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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时评

■关注大学生暑期实践

文·王传言

文·实习生 徐 冰

■将新闻进行到底

“会读不如会考，会考不如会报。如今真的是体

会到了。”

“本来还以为高考完就算是彻底解放了，哪想到

‘痛苦’才刚刚开始。”

“各种困惑，各种不懂，填报志愿真是第二次高考啊！”

正为高考报志愿的准大学生小李在微博上这样感慨。

近日，在众多高校的互联网论坛上不时出现一些

准大学生们投石问路，引来众多“过来人”出谋划策：

“别在选专业上面浪费时间，没有绝对的好专业，喜欢

的专业就是好专业。”

兴趣至上谈何容易。作为在“最难就业年”踏入

大学校门的准大学生们，今后的就业问题显得格外敏

感。在新形势下如何合理填报高考志愿，成为广大考

生和家长最迫切了解的问题。

“会读不如会考，会考不如会报”？

如何安全跨过“第二次高考”

日前，教育部公布《关于积极推进高等职业教育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高等职业教育考试

将逐步与普通高校本科考试分离。教育部一相关负

责人表示，此举旨在改变当前学生成绩差才上高职的

现状，增强高等职业教育对优秀学生的吸引力。事实

上，为推动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中央政府

和地方各级政府已纷纷出台大量“利好”政策，但相对

于普通教育而言，职业教育吸引力明显不足。（7月13
日《光明日报》）

中国的职业教育可以说既面临着机遇也面临着

挑战。从机遇上看，据预计，2015 年，全国技能型劳

动者总量将达到 1.25亿人，其中高级工以上的高技能

人才达到 3400万人；到 2020年，国内新增劳动力中受

过高中阶段及以上教育的比例要从 2009 年的 67%提

高到 90%。从挑战上看，目前的职业教育划分为中等

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但无论是哪一种职业教

育，往往都被认为是教育的一种层次而远非是教育的

一种类型。

在机遇和挑战之间徘徊的职业教育最为缺乏的

不是别的而是“顶层设计”。包括政策支撑、制度依赖

和环境优化等多个方面。可以说，如果不从“顶层设

计”的层面上进行支撑和改革的话，任何职业教育的

创新发展只能是渐进的和微乎其微的，对于促进中国

高等教育的改革没有任何意义，而对于促进产业转型

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可能仅仅是眼前利益的

补充，不能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

职业教育“顶层设计”支撑首先需要的就是地位

的确定，要将职业教育尤其是高职教育视作一个类

型，学生在报考的时候应该有相同的选择权，如同国

防生的层次一样。当然，这需要很长的路要走。在解

决其地位之后，另外一个要解决的就是其自身的发展

体系问题。让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形成中国教育的

两大体系，而不是在职业教育的发展中出现“专转本”

这样的并轨现象，而忽略了职业教育原本就有着自身

的基因和特征，与普通教育体制的简单合流只能让职

教创新发展成为一纸空谈。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国家要发展，一个社会要

和谐，都需要合理的人力资源结构来支撑，需要合理的

教育结构帮助实现。当前我国总体上处于工业化中

期，应该说最大量需要的还是职业技术人才，特别是技

能型人才、高端技能型人才。因此，必须推进教育结构

的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面向人人、面向全社会的职业

教育，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解决就业总量压力与就业

结构性矛盾、构建合理教育结构的重大战略。

职业教育最缺乏的就是“顶层设计”

“以前我最怕的就是大虫子小虫子，现在最兴奋

的就是抓到一只好看的或者稀有的昆虫，在过去十几

天的专业实践过程中，我们每人都抓了有近千只虫

子，除去一些缺胳膊断腿不能用的意外，我们每人至

少要制作 400只以上的昆虫标本，真的很不轻松……”

看着即将完成的暑假作业，浙江农林大学植物保护专

业 111班的李雅婷一边忙一边说。

7 月 14 日，浙江农林大学植物保护专业 63 名在大

二学生，都呆在学校的 16号教学楼 118实验室里，认真

的整理抓回来的昆虫并将之制作成标本。虽然暑假

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月，很多同学早在家里休息避

暑，但是浙江农林大学植物保护专业的李雅婷和她的

62 名同学，才刚刚完成昆虫的捕捉任务，接下来要好

几天才能完成这些昆虫标本的制作。

植物保护是技术性很强的专业，认识各种昆虫也

是该专业所有学生的基本功。为了提升学生的实践

技能，暑假开始前，昆虫学课程的任课老师徐志宏教

授，给所有植物保护专业的大二学生布置了一份特殊

的作业：每人到野外活捉 400多只昆虫并制作成标本，

而且为确保捕捉到的昆虫种类的丰富性，还要求所有

同学捕捉到的昆虫，必须涉及昆虫纲的 16 个目的 120

个科。

抓昆虫并不是想抓就能抓的，昆虫有的有小，很

多昆虫还能飞，光靠徒手想抓到昆虫是不可能的。为

了提升“战斗力”，所有同学都从昆虫实验室领到了各

种“海陆空武器”：抓有翅膀虫子用的网兜、装能迷晕

昆虫的乙酸乙脂的广口瓶、诱虫子用的灯具等。学生

们说：“有了这些武器，我们就能尽可能得活捉到完整

的昆虫，用手抓的话，很容易把昆虫的翅膀、腿、触角

等弄坏。”

