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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夏天，除了高考外，让考生及家长头

疼的还有考试后的专业申报。高考家庭都会

动员全体力量，希望帮孩子选一个热门的、毕

业好找工作的专业。热门、冷门如何定义？事

实上，如今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而在一些

家长眼中，就是哪个专业报的人多、赚的钱多，

哪个专业就热门。

“人们对于专业冷热的认知，是基于对社

会经济形态的认知。”北京林业大学创业教育

指导办公室主任徐博函说。

北京建筑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朱俊玲

也认为，专业中所谓的冷门、热门，大多数情况

是人们依据社会供求关系以及就业的体面程

度、经济收入来考虑的。

考生家长在选择填报志愿的时候，无论是

热门专业还是冷门专业，都是为了孩子有个好

的就业选择，所以在选择专业时，都希望避开

知名度低、“感觉不好就业”的冷门专业。但毕

业后的环境，往往随着社会、市场不断变化，冷

热其实并非绝对。

例如师范专业、法学专业等“传统”意义上

的热门专业，往往是家长渴望孩子报考的重点

领域。可随着就读这些专业的学生数量急剧

增长，毕业生数量也水涨船高，加之教师和法

学等相关职业岗位更注重经验，更新换代较为

缓慢，近年来需求逐渐趋于饱和，甚至有点供

大于求的情况出现。

相比之下，一些冷门专业往往却能有着更

好的就业前景。薛逸凡201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知名”的古生物专业。毕业于“人丁不旺”的冷

门专业的他，其毕业去向却令人羡慕，毕业后他

被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生物学硕士专业录

取，获得了助学金，之后又被美国匹兹堡大学医

学院的医学信息学专业录取为博士研究生。

多“冷”才算冷门 其实没有定论

本报记者 马爱平

日前，各大高校都已开学，选课、迎新热闹

非凡。但一个孤零零的身影却引起了网友的

热议。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的杨柳主修乐

器是箜篌，而这个专业的学生全校只有她自己

一人。一人即一个专业，这事听起来很“酷”，

也有不少网友担心，杨柳在全专业老师的“精

准”爱护下，别说逃课，连上课走神都难了。

像箜篌这样的冷门专业，其实还有很多，比

如北京大学著名的“六代单传”专业古生物、中央

音乐学院的筚篥专业等。常见专业如历史学、文

物与博物馆学、考古学等也会被认为是冷门专

业。为什么会有冷门专业？冷门专业的招生与

毕业也会“遇冷”吗？可能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

对于冷门专业的印象也需要一些改变了。

这个冷门不太这个冷门不太““冷冷””
新生代选择专业更看个人喜好新生代选择专业更看个人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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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青年学生喜闻乐见的弹幕、短视频等流行

