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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专业的扑面而来，加上要考虑对口行业普遍的薪水行情，让不少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时觉得左右
为难。在高校看来，实际上，无论是新专业还是传统老牌专业，设置上都有各自学科基础、应用范畴和特定
发展规律。传统老牌专业也会结合学科发展要求和社会需求，适时优化调整，彰显特色。更关键的是，专
业和兴趣没有实质上的新旧之分，确有特长和兴趣在报考时才是最重要的判断标准。与此同时，一些外地
招生院校在沪招生时欣喜地发现，“00后”们视野更加广阔，更勇于“走出去”了。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为2019届考生支招大学专业选择

专业没有实质上的新旧之分 勇敢“走出去”方能收获未来

近年来，不少高校以“双一
流”学科建设为动力，优化布局、
凝练方向、提升能级，加强了学科
融合创新和前沿发展，可以说，新
专业不断涌现，直接和高校进一
步服务国家和地方发展的办学定
位有关，并承载着最新办学理念
和实践。

复旦大学表示，学校正面向
学术前沿，瞄准重大战略需求，充
分激发现有学科活力，不断拓展
学科前沿，构建融合创新研究平
台，在生命健康、精准医学、生态
环境、能源与材料、人工智能与信
息技术、区域发展与全球治理、未
来科学与技术等关键领域不断培
育新的学科增长点，构筑学科发
展新优势。

同时，加强学科整体性建设，
通过人文社科优先发展、医科整体
推进、理工融合及新工科体系建
设，形成各大板块协调发展、新增
长点不断涌现的学科发展新格局。

连续4年，复旦每年都开出
新设专业。2016年，新增“数据科
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致力培养
统计学、计算机科学、数学等多学
科交叉的大数据创新性人才。
2017年，新增“西班牙语”专业，积
极对接“一带一路”框架下的语言

战略对卓越外语人才的迫切需
求。2018 年，新增“大气科学”

“能源化学”专业，为促进我国新
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解决世界
气候变化、环境和资源问题集聚
人才。今年，学校还新设立“智能
科学与技术”专业。

同济大学在继续保持和巩固
原有土木、建筑等一批强势学科
优势的同时，亦积极响应国家战
略需求，大力推进“新工科”建设
和工程教育改革创新，加快培养
一批新兴领域的创新型卓越工程
科技人才。

上海市在进行科创中心的建
设过程中，对人工智能专业的人
才有迫切的需求。作为全国获得

“人工智能”专业首批建设资格的
高校之一，上海交通大学和同济
大学“人工智能”专业都自今年起
招收第一批本科生。

对此，同济大学本科生院院
长、招办主任黄一如说，新专业的
出发点，在于前瞻考量，必须要领
先于社会发展的需求，这是一种方
向性的事物。在他看来，对于类似
人工智能等引领趋势的专业，尤须
尽早在课堂上将基本理论及前沿
发展给到学生，才有可能培养出国
家乃至世界急需的行业人才。

那么，到底是选新设专业好
还是传统专业好？面对这个“普
遍”问题，在央视6月15日开播
的《开讲啦》之“我们的大学”系
列节目中，同济大学校长陈杰给
大家的建议是：在选择专业时应
该结合个人爱好、人生志向与国
家需求，既要脚踏实地，也要仰
望星空。

华东师范大学招办主任濮
晓龙指出，专业和兴趣没有实质
上的新旧之分，在报考的时候要
对孩子有清楚的定位，要了解孩
子是不是确实有某些方面的特
长和兴趣。

“如果孩子有梦想、有理想，
家长应该支持，因为这是难能可
贵的事情；孩子如果有自己的选
择，还是建议尊重孩子的意愿。”
濮晓龙特别强调，要对学校的综
合情况有所了解，在志愿填报前
做好功课和准备。为此，华东师
大通过宣讲会、推出专业介绍系
列微信等方式，引导考生和家长
全面了解各学科和专业的最新
发展动态和要求。

上海政法学院招办主任张
军认为，随着全球化、现代化、知

识经济和高等教育大众化步伐
的不断加快，在当今知识改变命
运，高考是人生起点的新时代，
考上理想并适合自己的大学，考
生关注自己今后的前景和“钱
景”本无可厚非、应当包容多元
化的选择。在当前社会经济呈
现高度发展趋势的新形势下，不
是没有选择余地，而是首先要学
会在纷繁复杂的机会面前，摆脱
一种急功近利、浮躁率性的心理
状态，辩证理性地看待新专业和
传统专业，并非“新”就是好，“传
统”就是不好，而是要因时而别、
因人而异、因事而行。

张军提醒，在“知分知线知
位”填报志愿的情况下，“分数为
王”是前提，其次，填报原则主要
是，首先，从主观因素与客观因
素有机结合的角度，遵循“喜欢+
适合+院校和专业综合实力+职
业发展平台及前景”相结合，但
不要盲从跟风。“切忌人云亦云，
随波逐流，在‘风物长宜放眼量’
的基础上，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
的。”张军说道。

“环境可以影响发展，成就
关键在于自我。不管是新专业

还是传统专业，适合自已的兴趣
爱好以及未来的职业发展才是
最合适的。”张军认为，选择院校
时应该重点考虑学校的学科实
力、学风、发展前景、地域等，盯
着或过度解读就业率意义不大。

另外，对于传统专业是不是
“过时”，专家们都予以了明确回
应。“需要让考生和家长知晓的
是，无论是新专业还是传统老牌
专业，其实，设置上都有各自学
科基础、应用范畴和特定发展规
律。传统老牌专业也会结合学
科发展要求和社会需求，适时优
化调整，彰显特色。作为招办，
我们也将全力以赴为考生家长
全面了解专业创造条件。”濮晓
龙说道。

张军也有类似的看法。他
指出，高等教育也在与时俱进、
因势而为，对一些传统老牌专
业，进行“现代化改造”和与时俱
进的调整和优化，而这也应该成
为当下和今后的常态。

上海交通大学招办主任王
琳媛表示，一般，考生和家长们都
会选择查阅大学的综合实力、学
科排名等情况，还有人才培养理
念，就业数据等信息。这些信息
对了解一所大学而言非常重要。
与此同时，她还提醒，一所大学的
精神也非常重要。它能够传承孕
育给她的学子什么样的精神品
格，能否助力于同学在之后五年、
十年、二十年后人生的发展之路，
这些也都非常重要。

新专业如雨后春笋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

辩证理性看待专业选择
既要脚踏实地也要仰望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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