由于很多昆虫的活跃期在清晨和晚间，所以学生

们大多选择清晨和傍晚外出抓昆虫，中午则在标本室

里，将抓到的昆虫制作成标本。整天和昆虫做伴，现

在大家都对昆虫习惯了，植物保护 112班的苗雨桐说，

以前最怕的就是虫子，如今看到虫子就觉得亲切，还

几只好看的蛾就是在学生寝室里抓到的，不少同学走

在路上也东张西望，希望能抓到一只罕见的蚂蚱，或

者发现几只还没抓到过的小虫。

“昆虫的世界也是丰富多彩的，以前很多同学讨

厌苍蝇和蟑螂，那是我们对这些昆虫的不了解。其

实昆虫的世界也是非常奇妙的。比如在夏季，苍蝇 1

分钟之内能扇动翅膀 500次，快速地扇动翅膀，还可以

让它们在空中保持静止状态，还可以向后飞，在空中

翻跟头，这些奇妙的现象都是我以前不知道的。通过

捕捉昆虫，深入学习和了解昆虫，我们都对从事本专

业有了更深厚的感情。”一位学生在他的实习感受里

写道。

对于安排学生暑期捕捉昆虫，指导老师徐志宏

说，照本宣科的读图识虫，是最沉闷的教学方法，而野

外抓虫子则是植物保护专业的教学环节之一，可以有

效增强专业学习的趣味性。学校希望通过学生自己

动手抓昆虫，让植物保护真正走出课堂，开辟新的学

习环境，在自己动手过程中了解病虫害。此外，学生

们还可以通过抓虫子、做标本，认识更多以前叫不出

名字的昆虫，增强对植物保护专业的热爱。

在标本实验室里，同学们正将昆虫按要求制成标

本，并根据不同昆虫所属的目、科、属、种，进行分类摆

放。整齐排列着昆虫标本，赫然一支庞大的昆虫军

团：独角仙、金龟子、凤蝶、蜻蜓、竹节虫、蜡蝉、蟑螂、

蚊子、红袖蜡蝉……数以千计的罕见而漂亮的昆虫，

如今已成了同学们的“战利品”，并被整齐地排列在一

起，宛如一套罕见的珍贵艺术品。

“虽然辛苦，但是我们觉得战果辉煌，通过捕捉昆

虫，我们发现从事和昆虫有关的事业，是那么有趣。

今年暑假的作业进一步坚定了我们从事本专业的信

心。”植物保护 111班班长傅威锐说。

63名大学生和
25000只昆虫
——在捉昆虫、制标本中体会专业乐趣

文·陈胜伟

图为浙江农林大学植物保护专业的学生在制作昆
虫标本。

什么才算是好专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熊琦

教授说：“这个问题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好

专业肯定不应该是无缝对应社会职业的专业，这也

是大学和职业学院的基本区分。大学最重要的功

能，不在于仅仅提供一种技术训练，而是在四年时

间里学习如何独立、严谨地发现和分析问题，专业

只是获取这种能力的载体。好的专业并非是指特

定专业，而是指能够给予学生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

的专业。”

“对于报考学校来说，本科阶段的专业其实并非

决定终生的选择。从学生的选择来看，可以多了解

各专业的具体内容，并与考生自己的兴趣和性格相

结合做出选择。同时，可以考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一方面选择方向和口径较宽的专业方向，以便进