网络技术代入教学，把教室打造成一场“网红直

播”，你会不会觉得诧异？重庆市优秀教师张毅将

其变为现实。在张老师任教的重庆邮电大学通信

信息工程学院的课堂上，学生可以发弹幕向教师

提问和吐槽，讲台上的张老师不但不管，还乐呵呵

地看着同学们“玩手机”。教室大屏幕上飘过一串

又一串文字，有试题答案，有学习疑惑，还有各种

吐槽和调侃。课堂教学在这里大不一样。

时下的青年学生成长于互联网时代，最能引

起他们学习兴趣的，正是弹幕、短视频、VR 等新

技术、新手段、新内容。以弹幕为例，这本是一种

网络视频实时评论，很多时候只是吐槽和幽默。

弹幕登上教学荧幕，传统严肃与日常诙谐相碰

撞，激发了以互动为依托的双向交流，极大丰富

了教育手段和内容。这其中体现的，是科技走进

教室后，在教室场域发生的从外在形式到原生内

容的巨大变化。

科技赋能使教师有抓手、有依托，让教学有

内容，不枯燥、不空洞、不乏味。以往教师高高

在上的授课模式，对学生来说有一种距离感，

依托科技力量，请教师走下“神坛”，以开放的

心态与对学生柔性引导，使原本单向、刻板的

灌输知识变得更生动也更有温度，这是教育改

革长期的宏大主题，却通过小小的弹幕应用落

地了。

课堂中一项科学技术的引入，往往伴随着

教学模式的变革。5G 应用、智慧校园已经出现

在人们视野中，有的用于点名签到，有的用于

课堂监控。其实，科技真正融入教学并不难，

那就是彻底改变教学模式，把创新科技、课堂

教学真正交给学生自己，把被动接受知识变成

主动学习。同时，依托技术实现学生学习的自

主导向性，依据学生自身的爱好兴趣来选择所

学内容，使教育与学习能够在技术的桥梁上实

现真正的融合。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没有自我教育就

没有真正的教育。青年学生既是教学的受体和

对象，也是教学的主人。做好教育教学工作，既

要有学校和教师的引领和支持，也要相信他们有

自我教育的能力，相信他们在实践中能够判断真

假、美丑、善恶，尊重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这

些网红课堂的背后，恐怕正是科技改变教育的一

大意义所在。

弹幕教学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

陈 曦

教师节刚刚过去，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教

师在接受学生、社会的祝福时，也收获了一份属

于自身职业发展的喜悦。就在不久前，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连同教育部在内的多个部门，共同推

