验设备

，但就目前情况来看，许多二三流的大学由于经济因素，并

未能及时培训或者引进师资，实验条件也不完善，甚至开的

还是老课程，这就容易误人子弟了。还有的虽然及时更新了

师资和硬件设备，但社会需求并不旺，导致就业招生冰火两

重天。有的虽然招生就业两旺，但学习内容却不在常人的想

象当中，一些考生可能会感觉到与自己的兴趣不吻合，从而

心生不满。 这类误会，以信息类和管理类学科为最。 地理系

常常改为环境科学系，搭上环保信息快车，下设“资源环境

与城市规划管理”“地理信息系统”，招生无忧。其实专业

是顺应了改革大潮，只是社会对此不是很热情，这类专业，

要红起来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管理学中，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专业是个典型，这个专业在很多院系中都有开设，有的甚

至是一所学校的下属几个院系同时设有，有的是名副其实，

学的是计算机，有的却是由“档案学”专业移花接木，或是

由图书馆学、情报学演变而来，它们将信息电子化了。这种

现象，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判断，就是上这个学校的网站

看这个专业设在哪个院系之下，由院系名字就可以判断出它

到底是哪个专业方向了。这样，才能够把握好自己可以学习

什么样的东西。 交通运输是工科类专业里面比较热门的一个

专业，但是在不同的学校里，它的培养方向却有所不同。在

北京交通大学，它更侧重铁路运输管理，而在大连海事大学



，则侧重航道和船舶运输管理。 近些年“大热”的电子信息

工程专业，虽然很多高校的专业设置都大同小异，但在一些

行业特色非常鲜明的学校里，仍有不同含义，如在中国民用

航空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也叫航空电子，主要是学习电子技

术基础、惯性导航系统等与航空电子维护方面的课程。毕业

后将成为电子设备维修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和工程管理人才

。学生们常戏称自己是“修飞机的”，而且毕业生一般会在

外场作业，劳动强度大，对人的体能有很大的考验，这样的

专业，就不适合兴趣在纯电子技术方面的考生和女生报考。 

此外，还有“石油勘探”改为“能源工程”，“机械维修”

改为“机械自动化”⋯⋯不能一一道来，大家多注意看它的

开设时间长短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不过，老专业新名称的情

况，也要区别对待，有的是为了更规范的表达本校专业目的

的，不在上述之列。就像浙江大学的能源与环境工程及自动

化肇始于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济南大学的工业工程专业脱

胎于机械设计及自动化专业。北京工业大学的公路与城市道

路专业更名为交通土建专业；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土木工程专

业更名为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专业⋯⋯这些专业名称细化，

更适合考生参考和理解了。 求新求异是人的本性，对于一些

传统的老专业，人们总是容易忽略，殊不知“桃红又是一年

春”，眼光要与时俱进才行。 “旧瓶装新酒”是这类专业最

好的注解。虽然专业名称还是老样子，但其内容、地位和就

业方向早已随着社会的发展而焕然一新。这些以传统的“老

黑难”专业和基础学科为最。 石油工程、石油地质、勘察技

术、土木工程、资源勘察、地质学、应用地球物理、核技术

与核工程等专业，由于就业后工作条件相对较为艰苦，因此



历年来报考人数偏少。但是随着目前石油、煤炭、国土、冶

金等传统行业复苏，环境资源的进一步强化，对上述专业人

才的需求量猛增，从业环境也在大幅度的好转。石油地质、

勘察技术专业在这方面尤为突出。以前的勘探需要翻山越岭

的找矿，采样、手工制图。而现在大多是卫星定位系统的勘

测，电脑控制绘图，工作条件和待遇不止比以往好了三五倍

，每年的毕业生更是供不应求。 西藏、新疆、云南等地的地

矿部门，不仅对签约的大学毕业生提供诸多优惠条件，还积

极和高校签订“订单”式培养合同：凡签订协议承诺毕业后

“定向”前往这些地区工作的学生，其全部学费和生活补助

，都由上述地区的地矿部门“买单”。另一方面，北京、上

海等对人才引进限制相当严格的发达城市，近年来对石油地

质、地勘等专业人才需求量也很大，并将相关专业毕业生列

为“特殊引进人才”放宽限制。 此外，还有一直被认为“不

温不火”基础学科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在 复旦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名牌大学的录取

