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后，可能很多同学会对被录

取的专业不是特别满意，或者在大一

上学期经历了对这个专业的学习之

后，发现这个专业不适合自己，跟自己

预想不太一样，这个时候，同学们就可

以开始考虑转专业并进行相关准备。

北京林业大学学生李怡帆（工商管
理专业转至心理学专业）：

高考时，我最想学的专业是应用心

理学，但遗憾未能被第一专业志愿录取，

所以在大一刚开学时，我就确定了转专

业的想法。在大一第一学期的学习中，

我发现工商管理类专业在就业方面相

较于应用心理学可能会略占优势，而在

学习商科的过程中我也收获了许多乐

趣。但出于对心理学长期以来的兴趣，

我还是坚持了转专业的想法。

由于早早就确定了转专业的方向，

我便提前通过各种渠道认识了许多有

着相似经历的学长学姐，向他们了解了

应用心理学专业每年接收转专业学生

的情况。我了解到，虽然转专业申请条

件中并没有对成绩有所要求，但好成绩

会给申请学院好印象。一步领先也许

将意味着步步领先，我在大一第一学期

努力学习，成功在第一学期拿到了年级

第一的成绩。

有了不错的成绩加持，我在转专业

的时间节点顺利完成了申请。为了能

够通过最终面试，我又联系了有成功经

验的学姐询问准备事项，在她的建议下，

我在假期看完了心理学专业相关的导论

书籍以及视频课，并且加强了自身的英

文听说能力以应对面试的英文环节。同

时，为了让面试过程更加流畅，我对着镜

子练习了50多次中英文自我介绍，还从

网络上搜索转专业可能遇到的面试问

题，做好了回答准备，并找到朋友对我反

复进行模拟提问训练。最后，我再次仔

细思考了自己做出转专业决定的动机，

并在脑中整理了所有能回忆起的与心

理学专业相关的经历。在对自身有明

确的了解和准备后，我顺利通过了最终

面试，成功转至应用心理学专业。

北方工业大学学生柴伊丹（机械专
业转至通信工程专业）：

我高考时被学校机械类专业录取，

在大一下学期开始着手转专业的准备，

最终在大二成功转专业，成为了一名通

信工程专业学生。

北方工业大学的转专业制度相对

宽松。首先，学校转专业的申请时间是

在大一下学期的第6周到第9周，每年的

3月下旬到4月中下旬都可以申请。当

时我的目标比较明确，刚上大一时就决

定要转专业，所以我在大一上学期就主

动找学院各专业的系主任进行了解，分

析自己对哪个专业比较感兴趣，更适合

哪个专业，提前了解目标专业在未来会

学什么课程，未来就业或深造有哪些方

向等。

其次，同学们在大一上学期千万不

要有挂科。我建议大家提高一下自己

的绩点，争取保持在系里前20%至30%，

这样在后续面试的考核以及系主任的

素质考察中会更加保险，转专业的结果

会更有保障。

最后，同学们要有较深厚的数学基

础和英语能力，这对于转专业时要进行

的综合考核很重要。学校转专业考核

包含综合面试、笔试以及机试，具体的考

核方式，根据学校具体的政策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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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专业不满意怎么办

如果能在志愿填报环节进行

更合理的规划，考生就能尽量避

免进入自己“学非所愿”的专业。

对于即将参加 2024 年高考的考

生，高校招办老师们给出建议。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招办副主任
顾新宇：由于 2024 年高考选考科

目将有调整，考生首先要对目标

专业的选考科目进行了解，保证

自己对专业的选择满足最基本要

求。其次在高三第一学期要尽可

能多地了解专业及就业去向，提

前做好专业选择和生涯规划。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招办主任
吴小华：首先，考生要通过各大学