入大学阶段的学习后可以进一步做出选择，另一方

面选择专业设置较为齐全的综合类大学，使学生在

进入大学后有一个知识获取渠道更宽的平台，有助

于帮助学生更好地开拓视野。”熊琦说。

目前有很多高校的招牌专业同样面临着严峻的

就业问题，对此，熊琦表示，就业形势严峻并非是针

对特定专业或特定高校，而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

但一些学校招牌专业就业形势不被看好，也可以从

两个角度来分析。

“第一，全国高校相关专业设置的门槛过低，导

致该专业在全国范围内招生规模迅速升高，培养质

量参差不齐，进而挤压了该专业的就业规模。以法

学专业为例，由于数年前大量高校以政治和马克思

主义等专业为基础设置法学专业，导致全国法学专

业数量激增，客观上成为近年来法学专业就业难的

因素之一；第二，招牌专业就业形势难的另一个原

因，也可能是该专业本身口径较窄，在一定时期可能

迎合了社会的需要，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该专业的培

养方式和学生的知识结构已经无法满足现实需要，

因而造成就业率下降的问题。”熊琦说。

——建议——
好的专业能给予学生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

填报高考志愿对大多数考生和家长来说都是“门

外汉”，面对琳琅满目的专业，绝大部分“准大学生”并

不清楚自己该选什么样的专业。

据了解，对于填报志愿，考生们咨询最多的是“什

么专业是最好的？”“什么专业就业率高？”“我适合学

什么专业？”等高难度问题。浙江农林大学的“选专业

志愿者”李秀秀说：“这些问题看是简单，其实真的很

难回答，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就业好不好也是

相对来说的，很多专业有的学校好，有的学校不好；还

有的专业现在好，以后未必好。最关键的是，即使是

就业再好的专业，学生如果不喜欢，也很难学好。”

据高招办的老师介绍，其实每次来咨询的问题

有很多都大同小异。很多家长盲目听从他人意见，

在高招咨询会上都喜欢问学校去年的分数线，认为

以往年分数作为参考是比较保险的。“实际上对填

志愿来说，看分数并不可靠，因为每年题目的难易

度有所不同，每届考生的情况也不同，不可能今年

的分数分布情况与往年一样。所以，填志愿应该以

学生的名次为依据，因为说到底，学校录取也是按

名次录取。”

——现状——
面对“第二次高考”，“不及格”现象普遍

近日，武汉考生李云郑重地在武汉青科技复读学

校办理了报名手续。“他在海南大学读了一年的管理

类专业，本来该升大二的，现在却办理了退学手续。”

该校负责招生咨询的李中原老师介绍，李云在去年的

高考中考了 561分，过了一本线。

因为不满意所学专业，今年放寒假时，李云就在

母亲陪伴下到该校咨询复读事宜，当时老师们都劝他

们要谨慎，考取重点大学已经很不容易了。

不过，经过半个学期的思考，他们最终还是决

定复读。“这个专业我不太喜欢，而且就业前景也不

好。”李云这样对老师们说。他还是有备而来，上半

年也一直在复习高中的课本，做今年的高考试卷感

觉还不错。

此外，武汉睿升学校本月也出现了一名大学生身

影。据了解，这名学生已经从武汉一所重点大学毕业，

学的会计专业，选择重来是因为自己对这个专业一直

不感兴趣，想再重新考上理想的大学和理想的专业。

然而，2011 年从北大退学复读的李营却没有这

么幸运。2009 年，她被北京大学哲学专业录取，因对

此专业没有兴趣，她于 2011年秋退学复读，但最终只

考了个普通的一本大学，她自称比较失望。

有调查显示，在填报志愿时有 67.9%的人承认自

己在报考专业时是“盲目的”，71.2%受访者表示如可

能想重择专业。

虽然高校普遍都有转专业政策，但入学后要想真

正转个好专业也是不容易的，因为想转专业的学生

多，而受师资力量等原因，每个专业的学生数都是一

定的，到时候并不是想转什么专业就能转的，所以最

好能够在高考志愿者填报时，就能够选择好适合自己

的专业。

不满所选专业，“回炉”高考频现

针对不少考生选拔专业的盲目性，志愿者们以过

来人的身份提醒考生：好听的专业不一定是好专业，

适合自己的专业才是最好的。

已经被某高校录取的小高同学提醒正在面临填

报志愿盲目的同学，报志愿时不要被专业名称迷惑

了:有些名称起得比较“炫”，比如当时他报计算机的

时候，专业名称叫做“信息科学”，当时大家并不太清

楚究竟是干什么的，后来上了一段时间课才知道这就

是传说中的 IT。

“考生最好对自己所报的专业有一定了解，比如

看看高考咨询材料、参加学校开放日、看看实验室，有

条件的话翻翻专业课程的课本，看看自己能不能接

受，不要仅仅看名字就给它一个主观的认识。首先比

较好地了解一下这个专业会使报志愿更加客观一些，

也是对大学生活做一个比较好的准备。”小高说。

在网络上，针对考生们得问题，不少志愿者根据

自己了解的情况，纷纷给考生提供建议和参考：“动

画、法学等很多专业听着好听，但是有关机构调查发

现，这些专业失业量较大、就业率和薪资也不理想，所

以新生报考时不要盲目地被好听的专业名称迷惑，很

——观察——
适合自己的专业才是最好的

多专业听着不错，其实就业是非常麻烦的。”“要考园

林专业，那浙江农林大学就是首选了，我们学校的园

林专业综合实力，不仅在浙江高校排在第一，在全国

也是数得着的。而农林类专业，木材加工专业，我们

学校都是最好的”……

原本想学财务管理专业的考生“寻找合伙人”

