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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专业怎么选？

这 个 话 题 向 来 众 说 纷

纭。作为一名即将毕业

的大四学生，我想说，不

论选择“热爱”还是“热

门”，无愧于心便好。

选专业时，我似乎

没有过多纠结。由于当

时 没 有 明 确 的 专 业 志

向，我就优先筛选了学

校 —— 不 去 纯 文 科 院

校，不去政法、师范、外

国语院校，要去综合性

较 强 的 大 学 。 这 样 一

来，除去前面“冲”和后

面“保”的学校，我的目

标聚焦在厦门大学、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北京

理工大学这三所学校。

北航和北理工的招生方

式相似，都按大类招生，

很适合我这种起初还没

想好学什么的人。两所

学校提供的专业也类似：

外语、经济和法律。此

外，北理工还有社会工作

专业，北航还有行政管理

专业。这些也算是比较

“热门”的专业。因此于

我而言，与其说是我选择

了所谓的“热门”专业，倒

不如说是“热门”专业选

择了我。

其实我当时也有自

己偏爱的专业——厦大

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

它是为数不多的综合类

大学中开设艺术专业且

不需要参加艺考的。此

外，我还填报了上海戏剧

学院，它当时在普通批开

设了艺术学和艺术管理

两 个 方 向 。 但 经 商 量

后，家人觉得我去上戏

成绩多少有些浪费，所

以最终没有把它填在志

愿前列。说到“热爱”，

我那时还去参加过中戏

的艺考，一个是剧院管

理方向，一个是戏剧策

划与应用方向。为了这

份“热爱”，我还耽误了

高三的成人仪式。虽然

最终没有考取中戏，但

这段奇妙的经历还是让

我收获很多。

其 实 ，所 谓 的“ 热

爱”或“热门”也是人为

设定的，并没有统一标

准。你现在热爱的专业

也许并不热门，但以后

的事情谁又说得准呢？

时代瞬息万变，也许在

不久的将来，你热爱的

专业就会“大热”。而现

在大家普遍认为的“热

门”专业，又有谁能保证

它会一直“热”下去呢？

甚至哪天突然消失或是

被 取 代 也 未 可 知 。 因

此，“热爱”还是“热门”