招办官网，深入了解所报考学校

专业的内涵，一般包括培养目标、

培养要求、主干课程、就业领域

等，同一个专业在不同院校，其专

业内涵也不尽相同，考生切忌仅

从专业名称的字面意思揣测专

业。其次，志愿填报要结合自己

的职业规划进行。学生要有职业

规划意识和发展的眼光，即根据

个人专长、兴趣爱好、家庭背景、

职业倾向等，结合未来是深造还

是就业等个人规划，做好学校和

专业的选择。第三，志愿填报时

要让分数和位次“留有余量”。在

知分知位后填报志愿的模式下，

不能为了“不浪费一分”而完全不

考虑专业。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招办主任
孟毅芳：志愿填报如何排序、如何

选专业是高三学子必做的一道选

择题。做选择题有两种方法，如

果对题目非常了解，选项就会非

常明确，直接选择答案即可。但

如果对题目理解不清晰，对选项

犹豫不决，最常用的就是排除

法。非常了解自己性格、兴趣、天

赋优势的学生，职业导向往往非

常明确，他们更适合用第一种方

法。但对于大部分高三学生来

讲，认识自我、认识专业可能显得

有些抽象，这时就可用排除法，排

除掉自己完全不适合、不喜欢的

专业，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作出最

适合自己的选择。

志愿填报是一个非常“烧脑”

的过程，家长和学生一要提早动

手，比如对大学专业的了解与选择

工作最好能前移，避免出现高考结

束后才开始考虑报什么专业的情

况出现；二要亲力亲为，因为专业

选择是一个“私人定制”的过程，学

生必须要对自己的特质、兴趣、天

赋有基本的认知，鉴于高中学生阅

历浅，家长可帮助孩子归纳总结职

业和专业相关的内容，为孩子进行

专业选择做参考，但要尊重孩子的

最终决定权，切忌大包大揽；三要

“高瞻远瞩”，对于专业所谓的“冷”

“热”之争，“好”“坏”之争，不要盲

目从众，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作出

个性化判断。

中国政法大学招办副主任
于瑞辰：在选专业上，家长与考生

的出发点有很多，如专业学习难

度、专业热门程度与就业前景、考

生对专业的喜好程度，以及不同

大学的专业特色与优势等。特色

专业以及热门专业不一定是将来

就业最好的专业，也不一定是最

适合的专业，对考生来说，感兴趣

的专业才是最好的专业。

北方工业大学招办副主任
王宏波：考生在做志愿规划时不

必盲目跟随“网红”专家追捧所谓

“热门”，适合自己最重要。另外

也要提前了解大学的转专业政

策，为自己保有二次选择的机会。

提前选专业 招办主任有话说

各校的转专业政策不同，转专业

成功率也不一样，学生在转专业的选

拔上还是有失败的可能。如果没有成

功转到自己喜欢的专业，怎样化“不

爱”为“爱”呢？

北方工业大学招办副主任王宏波：
要多方了解专业内涵，可通过专业老

师、校内师兄师姐以及校友等，培养专

业兴趣，合理规划未来生涯，也可通过

辅修第二专业、或修读第二学士学位

等方式，使自己成为复合型人才。

北京体育大学教育处处长章潮晖：
没有成功转专业的学生不要过于纠结，

要潜心学好本专业知识技能，同时积

极做好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准备，将继

续深造作为学业规划的一部分。

北京科技大学招办副主任翟文洁：
每个行业和专业都有它的魅力，只是

我们暂时还不了解它。可以读一些关

于专业发展史的书籍资料，了解所在

学校该专业的办学历史、行业贡献，跟

着导师参与一些课题项目，你可能会

庆幸：还好当时没转走。

北京林业大学招办副主任刘芳：
了解专业的价值和意义是培养专业兴

趣的首要步骤，只有了解专业，才能更

转专业 过来人这样做

（本报记者 许 卉 邓 菡 岳 阳 胡梦蝶 孙梦莹 蔡文玲）

转专业不成功 怎样“爱”上本专业

加理性地看待专业，增强对专业的

信心和热情；其次，专业并不是单

纯的课程组合，而是一套有机整合

的知识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既会

有学生不喜欢、不擅长的领域，也

会有学生喜欢和擅长的领域，取长

补短可以将“不爱”转为“爱”。此

外，厚基础、宽口径是本科教育的

特点，专业和就业并不能完全划等

号。在本科阶段，学生学习的专业

知识是基础性内容，而更重要的是

要培养自主学习知识的能力，因

此，同学们不要困顿于专业本身，

而要加强自身能力的锻炼。

（上接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