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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5_B7_E6_96_B0_E7_c65_277414.htm 专家建议提前进行指

导 高一开始规划职业生涯 “有什么样的选择，就有什么样的

人生。”我们明天的职业发展是今天做出高考选择的结果。 

近日，市教委等有关方面正在积极地听取各方对明年高考志

愿改革的建议，新的高考志愿填报方式有望于明年出台。对

于高三考生和家长来说，一方面要加紧各学科的复习，另一

方面要及早明确自己今后的职业发展方向，才能“以不变应

万变”。本期升学周刊，关注高考生的职业发展。 【背景】

六成大学生不满意自己的专业 不久前，由华师大教育管理系

的两名学生历时两年半完成的一项覆盖本市逾千名高中生和

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学生对未来的人生规划不够，已经是高

中生群体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一现象直接导致了很多学生进

入大学后，对专业缺乏学习兴趣。 在对大一学生的回访中，

约78.9%的学生表示自己在志愿填报上拥有自主权，但32.3%

的学生表示，“在填报专业时对专业选择无所谓，现在也无

所谓”；有12.6%的学生表示，“在填报专业时无所谓，现在

很不喜欢这个专业”；有10.9%的学生表示“填报专业时很喜

欢这个专业，但现在不喜欢。” 此外，在所有选择学习困难

、失望的记录中，学生对专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对专业不了

解、对专业前景的担忧及对专业地位的不满。23.8%的学生对

专业“不十分了解”，12.6%的学生认为“与当初填报志愿时

差不多”。学生在开放题中反映：“我不知道我的专业将来

是干什么的”、“专业所学的东西和我想的不一样”、“我



的专业名气不够响”、“我的专业将来没出路，挣不到钱”

⋯⋯ 【调查】在压力下成长致爱好难兼顾 上师大教育学院副

院长、教育学博导陈永明教授认为现在18岁左右的青年整体

缺乏就业观，“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哪里”。因为当前这代

学生不是在兴趣爱好中成长的，而是在社会的压力和大人的

压力下成长的，因此他们个人的兴趣爱好是扭曲的。 首先，

因为社会上正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过去专业对口的时代已

经过去。如今社会上需求的是创新人才，而大学的师资水平

、课程设置一定程度上与社会脱节，再加上就业竞争加剧，

学生发现读书和自己的今后挂不起钩后，专业意识也就越来

越淡薄，面对各种各样的言论，会对今后的前途产生困惑。 

其次，这批90后的学生都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的结果

是，孩子长期和大人打交道，缺乏引领和示范性的成长目标

。因此，对就业观来说，总体不是很明确。 再有，当前社会

上有“唯学历是高”、“唯名牌学校是高”的现象。很多人

都把高学历视作一种奢侈品，家长投入重金，满足社会浮躁

的需求：有的孩子明明在动手操作能力上有特长，但是在各

种压力下，不得不进了大学，学自己不感兴趣的专业，而对

一件不感兴趣的事要做好是很难的。 中学应开设“出路指导

课程” 对此，陈永明教授建议社会各界应“设身处地”地从

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和着想。比如，效仿国外，在中学阶段

开设“出路指导课程”。 陈教授说，现在大学方面正在积极

为学生开设职业指导、心理指导等多方面的课程，但是其实

已经比较晚了。在发达国家，一般在初中和高中阶段都会开

设专门的出路指导课，学校会为学生安排各种接触社会的机

会。如安排学生到名牌大学考察，到各类公司、企业考察甚



至是农村考察。学生通过这些考察，来思考和选择自己将来

的发展方向。 此外，学校还通过组织各种兴趣爱好小组，来

发展学生们的兴趣。如体育、艺术等兴趣小组，学生并不一

定要考大学。 【调查】填志愿要同时了解学校和专业 东华大

学招生办主任陆忠平老师认为，高考生在思考未来时，更多

的是考虑学校而非专业。记者随机采访了多名高三在读生，

也注意到这一倾向。在问学生对将来的打算时，学生可以报

出一两所自己向往报考的学校名称，但对具体的专业则表现

迷茫。 对此，陆老师指出，考生在填报高考志愿时，要兼顾

学校和专业进行选择。高考职业规划的意义不只是思考你想

进入什么样的学校与专业，更重要的是进而确立未来职业生

涯的走向。在考虑兴趣的同时还要考虑能力。比方说，有的

考生非常喜欢作家这个职业，但是喜欢这个职业不代表他有

成为作家的素质。 其次，考生对专业的了解不要浮于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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