动了教师相关系列职称制度改革工作，并印发了

《关于深化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

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此次改革将目光瞄准了以往教师队伍在职

称评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分层、分类设置职称层

级，综合考察教师能力，让职称评定符合教师职业

发展需求，符合现代人才培养机制，符合职业教育

体系。让以往唯论文、唯科研的教师职称评定标

准成为过去式，让教师职称评定更科学、更全面、

更“讲理”，大大激励了教师队伍的健康发展。

职称层级体现教育发展规律

教师职称制度的改革，涉及到全体教师队

伍的切身利益。以往教师职称评定的标准较为

片面，已经难以适应如今庞大的教师队伍以及

现代教育体系的发展需求。如何改革，如何科

学地设置评定标准、评定层级，是此次改革能

否成功的关键。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在此次改革中，中小学

教师、中等职业学校教师、技工院校教师职称均

新设置到正高级，畅通了职业发展通道；将中等

职业学校教师、技工院校教师分为文化课教师和

实习指导教师两类，突出职业教育特点；突出对

教育教学工作业绩的评价，注重考察教育教学一

线经历等。

“针对不同教师队伍特点，分别制定评价标

准，中小学教师重在评价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水

平，中等职业学校教师、技工院校教师等重在评

价实践教学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实绩，注重行业

企业实践、指导职业技能大赛等经历；建立以同

行专家评审为基础的业内评价机制，推行专家评

议制度，选拔高水平的一线教师、教育教学专家

担任评委，中等职业学校教师、技工院校教师还

注重遴选行业企业技术专家和一线高技能人才

担任评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

员管理司副司长胡文忠说。

这些改革举措遵循教师成长规律，遵循教育

事业发展规律，旨在激发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积

极性，推动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通过改革引导广大教师回归讲台，回到教学

一线，评出了教育事业发展需要的优秀教师、卓越

教师和教育家型教师，教师队伍结构不断优化。

评价标准从片面到多元

如果说教师职称层级划分是外在体现，那么

职称评价标准以及评价依据，则是此次改革的重

要内涵。

“评价标准是教师职称评价的核心问题。

在教师相关系列职称改革过程中，聚焦各支教

师队伍的职业特点，聚焦教书育人的专业性、

实 践 性 、长 期 性 ，坚 持 重 能 力 、重 业 绩 、重 贡

献。”胡文忠说。

“《意见》突出对教学本身工作的实绩考察。

以职业属性和岗位要求为基础，区分不同教师队

伍的特点，不同学科的特点，分层分类制定评价

标准，着力提高评价的科学性和针对性。”胡文忠

举例，在此次改革中，技工院校教师、中等职业学

校教师职称评价标准进一步完善，把指导学生参

加技能大赛成绩作为评价的重要内容。

评价标准破除了“四唯”的倾向。“淡化学历

要求，对学历仅做一般性的要求，为不具备学历

的特殊人才建立特殊通道。淡化论文要求，推行

代表作制度，改变片面地将论文、著作数量与职

称评审直接挂钩的做法，将教案、教研报告、参与

学校专业建设、参与实训基地建设、指导学生实

习成果等作为评价的内容。淡化资历要求，对优

秀教师和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可以不受层级的

限制，直接申报高级职称。淡化奖项要求，不对

奖项做硬性要求，不把荣誉性称号作为限定性条

件。”胡文忠说。

职称制度改革 科学评价标准惠及全体老师
本报记者 马爱平

冷门专业在家长与考生眼中，可能有着不

一样的样子。

根据近日北京师范大学考试与评价中心

发 布 的《00 后 高 考 志 愿 兴 趣 报 告》（以 下 简

称《报告》），因为就业不佳而被归为冷门的历

史类专业，如历史学、文物与博物馆学、考古

学，反而挤入学生最感兴趣人文专业榜单前

三；而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资产评估、

志愿选择倾向 可能有点不同

金融学、投资学等曾被各界看好的经济、金融

类专业却被打入最不感兴趣榜单。

“传统冷门学科受到 00 后追捧，这反映了

00后在学业和职业选择上趋向个性化、更加注

重以个人学习兴趣为中心。”南华大学经济管

理与法学学院副教授欧阳爱辉说。

《报告》发现，考生的“心动”专业正在打破

大众传统的认知常理。与过去工资高、就业好

的择业标准不同，当下考生感兴趣的专业，未

来薪资水平反而不高。相反，薪资几乎最低的

学前教育、科学教育、特殊教育、历史学等专

业，学生感兴趣程度却很高。

《报告》分析，学生最不感兴趣的理工专

业，其就业方向多为传统行业，如航海技术、轮

机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水产养殖学、采矿工

程、石油工程、油气储运工程等。

“前些年较热门的金融、会计、公共事业管

理等专业，在当下考生眼中不再是热门。这一

方面和社会需求有关，毕竟上述专业前些年招

生太多，市场需求趋向饱和；另一方面也在于

00后在选择专业时，往往更多地追求自身个性

化，满足自己内心的兴趣爱好。”欧阳爱辉说。

同时，欧阳爱辉也指出，对于专业选择冷、

热的判断上，除了考生自己的兴趣爱好，也需

要以近几年高考志愿填报、各高校不同专业录

取人数和大一校内转专业情况等来综合分

析。毕竟这些与专业直接相关的数据更加真

实，更能反映客观情况。

专业热度正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

变化。《报告》显示，目前学生最感兴趣的 5大理

工专业分别为：心理学、法医学、数学与应用数

学、统计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对于偏冷门的