在志愿者指导下，已将准备填报浙江农林大学的定

向培养的园艺专业。他说：“我家经济条件不是很

好，所以特别希望找一个就业形势好的专业，原本

想报财务管理专业，通过和志愿者们交流才知道，

现在财务管理专业虽然很热门，但是就业形势却一

般。与此成对比的是，该校园艺等专业，今年招定

向培养学生，不仅不收学费，而且入学就和有关事

业单位签订就业协议，根本就不用担心就业，所以

我们全家商量后决定，第一志愿就报定向招生的园

艺专业。”

科技日报讯（记者林莉君）参观实验室，感受浓郁

的科研氛围；参观校史馆，感受深厚的文化底蕴……在

北京工业大学“全国优秀大学生科技夏令营”活动上，

来自四川大学、兰州大学、吉林大学等45所高校的107

名优秀大学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科技交流活动。

在 7月 15日举行的开营仪式上，北京工业大学郭

广生校长详尽介绍了学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方面做出

的特色工作和获得的丰硕成果。他希望营员通过参

观、学习、交流等活动走近工大、了解工大，收获快乐，

体验成功。

据介绍，科技夏令营共计 7 天时间，营员按照班

级（先进制造班、信息科学班、城市建设班）参观实验

室、师生交流互动等丰富多彩的科技活动。这些优

秀大学生还可以聆听彭永臻教授、尹宝才教授、王璞

教授等国家教学名师、杰青、千人计划、优博指导教

师等知名导师作的专题学术报告。

107名优秀大学生齐聚北京工业大学“科技夏令营”

科技日报讯 （记者段佳）进入 7 月，各大商家纷

纷瞄准暑期学生市场。国内最大通讯连锁迪信通近

日宣布，提前启动暑期学生手机市场攻势，学生持证

件 购 机 可 立 减 200 元 ，即 在 暑 假 期 间 ，学 生 购 买

iPhone 5仅需支付 3699元。

迪信通市场部相关负责人介绍，7月起，大、中、小学

学生凭学生证到迪信通购买手机，均可享受立减200元的

购机优惠。此外，暑假期间，学生到迪信通购买手机还将

获赠300MB电信流量卡，也可获赠自行车、电风扇、学生

电脑桌、拉杆箱、移动电源、U盘等学生喜爱的礼品。

迪信通抢攻暑期学生市场

科技日报讯（通讯员顾淑霞）7月14日晚，第三届

“新世界数学奖”颁奖典礼在台北市圆满举行。共有来

自全球的 27名年轻华裔数学论文作者获奖。来自清

华大学的顾炜晨和张鸣一获得本科金奖，巴黎第十一

大学的吴昊和香港中文大学的罗天文获得硕士金奖，7

位同学获得博士金奖：巴黎第七大学的单芃、哈佛大学

的李思、巴黎第十一大学的梁湘玉、香港中文大学的劉

紹昌、普林斯顿大学的王之任、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吴

涵和哈佛大学的 Yu-Shen Lin。此外，还评出了博士

银奖9名，铜奖2名；硕士银奖4名和本科银奖1名。

“新世界数学奖”是面向全球杰出华人数学学生的

奖项，于2007年由新世界发展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郑

家纯博士与国际著名数学大师丘成桐教授共同设立，

并由新世界集团及台湾“中华青年精英基金”会捐资，

旨在鼓励华人学生钻研数学，增进海内外青年数学家

的交流。截至目前共有79名华裔学生获得嘉许。

“新世界数学奖”经过三届的评选，在不同的数学

领域已涌现了一批成果显著的杰出的年轻华人专

才。他们或在世界著名高等学府继续深造，或已成为

自己所在领域青年学者中的佼佼者。“看到他们在追

求数学真理的探索中不断前行，我感到无比欣慰。”丘

成桐说。

11名学生获 2013“新世界数学奖”金奖

科技日报讯（记者管晶晶）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主办的“对外经贸大学国际文化管理·2013年会”7月

13 日在京召开。本届年会以“全球化中的文化发展

与政策”为中心议题，包括全球化与文化发展、全球化

与文化政策、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管理、文化资本与

艺术管理、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旅游休闲管理六大

板块。来自全球七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200 名专家学

者出席了年会。

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赵忠秀表示，全球化背景下

的文化管理领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趋势、新特点，

迫切需要广大的文化学者积极探索不同文化之间相

互融合和共同发展的新思路、新办法。

本届年会旨在通过搭建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的

高端平台，促进中外高校文化领域学者、文化企业家、

文化行政管理者、文化非政府组织管理者之间的良好

交流，推动国内文化产业的学科进步和产业发展。

国际文化管理年会探讨全球化中的文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