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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门专业、热门专业，该如何取舍？杭州高级
中学高三年级组组长高利老师对于高考生填报志
愿，有很多实战经验——

冷热门专业的分析，需要讲究“三关注、三注
意”。“三关注”，一是要看考生有没有喜欢的专业，
如果有特别喜欢的专业和兴趣，可以根据这个专业
选择合适的学校。二是要看学校，分数出来后，看
能够够得上什么样的大学。一般而言，越是好的大
学，给学生的灵活度越高，专业的选择也更灵活。
三是看城市，城市也是一个大的学校，现在很多学
生愿意往北京、上海、广州去，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三注意”，一是注意不要跟风热门专业，现在
热门的专业，等到 4 年，或 6 年后，就不一定是热门

专业了，热不热门是指当下而言的。社会发展和变
迁的速度非常快，热门专业更替也很迅速。二是注
意不要攀比虚荣，有的学生，为了上一所名气好一
点的大学，到了一个不喜欢的城市，学了不喜欢的
专业，有点得不偿失。三是注意看清楚学校的投档
比例，有的学校是 1∶1 提档的，有的学校是按照 1∶
1.05提档的，后者尤其需要注意，防止脱档。

浙江传媒学院招生办主任刘平说，学生拿到高
考分数后，填志愿需要看近 3 年的学校专业分数和
排名，尤其是排名更有参考性。

对于成绩不是特别理想的考生来说，冷热门专
业的选择自由度不会那么大，这时候学生选专业还
是选学校需要权衡，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填报的院校

专业之间有没有极差。所谓专业级差，是指某高校
在对进档考生分配专业时，录取非第一专业志愿考
生，要减去一定的分数。例如：某学校规定专业级
差为4分，学校在分配专业时，将第二专业志愿的考
生成绩减去 4 分后，和第一专业志愿的考生一起排
序确定专业。即当考生的第一专业志愿不能被录
取时，将其高考成绩减去某个分数值后，再与自己
报考的第二专业志愿的其他考生成绩进行排序比
较，确定其是否可以被该专业录取，其他专业志愿
的录取以此类推。

对于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刘平说，不能一概
而论，有些冷门专业也要看学校实力、专业实力，考
生需要统筹兼顾。

专业：临床医学
上榜理由：1999 年起停止单独招生的儿科专

业，将于今年恢复招生。今年2月，国家卫计委和教
育部宣布，将支持8所高校举办儿科本科专业。这8
所高校是：中国医科大学、山西医科大学、哈尔滨医
科大学、温州医科大学、新乡医学院、广州医科大学、
重庆医科大学、贵州医科大学。近年来，儿科医生荒
的警告不绝于耳，随着两孩生育政策的放开，这一矛
盾显得愈加突出。另外，医患关系紧张等原因，也使
不少考生在是否选择医学专业上有所迟疑。

16年儿科医生
很有职业成就感

李甫棒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医务
科副科长、消化科副主任医师。

他1995年参加高考，当年进入浙江医科大学临
床医学系。李甫棒上大学的时候，一个人拎着两个
大行李箱从温州苍南坐了二十几个小时的车到杭
州。古今中外，医生这个职业，既受尊敬也蛮崇高，
医学专业录取分数较高，两方面因素加起来，他选
择了临床医学系。

2000年，李甫棒本科毕业，那时候，必须符合条
件才能留杭参加工作。毕业那年，学习成绩前60名
才能够参加浙江大学下属几家医院和其他几家市
级医院的面试。后来，那届有十来个人进了浙江大
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李甫棒就是其中一个。

为什么选儿科？学医的人都知道，孩子生病，
一般病情变化比较快，但另一方面，像成人的慢性
病却较少。给小朋友看病，对李医生来说是件非常
有成就感的事。孩子也特别的纯真，李医生很愿意
看着他们一天天好起来。

当然，儿科也有比较困难的地方。比如，年龄
小的孩子，常常不会表达自己的感受，有些父母和
家人也不一定能够很详细描述孩子的病情，所以，
给孩子看病，往往需要更多的耐心和沟通，再结合
各种信息来诊断。

做医生的，半夜到医院给急诊病人动手术是常
见的事，李医生说：“辛苦是绝对辛苦的，但这是医
生的天职。”他和妻子都是医生，有个女儿，家庭生
活也并没有因此受到太大影响，“这份职业，带给我
很多尊重。”李医生说，客观来说，医生的收入不算
高，但应该能够满足日常生活的需求了。

“有句话不是这么说么，我们不能走着走着，就忘
记了自己为什么而出发。幸运的是，我一直记得。”

专业：计算机技术与科学
上榜理由：软件工程、网络工程、通讯工程等和

计算机相关的专业，都连续被大学生“就业蓝皮书”
列入绿牌专业，这类专业就业率、薪资和就业满意
度综合较高。在2015届本科毕业生从事的职业里，

“计算机与数据处理类”职业薪酬最高。

虽然毕业于热门专业
但10年后我选择转行

林强应该算是热门专业的“逃兵”。林强回忆，
当年填报志愿的时候，一方面他分数比较高，可以
够得上浙江大学较好的专业，另一方面，“计算机技
术和科学”在当年是非常热门的专业，所以，他很自
然就选了这个“黄金”专业。他1998年入学，在学校
时正是整个互联网行业的低潮期，等到2002年毕业
的时候，互联网行业开始复苏了。

