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高考结束，我坚定地在志

愿填报表提前批的第一行写下了上海

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并最终

如愿被录取。身边很多人不理解我为

什么要选择出京上一所建校不满10年

的高校，并且学习“普世价值”里的“天

坑专业”。那么我在选择高校与专业

时，是如何考虑的呢？又是如何选择

“适合我的”而非“大家都认为好的”呢？

▶ 早早立志 选择“天坑”专业

首先明确，我的专业选择先于院校

选择。在高一、高二时，我就已经确定

要学化学或材料科学了。这要感谢我

初中、高中的母校北京市第一六六中

学，以及身边给我莫大鼓励与帮助

的老师、家人和朋友。

初中 ，我

进行了智能鸟类巢箱的设计与应用课

题研究，第一次入围ISEF全球总决赛，

我深深感受到科学研究的魅力。高中，

我在学校的推荐下，进入北京市拔尖人

才培养计划，在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

究所陈庆军老师课题组进行氢氧燃料

电池阴极催化剂离子液体改性的研究，

并再次入围 ISEF 全球总决赛。那时

起，我就发现自己产生了对化学与材料

科学的浓厚兴趣，立志成为科学家做学

术研究。这也是我选择研究型大学的

原因。

很多同学可能纠结对专业组的选

择，其实，例如上海科技大学，是 100 %

满足考生填报第一志愿的，并且转专业

非常方便。几乎所有专业的必修通识

课都一样，转专业的负担比较轻。所

以，学生可以很轻松地在上海科技大学

学到自己理想的专业，这也是我选择这

所高校的原因之一。

▶ 基于专业 选择创新型大学

大家也许关注到，近几年上海科

技大学等一批创新型大学如雨

后春笋般成立。说

实话，当

初选择上海科技大学这样一所新型大

学无异于一场“豪赌”，不过从我目前

近一年的观察与体验来看，这个选择

是正确的。

最初和大家一样，我也不知道这些

建校没几年的新型大学怎么样，但随着

深入了解，我认为新型大学是最适合我

的。创新型大学有着科研、出国深造机

会多的特点，同时，小规模带来的人均

资源优势，是在传统高校无法享受到

的。以我个人为例：本科一年级进入了

刘朋昕教授课题组进行科学研究，学校

提供充足的经费支持；我们学院每个人

都能选择一位 PI（独立课题组组长）作

为自己一对一的学业导师，书院为约7

位学生配备3名教授作为生活导师；学

校还为我们提供了海外留学项目。

我明确了自己未来做科研的梦想，

而且有出国深造的打算。上科大“小规

模、高水平、国际化、研究型、创新

型”的新型学校办学理

念带来的人

均资源优势与科研、出国机会非常契

合我的目标与需求。

此外，选择上科大，在我看来，也

是出京走出舒适圈的过程，可以给自

己带来更多挑战性，更加全面地发

展。到一个全新的环境，锻炼的是我

对环境的适应力与人际交往能力。在

全球化趋势下，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以

及和不同背景的人沟通交往的能力，

是未来我所必需的技能。而且走出北

京这个舒适圈，带来的新鲜感与挑战

性可以更好地激发我学习的动力，让

我更专注地投入到做学问中。

在我看来，选大学最重要的是明确

自己上大学为的是什么。不要被学校

地域、建校时间等因素限制。希望各

位学弟学妹都能进入自己

理想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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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优先还是院校为王

“985”“211”的筹码有多大？可能

很大，但也可以不大。专业对口重要

吗？重要，但答案并不唯一。就业市

场优先考量学生的毕业院校还是专

业？作为一名在 5 家成熟企业工作过

的资深HR，我认为，志愿选择的过程，

就是你全方位立体成长的必经之路。

▶ 综合素养比头顶光环更重要

为什么说“985”“211”的筹码可以

很大，因为确实有企业将“根红苗正”

的牛校毕业作为进驻门槛。但偌大的

就业市场，决定了包容多样的企业文

化，所以人才本身所具备的特质，才是

最具竞争力的筹码。

性格特点、语言能力、专业技能、

实践经历……若招聘也是一场考试，

那无疑是一道开放性试题。“清华北

大”“TOP10 专业”这些标签会使你

的 简 历 熠 熠 生 辉 ，但 当 坐 到 HR 面

前，你自身所具备的综合素质，才是

手中的“王牌”。

没有一个岗位需求会有一成不变

的规定。至于专业，如财务岗位或程

序员岗位的招聘要求，往往是以你具

备相应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基础的；而

销售这类对专业匹配度要求不甚高的

岗位，则无论市场专业、设计或是技术

相关专业学生都可胜任。如果企业是

制造业相关，学机械的毕业生可能就

更具优势；若是IT高科技行业，针对其

不同客户群体，需要金融、公共服务、

制造业等各领域人才，那么相关专业

知识都可能成为你的加分项。

就像我的工作——HR，人力资源

的专业背景或许更贴近岗位需求，但

“非科班出身”并不构成“致命弱点”。

因此对考生而言，最重要的还是提升

自身综合实力。

▶ 选你所爱 拒绝拧巴

每个人走的路不同，节奏自然也

不同。有的考生在高考前就已立下志

向，拥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和职业规划；

也有的考生在面临志愿填报时依然没

有较强的目的性，那就先选择自己感

兴趣或擅长的，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积

累沉淀。

如今很多专业在入校初期会先学

习通识课程及专业基础课，留给我们

未来选择的机会很多，即使是确定的

专业如大数据、工商管理等，也无法清

晰未来的职业生涯，因此完全不必纠

结于“一考定终身”。我的女儿现在大

二，她选择了金融专业，身边的朋友劝

我：“如果没有门路，这个专业将来找

到一份好工作的机会并不大。”但我认

为，现在考虑这些都为时尚早，无论学

习金融思维亦或经营管理，未来从事

相关行业的知识都是相通的。人生有

一万种可能，而当下唯一能确定的，就

是选择自己所热爱的，不拧巴、不内

耗，努力活成更好的自己。

▶ 做一只潜力股 路漫漫其修远

如今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多，学习

资源也变得丰富起来，我们可以有更

多尝试的空间、表达思想的机会、展示

个性的舞台。在此，我想给同学们一

条非常重要的建议，即使你未来考入

的是一般院校，也一定要去历练、去成

长，去寻找更多学习的机会，不断为

自己加持。这种深造不一定体现在

学历上，也可以是职业技能。这些附

加值展现在你个人简历上的不仅仅

是经验和经历，更是你持续学习的能

力和动力，这会让用人单位看到你不

断努力提升自我以及快速学习的潜

力和素养。

编者按：

是先选院校还是先选专业？是选热门的还是选热爱的？是听父母的还是听孩子的？一个专业是

“天坑”还是“蓝海”？冷门热门专业如何区分？距离高考生填报本科志愿还有一个多月时间，这些令人

纠结的问题成为考生和家长的困扰。我们将呼声最高的几个问题汇集成“填报志愿连连问”，在本期

6至 10版呈现。希望你能从行业专家、资深HR、家长及学长的故事中，寻找到答案。

南下千里入“天坑”
讲述人：上海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 李 果

名校筹码有多大 专业对口重要吗
讲述人：多年从事外企人力资源工作管理者

ICF国际教练联盟认证教练 蒙迎春

（本报记者 宋 迪）

（本报记者 邓 菡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