法医学成为学生第二喜欢的专业，北京师范大

学考试与评价中心主任刘嘉表示，这或许是受

到近几年相关影视剧的影响。

“在信息大爆炸时代，学生能够接触到大

量与专业相关的信息。各种专业题材的影视

剧、热门话题、新闻报道等，都可能影响学生对

相关专业的喜爱程度。”刘嘉说。近年来，历

史、心理、刑侦等题材网络剧频出，对 00 后志

愿选择的确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这种影响应该说是正反两面的。从正面

看，它们的出现提升了部分传统冷门学科的地

位，令这些冷门学科获得了更多的关注，也给

当下考生提供了更多专业选择的参考信息；但

从负面效果来看，文学作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

活，出于创作需要，会对事实进行某些夸张的

艺术化处理，这很可能让冷门专业在人们心中

形成一个‘美丽的谎言’，进而也令填报高考志

愿的考生对上述专业存在某种认识偏差。”欧

阳爱辉说。

“对 00 后填报志愿而言，追求个性化和自

身兴趣固然非常重要，但在真正作出填报和选

择时，还应当综合所有正确信息作出全面衡

量。”欧阳爱辉建议，譬如要考虑自己究竟是真

正对该学科有发自内心的浓厚兴趣，还是仅仅

受某影视作品的影响而叶公好龙。

专家建议，考生还是应该客观冷静地做出

综合判断。学校也可以通过针对高中生的专

业测评系统，结合职业测试模型，以及学生的

性格和兴趣特点，让学生更加清晰的认识专

业、认识自我。然后由专业的老师为学生讲解

其感兴趣专业的课程设置、专业特点以及今后

的发展趋势，最后再从就业情况的角度给予学

生专业性的推荐。让学生和家长对于每个专

业都有一个全方位、多维度的了解，从而在选

择专业时更加的得心应手、事半功倍。

看剧选专业 也要科学把关

太空中有水源吗？中国航天器飞行最远距离有多远？宇宙飞船在太

空没有燃料了怎么办？……一个个千奇百怪而又充满童心的问题，在直

播公益课的最后十分钟，“砸”向直播间的主讲人、中国科学技术馆副研究

员赵洋。

孩子们上的是北京网络文化协会指导、陌陌科技主办的“给乡村孩子

的科学课”的第一课。近日，在 2019年全国科普日来临之际，这一活动也

正式启动。中国科技馆、北京自然博物馆、北京天文馆、国家动物博物馆、

中国地质大学等知名科学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会借助互联网直播技术，

面向 22个省市自治区的 150所乡村学校，带来 10场别开生面的科普教育

课，为数万名乡村孩子开启“科学之门”。

毕竟，对很多乡村孩子来说，大国科技只是书本上的硬核概念，他们

很难对此有直观感知。

作为科学史博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赵洋带领乡村孩子走近

“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分享太空宇宙的趣味知识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光

辉历程。中国今日航天大国之成就，离不开钱老的开创之功。赵洋对照

大量历史图片讲述着钱学森的科研成果和理论前瞻，向孩子全方位展现

了这位“两弹一星”元勋波澜壮阔的人生。

“赵老师，怎样才能成为一名航天员呢？”课程结束后，孩子们问道。

“把身体锻炼得壮壮的，把知识学得牢牢的，以后就有机会成为航天员。”

赵洋这样鼓励他们。

“赵老师”让直播间另一端的孩子们大开眼界，而孩子们一个个有趣

的问题也让赵洋颇为感慨。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好奇心和想象力比知识

更重要。赵洋希望，通过直播公益课，在乡村孩子们的心里埋下一颗渴求

知识，向往科学，探寻未知的种子。“这就是我们科普人的使命。”

首堂直播课结束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鹿山小学李建壑老师直

言，对航天科技这种国之重器的科普，对孩子们来讲，这既是一堂科学课

又是一堂爱国主义教育课。“一方面，老一辈科学家心系祖国、淡泊名利、

不畏艰辛、自力更生的精神事迹，在新时代依然值得青少年学习传承；另

一方面，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祖国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也有利于培养他们

的创新精神，增强他们的民族自信心。”

直播公益课也不仅仅是一堂课。各地学校还将组织开展板报画比

赛、观后感分享会、写给宇航员的一封信等课外活动，引导乡村孩子离科

学殿堂近一点、更近一点。

据介绍，“给乡村孩子的科学课”内容将涵盖航天、天文、恐龙、植物、

地质等科学知识，以科普直播课的形式，集中展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以

来取得的科学成就，宣讲爱国、创新、求实、奉献的中国科学家精神，弘扬

精益求精、执着专注的工匠精神。把优质的科普师资请到直播间，充分发

挥直播的即时互动优势，把新技术的活力注入学校的科学教育，也能进一

步提升乡村孩子对科普服务的获得感和对科技进步的自豪感。

直播公益课
为乡村孩子开启科技之门

本报记者 张盖伦

近日，在河北省内丘县邢瓷文化体验馆，河北省内丘县实验小学组织
开展“浸润本土文化 感受家乡之美”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工作人员为小学
生们讲解邢白瓷知识。学生们来到内丘“邢窑三馆”——中国邢窑博物
馆、邢窑遗址博物馆、邢瓷文化体验馆，参观邢白瓷藏品，学习邢白瓷知
识，感受家乡邢窑文化。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

走近邢窑 感受家乡文化

近日，北京市五中分校附属方家胡同小学老舍儿童剧团的小演员在北
京剧院进行2019年首都学生演出季——方家胡同小学专场演出，将该校
老校长老舍先生创作的儿童剧《宝船》搬上舞台。 新华社发（周良摄）

小小演员 舞台亮相

在高考咨询现场在高考咨询现场，，与其他专业的热闹与其他专业的热闹相相
比比，，历史学系显得有些历史学系显得有些““悠闲悠闲”。”。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