刚进大学后，林强发现这个专业不是很适合
他。“写代码、编程，需要人静下心来沉下去做，而我
的个性偏外向，喜欢跟人打交道，但即便意识到这
点，我也并没有换专业。”

大学毕业后，林强在 IT 行业待了近 10 年，做软
件开发，也在行业内换过很多工作。“那些年工作还
是比较好找的，有工作经验，找一份技术的工作并
不难，薪资也比其他专业要高。”

后来，林强选择跳出 IT 行业，做一些项目开发
之类的工作。而他的同学，目前绝大多数还在 IT
行业。

浙大城市学院计算机系主任吴明辉说，跟计算
机相关的专业，这些年就业都不错，只要学生能够
完成学校的课程任务，能够编程，一般都能够找到
比较满意的工作。

专业：生物科技
上榜理由：过去 6 年的大学生“就业蓝皮书”预

警榜上，生物工程专业年年都属于“红牌”专业，就
业率、薪资和就业满意度综合较低。

本科就业不太理想
大多选择继续深造和出国留学

谭奇的本科和研究生读的都是生物专业，研究
生毕业13年，目前在一家事业单位从事跟生物专业
相关的工作。他说，2001年，本科毕业时直接找工作
比较困难，很多同学找了跟专业不相关的工作，比如
营销、考公务员等，也有不少同学选择继续深造。

生物专业一般包括生物技术、生物科学与工
程、生物工程三个专业，在很多学校差别都不大，一
般考生也很难弄清楚三个专业的差别。生物技术，
侧重于把生物学研究的成果，成功运用到生产中，
比如生物制药、食品和酿造，以提升产业现代化水
平；生物工程，不同学校来源不一，有些是从化学工
程转过来的，曾有一段时间录取分数非常高，偏重
工程一类；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都是研究性很强的
基础科学，从目前情况看，生物科学侧重探索生物
规律，生物技术在研究基础上向产业延伸。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蒋德安说，生物专
业本科就业确实不太理想，这个专业本身就是需要
本科之后继续学习的，他的学生中，继续深造和出
国留学的比例非常高。

专业：国际经济法
上榜理由：和生物工程一样，法学也是大学生

“就业蓝皮书”预警榜上红牌专业的“常客”，过去 6
年，6次上榜。

拿着律师资格证
很多人都转了行

吴斌是理科生，但大学选择了文科专业：国际
经济法。本科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目前从事互联
网行业。

2001 年毕业时，在上海财经大学各专业中，吴
斌所在的国际经济法就业相对比较差。他们班一
共 45 人，目前，还在从事本专业工作的不超过 10
人。吴斌说，当时他觉得金融类院校的国际经济法
专业，应该是很吃香的专业，但后来发现法学门槛
其实并不高，课程也比较杂，包括金融、国贸等课程
都会涉及。

虽然吴斌的同学有不少参加了司法考试并且
取得了律师资格证，但和吴斌一样，依然有人选择
离开本专业，寻求在其他行业的发展。他的一位同
学，研究生毕业取得律师资格证，目前在做投资，也
有同学在做营销，也有创业的。

吴斌认为，因为毕业于金融类院校，所以不少
同学进入了跟金融相关的行业，他本人也有一段时
间在证券公司上班。“当然，学法律的过程，给了我
逻辑思维能力的锻炼。”

专业：应用心理学
上榜理由：2015年和2016年，应用心理学连续两

年上了预警榜的红牌，属于新近上榜的红牌专业。

虽然工作不好找
但我也不后悔

范瑞2013年毕业于浙江工业大学，专业是应用
心理学，目前处于待业学习考研状态。

当时范瑞选专业的初衷很简单，对心理学感兴
趣，想了解人的心理，以及做心理咨询帮助别人和
自己。进入大学后，范瑞发现现实跟自己的想象有
点差别，课程设计应用方面的比较少，都是通识类
或者科学研究理论类的课程，有些同学在本科就转
专业了。大学毕业时，就业不太理想，跟专业相关
的工作只有人力资源管理。范瑞的同学很多考了
公务员，也有进银行和企业的，很少从事跟本专业
相关的工作，当然也有不少同学选择考研继续留在
这个行业。

毕业后，范瑞做了一年不到的幼儿园老师，觉
得也不适合她。于是辞职选择一边学习心理咨询，
一边考心理咨询方向研究生。

问她后不后悔当年选了这个专业？
“不后悔，不进这个专业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想

做什么，以及该怎么走。”范瑞说。

临床医学、计算机技术与科学、生物科技、国际经济法
热门专业有多热？冷门专业有多冷？
看看业内人士提供的一线职业情报

记者 吴婧

高考填志愿，所谓的大学“热门”、“冷门”专业，大学毕业生、高中老师、大学老师们怎么看？选学校重要，还是选专业重要？
快报记者采访了几位毕业生，请他们谈谈看法；另外，杭州高级中学高三年级组组长高利老师、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计算机系主任吴明晖、浙江传媒学院招生处

处长刘平，也从不同视角给出一些填报志愿的建议。

冷门专业、热门专业如何取舍？
志愿填报有哪些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