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多学生觉得
高一高二选专业太早太难

这周，记者走访了杭州市某重点中学
高二的一个普通班级，就新高考选专业、
选考科目等问题，在学生中做问卷调查。

班上一共有 48 位同学，其中男生 22
人，女生 26 人。正是自习课，教室里很
安静，不少同学桌上摊放着数学练习卷，
咬着笔头认真演算。

在“高一高二就定好选考科目和
专业，会不会太早太难”这个问题上，
有 28 位同学说，确实有点早，有点难。
有学生说，怎么选专业，在高中能了解
的 信 息 都 比 较 片 面 ，要 做 出 决 定 很
难。还有学生说，主要是不知道自己
喜欢什么，适合什么，所以不知道今后
自己要干什么。

从收上来的 43 份有效问卷来看，有
37位同学想好了今后要读的专业。有的
框定大致方向，“生物方面的专业”。有
的想得比较细，选“生物化学、分子生物
学、脑科学”，还有同学选择“当厨师”。

43 份问卷中，有 15 位同学觉得高一
高二选专业不算太难。有同学认为，“早
点决定自己的专业，可更有针对性地努
力，实现目标。”一位男生表示，“目标越
早定下，越少走弯路”。

同学决定选考科目、大学专业时，主
要获取信息的渠道是网络。具体有大学
校园网、知乎、百度贴吧等。还有从父母、
老师、学长、学姐口中了解信息，还有从学
校开设的职业生涯规划课获取信息。

怎么选专业？有 26 个同学表示，自
己是与父母一起商量决定的，一些同学
表示，“在父母认可、自己不讨厌且学得
好的科目中做出大致的选择”。还有不
少同学说，现在选的专业，主要是看能否
考出高分，兴趣还是其次，“毕竟分数高
了才有选择权啊”。

浙大老师：与其考虑选什么专业
不如多加强自己综合素质

现在，国内外很多大学都在本科阶
段推行宽口径、厚基础的教育，高中早早
考虑选择读什么专业，会不会对学生长
远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复旦大学浙江招生组长胡波说，
目前来看，新高考选考科目和选择大学
专业，没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从了解情
况看，浙江考生选考科目还是采取了比
较现实的做法，哪个能考高分就选哪
个。但这样导致学生基础知识不够扎
实，比如物理很重要，但物理难，学的
人少了。

“我觉得高中生选专业，以后准备大
学毕业后工作的，那考虑就业因素多一
点，要继续深造的，可以选些基础学科。
中学生选专业的最大问题是高中只上了
10门课，对各专业了解太狭窄了。”

北大浙江招生组长李祎说，很多高
水平大学都注重宽口径、厚基础培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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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高二的学生就要确定未来做什么
是不是太早？
选考科目看起来很复杂，到底应该怎么选？

新高考之变，专业选择是核心内容。高考前，各高校会提前公布各专业选考科目范围要求，供考生选择。
比如，复旦大学2017法学本科，选考科目范围是物理、思想政治、历史。考生须选考物理、思想政治、历史中的任意一门，才能报考这一专业。
新高考，学生在高二时就要定好选考专业，这意味着16、17岁的学生，进入高一就需要搞清楚将来自己做什么，对未来的职业生涯有一个清晰的构想。这样的选择，

对很多学生以及家长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记者 胡信昌

生，到大学高年级才开始分专业。要高中生在高中阶段定下选考科目，想
好以后选什么专业，太早了一点，对考生今后的成长不利。

“很多高水平大学都希望学生选物理，但学生往往趋利避害，选择一
个自己容易考高分的科目，对高水平大学的学生来说，这会影响他们今后
的发展。”

浙江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欧阳宏伟提供了另一种思维方法——“我看
现在很多家长和考生对选专业都非常焦虑，其实没必要，与其考虑选什么
专业，不如考虑怎么样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不管到任何专业，你的综合
能力，比如学习能力、表达能力、创新思维等都非常重要。

“现在很多大咖都是跨专业复合型人才，金融大咖可能是本科学计算
机的，考生真没必要去纠结第一个专业是什么，以后可以自己再学一个专
业，跨专业人才很吃香，假如你学了医学又学了法律，那你可以去做个专
门处理医疗领域法律问题的人才。”

