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业压力使韩国大学生疏远人文学科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

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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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9A_E5_8E_8B_E5_c107_335213.htm 近年来，韩国大学

生中出现了一种疏远人文学科的现象。不少大学生认为攻读

对于将来就业没有多大用处的文学、史学、哲学等人文学科

专业，无疑是在浪费精力，不如改学当今社会上有人气的专

业。为此，人文学科专业的大学生纷纷申请改学专业。 文科

生热衷换专业 据首尔大学公布的2006学年度转专业现状统计

显示，今年该校有82名人文学科专业大学生提出转专业申请

，所转专业大多为法学、经济学、经营学等所谓有人气的专

业，其中59人已获批准。而其他专业转入人文学科专业的仅

有9人。该校修完大学二年级课程，符合转专业条件的人文学

科专业大学生有260名，其中22.7%(59人)的改变了自己的专业

。相比之下，法学专业接受了41名转专业的学生，而转出去

的学生则一个也没有。一名由语言学专业转为法学专业的A

同学(女，20岁)说，上高中时，对于将来选择什么专业没有

深入地探究。A同学周围还有不少人文学科专业的学生准备

申请转专业。 众多大学遭遇难题 2005年，首尔大学有3名英

语专业成绩分别排在前三位的学生，甚至放弃奖学金转到了

法学和经营学专业。去年，延世大学升入大二的人文学科专

业的学生中，有39人提出申请，希望转入商业经济专业。而

申请转入人文学科专业的学生仅有6人。 梨花女子大学的史

学专业，近4年来有15名学生转出，而没有一名学生转入。延

世大学人文学科专业一名在读的B同学(20岁)说，现在有不少

考生在参加高考时报考竞争率比较低的人文学科专业，一旦



被录取后就准备申请转专业。这些学生为了能够列入允许转

专业的指标内，从一年级就开始特别注意学分管理。 调查表

明，人文学科专业内也存在不平衡的问题。首尔大学人文学

科专业受理的大学二年级学生专攻志愿结果表明，139名语言

文学专业志愿者中，志愿攻读英语、汉语、韩国语言文学的

分别为51人、33人和28人。志愿攻读法语和语言学的均为3人

。而志愿攻读俄语及其他语种的则没有一人。 高丽大学的世

界语言文学专业从今年开始，在大学二年级学生中推行自由

选修专业。符合条件的405名学生中，选修英语的超过半数，

达217人，而选修日语、俄语、德语的则很少，分别为17人

、21人和22人。校方对世界语言文学各专业的教学前景深表

忧虑。由于推行自由选修专业产生了倾向性的副作用，该校

正在考虑是否继续推行这一做法。韩国的一些地方大学则开

始考虑撤消部分人文学科专业。 就业率引发“学科危机” 业

内人士分析，导致大学生疏远人文学科的原因之一是就业问

题。据韩国教育开发院的统计，2005年全国大学经营专业毕

业的大学生的实际就业率为53.9%。而人文学科专业毕业的大

学生就业率则相对较低，其中，英语专业为48.1%，法语专业

为42.6%，哲学专业为41.5%，史学专业为43.2%。 LG电子人

事部门指出，从企业的立场看，大学毕业生要能够很快进入

角色。因此，与人文学科专业毕业的大学生相比，企业更喜

欢经营类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梨花女子大学一名哲学专业的

教授指出，与医学专业相比，理工类专业有它的危机，而人

文学科专业遇到的危机则更为深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