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去，我们无法在学生入学前

对学生进行专业的引导，只能在学生

入学后延长他们的‘犹豫期’。”华东

理工大学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

包括华理在内的沪上高校，都留出了

开学两周甚至更长时间，让各个专业

的导师与学生交流，让他们入学后了

解专业。但是未来如何使得学校的专

业制度与高考新政更匹配，高校仍在

摸索之中。

而原本高校实施的转专业政

策，仍然有着很多限制条件。华东

理工大学今年新学期开学，有200
多名学生从原专业转入了新专业学

习，但其中很多都是从热门的化学工

程等专业转入人文社科类以及自然

学科。据华理教务处负责人黄婕介

绍：“目前大多数情况下，高分专业可

以转入低分专业就读，或者根据学生

申请转入院系的规定来决定能否转

专业，但在未来高考按照专业填报

志愿和录取的情况下，学校该如何来

满足学生入学后的需求，仍然需要探

索。”

据介绍，国外综合性大学在招生

时，并没有专业限制，学生根据自己的

兴趣修读完相关学分，就可以申请这

一专业的学位。近日来沪访问的美国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艺术学院教授

辛迪•考克斯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称，伯克利分校的许多学生甚至到了

3年级时还在不断地“换”专业，而她

所在的艺术学院，任何时候都对不同

专业的学生开放专业修读的大门，几

乎每年都有学生从金融专业转到她

所执教的音乐艺术专业，“更多的情

况是学生修读了双学位——音乐艺

术的学位和一个工程类或者自然科

学专业的学位。”

“关键不在于他们有几个学

位，而在于他们可以有改变的机

会。”本市一所高校的一位院长这样

说。在他看来，在进入大学之后，假以

时日，学生会比我们想象的更理性。

本报讯 2014年国务院印

发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

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创造

条件逐步取消高校招生录取批

次。教育部积极推动各地开展

高校招生录取批次改革，截至

2016年，已有河北、广东、湖北

等15个省份取消了本科三批，上

海市率先将本科一批、二批合

并，成为一个本科批次，取得了

积极成效。

为稳妥推进这项改革，有

关地方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

有力措施，确保改革措施平稳

落地。

一是完善投档模式，降低

填报风险。广东省进一步完善了

平行志愿投档方式，适当增加

平行志愿院校志愿数，将第一

志愿组5个院校志愿数增加到7
个院校志愿数，第二志愿组3个
院校志愿数增加到4个院校志

愿数，努力提高志愿填报的有效

性和针对性。河北省反复研究

测算，科学划定批次控制分数

线，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考生填

报志愿的风险。

二是提前预判风险，把工

作做实做细。上海市早在高考

志愿填报阶段就向高中学校和

社会广泛宣传了一二本批次合

并的相关政策，并且在志愿填

报提交环节，要求全市各招考

机构和高中学校逐一检查考生

志愿，降低退档风险。多次召开

全国高水平大学研讨会，充分做

好沟通协调和政策解释工作。

三是建 立统一咨询平

台，完善工作机制。上海市教育

考试院开通10门电话统一接受

对外咨询，实现了咨询服务常

态化，咨询过程管理实现电子

化、可视化。河北省抽调经验丰

富的工作人员组建咨询接待队

伍，通过多种方式解答本二本

三合并的理由和划线依据，提

醒考生志愿填报注意事项，科

学填报志愿。

四是加强横向联动，协同

化解矛盾。上海、河北、湖北、广

东等地均成立了高考招生稳定

工作应对小组，建立省级层面

多部门联动机制，完善了应急响

应、及时对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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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起航，

如何选择大学专业愈发重要

根据明年将实施的

高考新政，考生将按照专

业填报志愿，这使得学生

如何更了解自己的兴趣和

大学的学科，并且更好地

进行匹配，成为迫在眉睫

的问题。

文 郭漪 

“明年新志愿填报方式对学生

来说，将是很大的挑战。”某高校一

位每年参加高考招生的教授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说。根据目前的高考志愿

填报新政可以推测，由于按照专业填

报志愿，因此，原来每年志愿填报表

上的“服从调剂”就失去了意义，甚至

志愿填报中不会再有“服从调剂”这

一选项。学生所填的几十个专业志

愿，理论上来说必须具有相关性，这

非常考验学生对自己的了解和对大学

专业的了解。

“过去我招生时接触的中学生

和家长，更关注学生的分数如何与大

学的录取分数匹配。在中学，从老师

到校长都是如此，但这些中学的老师

们是否能够更负责任地告诉学生，他

与财经类专业的匹配原因，或者学生

与自然科学类或文史类专业匹配的

原因呢？几乎没有。”这位教授说，因

为大多数时候，让学生尽可能多地考

上大学或者考上好大学，是中学的目

标，至于学生是否喜欢自己的专业或

者学校，则变得不那么重要。

而某高校一位招生办负责人告

诉记者，他在接受高考学生咨询或者

研究学生志愿填报表时，发现高分考

生在填报志愿时，只有个位数比例的

学生会完全根据自己的专业爱好，研

究自己心仪专业的特色学校排名，而

不会受到其他“诱惑”。更多的学生是

按照分数和高校学科的排名来填报

志愿，更有学生从第一志愿到第四志

愿分别填报了建筑学、新闻学、心理

学、金融学，根本看不出他的爱好究

竟是什么。

大学探索给学生更多选择机会

专业匹配比分数匹配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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