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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名校放弃兴趣
为爱好放弃热门
两位过来人的升学选择，你觉得值得吗？

A 在名校和理想之间，选了名校
“就像是绕了一个大弯”

B 同学在高中时，因为学

习压力大，所喜欢的专业得不

到认同，一度变得非常内向。

然而在考上心仪却“冷门”的文

博专业之后，进了大学的她就

像换了个人，人不仅开朗了，而

且学习劲道十足。

B 同学的中学学习成绩一

直是典型中等生，但她从高中

开始就有非常明确的职业规

划。“我要报考文物与博物馆

学。”她从小对文物和博物馆就

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去故宫

修文物，就是梦想中的职业。

这个职业理想却遭到B同

学家人、老师的反对。她的父

亲是名医生，家人都希望她可

以子继父业。老师之所以反

对，主要是因为文博专业所需

要的最适选考科目组合很特殊

——历史、地理和化学，因为如

果要学文物修复，化学这门课

很重要，但学校并没有这样的

选课组合。

老师、家人的反对，让B同

学整个高中都有点压抑，最后

考出 500 多分的成绩，只够上

普通本科院校。

填报志愿时，B 同学和家

人的矛盾有点激烈。爸爸要求

她填写医学专业，但她自己还

是想要坚持理想，医学完全不

是她的兴趣所在，也不是她擅

长的。她是个敏感、艺术型的

孩子，从性格和天赋而言，确实

不是那么适合医学。

最终，B 同学得到了老师

的支持。贴心的她，为了安抚

家人，在 80 个平行志愿

里还是写上了不少医学专

业，不过她把自己最喜欢的专

业排在了前面。

“因为填志愿时，排序是很

重要的，写在前面的更容易被

录取。”

就这样，她顶着巨大的压

力，终于考进了自己心仪的文

物和博物馆学专业，并且是北

京的学校。对于 B 同学来说，

在一个历史悠久、遍地是博物

馆的城市里读最喜欢的专业，

她的人生顿时迎来了希望。

进入大学的B同学，仿佛变

了一个人。学习不再是让她感

到焦虑的事，反而是充满动力。

在北京上大学期间，她几乎

每个周末都泡在各大博物馆、

美术馆，把展览看了个遍，就像

一块海绵一样尽情地吸收知

识。B 同学的朋友圈几乎每隔

几天就会晒逛展的照片，你能

从照片上的表情看出，这个姑

娘青春昂扬。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联系上她时，她已经如愿考上

了研究生，导师来自北京大学，

主攻文物修复方向。

“文博专业很‘冷门’吗？

我一点也不觉得。”B 同学说，

她四年本科求学期间，很深切

地感受到了国家对这个产业的

需求，“现在时代发展变化那么

快，技术日新月异，但我认为文

博专业是很难被人工智能取代

的。其实适合自己的专业就是

热门！”

BB
女生

在文博和医学之间，选了文博
“适合自己的专业就是热门”

填报志愿这件事，同学和家长们

不妨听听专家的意见。6月14日（下周

二），钱江晚报·小时新闻高考直播间，

将邀请中国科教评价研究院高考咨询

与评价服务中心主任张裕晨老师，为大

家讲解填报志愿的原则和技巧。

生涯导向还是分数最大化？提

前批与专业平行志愿如何选择？志

愿如何排序？填报志愿需要避免哪

些雷区？这些痛点问题，张老师将进

行详细分析，干货满满！

张裕晨老师是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副教授、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高考多

元升学指导、青少年生涯规划指导、新

高考教育政策评估及大学评价研究。

他曾主讲近百场新高考改革相关师资

培训课程及志愿填报公益讲座，累计

咨询及培训学生一千余人。

直播时间：6月14日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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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高考直播间：高考志愿怎么填？资深教育专家直播讲解

如何填报志愿？对于每一个考生家庭来说，都会有自身各种因素的考量，有些会考生会比较听爸妈的

建议，有些考生有着自己的规划，有些则会综合利弊。

这道题，可能是很多 18 岁的年轻人所面临的人生第一次重大抉择，有时候，一个选

择会决定今后的四年青春、毕业后的人生规划。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采访了两位“过来人”，他们在选择专业和学校的过程中

都经历了纠结，并且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决定。

三年前，小 A 拿到了一个刚好

能上浙江大学的高考分数，650 多

分。这个分数有点尴尬，如果报考

浙大，只能选择提前批相对冷门的

专业。

小 A 一直以来的职业梦想是

当老师。要实现这个梦想，走教育

部直属公费师范生的道路是最稳

妥的。

作为一名男生，又喜欢当老

师，如果选择师范类大学，在就业

时优势比较大。目前，全国有 6 所

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西

南大学。这六所师范院校的公费

师范生毕业就可以直接进到中小

学担任教师，无需经过激烈的考编

竞争环节。

以小 A 当年的分数，可以报考

西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东北师

范大学。他说，当时相比这几所师

范院校，浙江大学的名校光环对他

们家来说无疑更具吸引力。

填报志愿时，他和家人都非常

纠结。小 A 妈妈提前做了很多功

课，准备了厚厚的一沓

资料，把每个目标院校

历年的录取分数都打印

了出来，戴着眼镜挨个查，

足足对比了1个多月。

其实，记者采访也发现，小 A

很感性，性格和善，喜欢与人打交

道，相比一些理工科类职业，他更适

合成为一名人民教师。不过当时家

人对于男孩子当老师这件事并不很

支持，而且能报考的几所师范院校

离家都比较远。

一家人在经历了无数次的讨论

后，最终在名校光环和理想职业之

间，选择了名校。小 A 以压线的成

绩被浙江大学提前批录取，进入了

农业工程专业。

“高考分数一点都没有浪费，得

知录取的时候所有人都很开心。我

也为自己能考上浙大而骄傲。”小A

说，“可是，我现在觉得当时的选择

是错误的。”

现在小 A 已经大三，农业工程

专 业 的 课 程 实 在 让 他 提 不 起 兴

趣。更糟糕的是，提前批录取的学

生 是 不 能 转 专 业 的 ，“ 学 得 很 痛

苦。对于同学们来说很有意思的

课程，我因为没兴趣，都学不进去，

就导致了没有成就感，影响了自己

的自信心。”

三年来，小 A 最初的梦想没有

改变，他还是想要当一名老师。但

是他的本科专业很难和师范学生竞

争，即便他来自浙大。想要实现自

己的职业目标，小 A 必须通过考研

来转专业。他现在正在准备考浙江

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对我而言，就

像是绕了一个大弯。”小A说。

但经历了弯路，小 A 更加坚定

自己的理想，同时他也想提醒后来

者，不要盲目追求名校光环，选择适

合自己的才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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