并不能成为影响你选择

的最大因素。你选择的

专业，是关乎自己未来

和人生的，对得起自己

就 好 了 ，何 必 顾 虑 太

多？换句话说，你因为

“热门”放弃“热爱”没有

错，也不必愁，因为如果

真的“热爱”，未来你还

会 用 各 种 办 法 去 找 回

它，而“热门”就是你的

工 具 之 一 ；你 因 为“ 热

爱”放弃“热门”也没有

错 ，更 不 必 愁 ，因 为 有

“热爱”的加持，你一定

能收获比“热门”更好、

更丰厚、更有意义的回

报与馈赠。

最后，我还想说，虽

然 报 志 愿 选 专 业 很 重

要，但它并不代表“一锤

定音”。未来的路还很

长 ，岔 路 口 也 还 有 很

多。看似截然相反、背

道而驰的两条路，未必

不 会 在 更 远 的 地 方 交

汇。你现在的选择只代

表现在的想法，并不代

表往后余生。放宽心，

大步走，相信一切都是

最好的安排。

“热门”“热爱”谁说了算

（北京理工大学学生 李佳怡）

■ 学姐经验谈

（本报记者 宋 迪 整理）

满运静（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毕业生）：我大学

所报专业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这个专业在当时属于热门专业。

填报志愿时，热门专业可选

择的院校相对冷门专业就会更多

一些。虽然热门专业报考人数相

对多些，但因为选择多，院校设置

的名额便相对多，我们去自己心

仪院校的机会也会更大。

在就业方面，热门专业的选

择面会更宽，未来就业机会更多，

可选择的职业方向也更灵活。以

我的专业为例，在互联网时代、信

息时代，几乎各行各业都会或多

或少地使用信息系统进行信息管

理，那么这个专业的就业就较少

地受到行业领域的限制。毕业

后，我在寻找对口工作时可选择

的公司就会很多。而且这个专业

的覆盖面也很广，不仅可以选择

研发方向也可以选择管理方向，

这为我的职业发展也敞开了更多

的大门。

热门专业院校选择多且就业面宽 ◀ 反方

叶林依（中国农业大学动物
医学大三学生）：走过近两年半的

大学时光，我更加感悟到热爱对

于专业选择的重要性。不论是偏

理论的信息技术专业，还是偏实

验的材料化学专业等，学生在大

学学习过程中，都有可能遇到或

枯燥或困难的内容。对专业的热

爱，可以支持我们更好地跨越诸

多阻碍。若仅考虑专业是否热

门、是否便于就业，在未来的求学

与工作生活中便少了精神上的支

持与愉悦。“热爱”与否，决定了你

是受学习与工作所辖制，还是积

极探求做学习与工作的主人翁。

例如学习动物医学专业，我

不仅要热爱动物，还要投入实验

工作等。动物医学专业实验内容

丰富而严谨，科研时的多次预实

验与长期实验等都需要耐心与坚

持。心怀对专业、对实验的热爱，

那么进行各种实验工作时都会有

趣许多。对动物结构的好奇与对

解剖操作的热情，可消解解剖耗

时与辨认困难；面对某些需要攻

毒、饲养一段时间的实验，当我见

到实验动物时的愉悦心情可以化

解饲喂的繁琐过程……总之，对

实验结果的好奇、对实验操作的

热情，是进行实验的强劲动力。

▶ 无热爱 不成学正方

黄一诺（首都医科大学临
床医学研二学生）：不是你看了

一部法律题材的电视剧，或欣

赏 小 说 里 风 投 人 的 干 练 与 英

明，或倾慕于电视上潇洒的白

大褂，就代表对某个行业感兴

趣、了解这个行业，更不代表你

擅长相关专业。

例如我曾经的专业首选其

实就是法律。我梦想成为一名

律师，在法庭上有理有据地侃侃

而谈。在高中，我阅读了大量相

关书籍，深入了解我国法律体系

和律师职业，甚至开始规划和憧

憬自己的未来发展道路。然而

在越来越多地接触和学习中，我

发现这个专业的学习和职业发

展和我想象的并不太一样。在

高三升学阶段，考虑到法律专业

未来的深造路径和就业情况，我

最终放弃了这个选择。单纯的

兴趣不一定成为专业选择的方

向，况且其未来也不一定能成为

你想象中的职业。

我更倾向于有计划、有确定

目标的职业生涯。学医的未来

职业就好像是已经绘就初成的

蓝图，我可以看到自己的未来有

一条明确的发展道路，包括本科

毕业后的深造领域。数十年来，

医学专业的就业境况也一直是

相对平稳，医生这个职业的就业

方向和形式不会有太大变化。

所以我认为，选择专业时，还是

要理性客观地考虑现实情况和

市场需求的。

选专业一定不能叶公好龙 ◀ 反方

史 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现
当代文学毕业生）：记得刚入读中

文系时，老师半开玩笑地称：“这

个专业常被人说成是‘万金油’，

从政、经商、文学、艺术，似乎无所

不能；但如果做出惊天动地的大

成绩，又似乎与专业学习无关。”

可这没什么好嗤笑的，我认为，中

文系的基本训练，本就是为人的

一生打好底子，促成日后的天马

行空，逸兴遄飞。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

一句空。中文系，可以把读书当

作一种生活方式。日日与典籍

相伴，夜夜涵泳其间，每有所得，

心自怡然。我在中文系学习的

不仅是知识、技能，更是情怀和

气质。热爱这个专业的人，会钻

进其中自得其乐、甘之如饴，久

而久之自然养成为人为学的知

性气质、思考问题的逻辑方式、

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看人看事

的豁达态度。正所谓“腹有诗书

气自华”。

毕 业 后 ，我 进 入 北 京 市 城

市建设档案馆工作。不论是日

常撰写公文、地名规划工作还

是规划档案史料研究，我都能

从中感受到语言文化的魅力，

担起责任，守护初心。究其根

本，还是源于 7 年系统的学术训

练。那 7 年，我仔细触摸过一道

道学术殿堂的细腻纹理，日积

月累形成的阅读能力和知识积

淀带领我放眼去看大千世界，

同时反观内省心之峡谷。中文

系，教给我的不仅是如何写文

章、如何工作，更教会我如何思

考、如何生活。

▶ 热爱让我有情怀、懂生活正方

编者按：

因为热爱，湖南女孩钟芳蓉以676分、湖南省文科第四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冷门专业考古学，一时传为佳话。与此同时，人

工智能、大数据等热门专业也成为高校招生大户，众多考生趋之若鹜。

填报志愿，选“热爱”还是“热门”是每一届高三生都会面临的问题。本期特别策划，将围绕专业选择“逐热”还是“守志”展开讨

论，“月亮”和“六便士”，你将怎样选？

专业选择 “热爱”VS“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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