选考科目看起来很复杂
实际操作选择面很大

新高考最大特点是大学专业选考科目设限。因为这一设置，考生需
要在高中时大致想好以后要读些什么专业，由此决定自己的选考科目。
看上去有点难，但是深入分析后，其实难度并不大。

先来看一组数据。
2016年12月下旬，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2018年在浙招生高校选

考科目范围，与2017年版相比，2018年的选考科目范围有微调。
2018 年准备在浙江招生的 1360 所高校公布的选考科目范围，涵盖

2.49 万个专业（类）。其中，不限选考科目的占 55.9%，设限选考科目的占
44.1%（比 2017 年的 46%略有下降），其中设限范围为 1 门的占 4.9%，2 门
的占8.2%，3门的占30.9%。

各高校提出选考科目要求的专业（类）中，选择最多的仍然是物理，涉
及设限专业（类）的 81%；其次是化学涉及 63.9%；再次是技术涉及 36.3%；
生物、历史、地理、政治分别涉及 33.1%、17.7%、14.7%、12.2%。总体上看，
与2017年拟在浙江招生高校涉及设限的比例基本一致。

按规定，各高校专业（类）设限选考科目范围最多是 3 门，考生只要 1
门选考科目符合高校设限要求，即可报考。据统计，考生选考物理即可报
考（包括高校设限选考科目为物理或没有设限选考科目，下同）的专业

（类），达到91.6%，化学达到84.1%，技术达到71.9%，生物达到70.5%，历史
达到63.7%，地理达到62.4%，政治达到61.3%。新高考中，考生无论选哪3
门科目，其专业选择面均比现行高考文理分科有了大幅提高。

业内人士分析，这些数据，可以消除
很多误解。首先，无论考生选择哪三门
选考科目，都不用太担心高校招生选考
科目的要求，因为一半以上的大学专业，
对选考科目根本没要求。

另外，选择物理专业，基本可以报 9
成以上的大学专业了。如果再来一门历
史，恭喜考生，基本可以报考所有文理科
专业。

还要强调，新高考物理真的很重要，
很多高水平大学都对物理有选考科目要
求，比如浙大，只要考生选择了物理科
目，那可以报考浙大所有专业。就算是
复旦大学哲学、宗教学这种专业，也注明
了选考“物理、化学、历史”科目。物理简
直是万能钥匙。不过，偏文科的学生也
有新规则，只要你选了历史，还是可以报
考复旦大学的哲学专业的。

家长如何帮孩子选专业？
新高考改革方案启动，很多有条件

的学校用足资源，比如请专家开讲座，对
学生进行职业生涯教育。还有些行动较
早的家长，很早就开始和孩子一起谋划
未来。

杭州张女士，在某事业单位工作，她
的儿子今年在杭州学军中学读高二，作
为新高考家长一族，张女士对新高考下
选考科目、职业生涯规划，从不了解而惶
恐到初步了解内心安定，已经慢慢理清
思路——

最开始，我向高中校长和老师求助
怎么给孩子选选考科目和专业。高中校
长建议我，关注孩子比较强的科目，看孩
子感不感兴趣。学得不吃力，说明孩子
在这类专业方面有天赋，如果有兴趣就
更有动力，更容易出成绩。

接下来，我不断找儿子聊天。问他
以后想做什么工作。我也常向身边各
行各业的人，了解他们的工作，再转述
给儿子听。金融行业，银行、证券、保
险，平时都做些什么，压力来自哪里，成
就感来自哪。

经过近两年断断续续的交流，儿子
基本排除了自己不喜欢的行业，他不喜
欢在实验室搞科研，不喜欢那种一成不
变的工作。儿子说自己喜欢创作，喜欢
设计，喜欢创业，觉得自己创造出一个作
品是非常酷的事。我想他以后会做设计
方面的专业。他画图很好，空间感也很
强大。

除了网络上收集信息，我还参考各
种介绍专业的书，比如浙大出了一本《教
授带你“逛”专业》的书，浙大 30 多个院
系的 120 多位教授与学生参与写作，写
得很生动。

还是有很多遗憾，没有在儿子学习
比较空时，带他多接触各行各业，培养兴
趣。书本和老师口中了解到的信息毕竟
是死的，孩子自己去社会上真实经历和
深度体验，效果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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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是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