分数，近年来也相对提高，很显然，由于数学的广泛用途和

数学专业良好的就业前景，它已逐渐成为考生心中的热门。

出国潮的涌动，也使物理学、化学这些基础学科逐年看涨，

当然，前提是名牌大学。 有这样一些专业，它们的名称没有

改变过，但由于行业面不广，人们常常望文生义，认定它的

职业身份。 蒙冤最多的莫过于法医学专业了，乍一听起，仿

佛是以后整天与尸体、命案打交道的行业。人们纷纷避之惟

恐不及，尚不说高考时敢于鼓起勇气报考的考生寥寥无几，

就连入学后还不清楚所学内容的也大有人在。其实，法医学

的基础课程也是医学，只是多了一项法律方面的课程设置，



是一种对受伤害结果进行鉴定的学科。今后从事的工作，也

多是一些医疗鉴定、伤害案件的司法鉴定，做些DNA、伤痕

检验、医疗事故界定等等，至于命案，那是少之又少的。而

且，一般能设立法医室的大多是一些大城市的权威机构。所

以今后的工作待遇还是比较乐观的。至于说到尸体，有哪个

学医的会不接触呢？ 其次是心理学专业，人们想当然地认为

学了心理学，就是当心理医生的料，而实际上，心理医生这

个职业在我国还没有真正发展起来。心理学更多的作为一种

辅助性专业出现，公安、司法监狱系统在公务员招录中就比

较欢迎这个专业，面对一个心理特殊的人群，无论哪个岗位

，懂些心理学都是优势。还有很多人到学校里心理健康老师

，这与“心理医生”的本行差距不大，但施展空间就小得多

了。至于做人力资源管理、客服、幼儿出版、行政、公关、

广告、市场调查乃至文秘，都是可以发挥特长的。 这类专业

，是让考生们最郁闷的高分考入，雄赳赳气昂昂地去就读，

毕业时却落个出嫁难的结局，怎么想怎么憋气。 名称听起来

也很响亮，有的甚至可能是新兴专业。但是，这些专业的专

业设置方向与培养目标与我国目前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有一定

的距离，即不太适应国情。或者可以说是相关行业将来也许

会很红火，也许曾经很红火，但至少现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

不太令人满意。因此常会造成学生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

而用人单位又招不到合适的人才的情况。 如国民经济管理专

业，该专业是由国民经济计划专业演变而来。在目前市场经

济体制下，这一专业的将宏观经济调控作为人才培养的方向

，而在这一领域真正有所作为的，是至少硕士学位以上的专

家、学者，本科生在此，几乎无用武之地。 最普遍的要数工



商管理、企业管理、经济学、金融学等专业了。由于这几类

专业对实践和理论的能力要求都相当高，所以，行业内更需

要一些既有实践技能，又有较高理论水平的人才。用人需求

普遍倾向于研究生学位的设立，而从校门到校门的本科毕业

生无异于“鸡肋”好看不好用，中看不中吃。 这些是指那些

名称乍一看差不多，实际内容千差万别的专业。面对一些名

称相似的专业，可千万不要“乱点鸳鸯谱”而造成诸多遗憾

。 园林、园艺 听起来都很美的一对姊妹专业，实际上却相差

甚远。园林专业有苏州园林做代言，人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创

造美丽景观的专业，在城市建设、森林公园经营、房地产建

设中进行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及对园林植物进行繁育栽培

、养护。园艺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园林艺术，实际上却是“

园丁的艺术”，指种植、培植蔬菜、果树、花卉的技术，只

是花卉种植跟园林艺术联系得较为紧密。 应用化学、材料化

学 应用化学专业是培养学生化学专业的基本素质，和应用开

发研究和工程技术。而材料化学专业主要研究新材料的制备

、加工、结构、性能、应用以及相互间的关系。也就是说，

研究一斤黄豆是怎么变成酱油的，是应用化学；而研究除了

黄豆，还能把什么变成酱油的，那是材料化学。 数学与应用

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以基础数学和应

用数学为主要方向，培养学生扎实的数学理论基础和借助数

学与计算机技术解决实际课题的能力。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

是研究以信息产业(计算机、自动化、通讯等)为中心的基础

理论、应用基础理论并密切联系实际的应用性学科，包括四

个研究方向：计算数学、控制科学、信息科学和运筹科学。 

这两个专业，简单地区分就在于，是以计算机来研究数学的



，还是为研究计算机而学数学的。 数学与应用数学、精算学 

这不都是算数吗？没错，可数学是纯理科的专业，包括一些

理论性强的、具有完备体系的课程，培养学生严密而开阔的

思维方法、较强的创造性和科技创新能力。而且基础学科的

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具有类似“万金油”的特点。虽然不至

于十分抢手，但毕业生一般不用担心工作问题。 需要注意的

是：虽然是基础专业，但不同学校的数学专业也有各自不同

的发展重点。如果志向是在数学专业方向发展，要留心考察

学校该专业的科研、教学力量。国内数学专业实力较强的大

学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开

大学等。 而精算学呢，则是保险业的范畴。是以概率论和数

理统计为基础，研究保险事故的出险规律、保险事故损失额

的分别规律、保险人承担的平均损失及其分别规律、保险费

和责任准备金等保险具体问题技术方法的应用数学。也可用

于对金融、投资、社会保障、军事等方面风险的分析。但总

体来说，精算师仍然是一个就业领域比较有限的职业。 目前

国内开设有精算学专业的学校不多，招生人数也不多。比较

有名望的有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等。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都是热门专业，课程上也有很多相似

之处。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培养从事计算机软件、硬件和

应用系统的研究、设计、开发应用与教学工作的高级专门人

才。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培养学生掌握应用信息论、电

路与系统理论、电子学技术及计算机技术以获取、传输和处

理信息、设计电子信息系统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也就是说，

在专业设置培养时，很可能前一个是“搞IT的”，后一个就

是研究电路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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