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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53/2021_2022__3E_0D_0A_

0A_E5_A4_A7_E5_AD_A6_c65_353614.htm 当高考临近或者填

报志愿时，多数家长才开始考虑：孩子上什么样的大学？选

择哪个专业好一些呢？ 家长的经验不可靠。 一些家长认定：

“选这个学校和专业肯定没错”，指导孩子按照自己的意愿

进行选择，认为孩子上这个大学、学这个专业以后一定可以

顺利地找到好工作。但是，家长对职业和就业市场的认识毕

竟有局限，仅根据自己片面的生活经验与知识去指导孩子填

报高考志愿是不可靠的。 学生的认识有局限。有些家长会非

常开明地说：“你自己决定，我们尊重你的选择”，但且稍

慢！做为一个一直生活在校园中的高中生，对社会、对职业

的了解是更加有限的，即使掌握了选择权仍然会茫然无措，

不知道怎样选择。 老师的指导偏于学习成绩。很多家长和学

生可能会想到向老师求助，老师在指导高中生填报高考志愿

问题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老师主要是从学生平时成绩

、模拟考成绩出发，结合各大院校历年的招生录取分数线，

指导高考生选择那些能够被顺利录取的专业和院校，而无法

真正从职业规划和就业市场的角度给予高中生指导和帮助。 

综上所述，在选择大学和专业、做人生职业规划这个问题上

，家长、学生、老师由于自身的局限都不能做出明智而正确

的选择，而大学、专业和职业的选择是一个尽可能占有可靠

信息的科学决策过程，只有掌握正确的信息才能做出正确的

选择。 不要迷信大学综合排名 高中新生入学时，很多学校都

会摆出“高考荣誉榜”，张贴本年考取名校的学生名单，你



是否也曾经在名誉榜前流连徘徊，羡慕不已，暗下决心“一

定要考个名校”？几乎每个高中生心中都有“名校情结”，

你肯定也不例外。 每年高考前后，网上的“大学排名热”都

会急剧升温，“最新中国大学排名”、“2007年中国大学排

行榜”、“2007年中国大学综合实力100强”等名目繁多的排

行榜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缭乱。人们正是通过这些排名，认

定“名校”、“名牌专业”。 考上名校，不仅满足了人们的

荣誉心，而且很多人认为考了名校肯定就不用愁就业，于是

家长鼓励、学生决心“非名校不上”。 但事实真的像人们想

象的那样吗？ 小锋6年前在高考中一举成为普兰店市的理科

状元，考上了北京大学医学部五年制预防医学专业，成为当

地的风云人物。在北大期间，小锋一如既往地刻苦学习。大

五时，他所学的专业向两个就业方向发展，一个是预防医学

，一个是卫生事业管理，武小锋选择了后者。2005年7月，小

锋顺利从北大毕业，获得了北大医学学士学位。小锋陆续跑

了北京市多家卫生医疗单位，却因没有北京户口而未能如愿

。为了留京，小锋到一些小的医疗卫生单位求职，结果还是

屡次遭拒。 2005年7月底，小锋被迫离开北京回到大连老家。

小锋到大连的各级医疗卫生部门进行“集中应聘”，结果每

次都以失败告终。不得已，小锋回到家乡，每天在家串糖葫

芦卖。（2001年1月13日 《沈阳今报》） “北京大学”，小

锋的这个大学标签可以算的上中国的极品了，但是他找不到

工作、在家卖糖葫芦的结局让人扼腕叹息的同时，也让很多

人反省：读名校，能让家长有四年的荣誉，四年荣誉之后谁

来为人生买单？事业是一生的长跑，读名校充其量也只能称

为短时的成功。 不可否认，名牌名校的确有自身的教学、科



研优势，但是对多数大学生而言，考大学的最重要目的还是

找一份好工作，有个人事业发展空间，不断提高个人能力，

最终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社会理想。可是，当就业成为最

大难题时，名校毕业生和普通毕业生都会处于无业可就的边

缘，麦可思-盖洛普调查显示科研实力强的名校在本科就业率

并不占一定上风，如果不是为了考研、出国或做学术，名校

的训练未必能满足就业市场。 因此，从就业的角度讲，抛弃

“名校情结”，按照市场需求，务实选择自己分数段中就业

质量最高的高校和专业，才是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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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