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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具有丰富就业指导经验的高
校专家，如何看待专业和工作的关系？
当前报考模式下，哪些方面需要“划重
点”？

记者就此采访了三所高校的相关负
责人，他们均表示专业和工作未必要完
全相关。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专业与工作岗
位不一定完全匹配。”河南师范大学就业
创业指导服务中心副主任冯峰认为，专
业是基础，但职业是多方面的，如果大学
生对现在所学专业不感兴趣，可以通过
转专业、升学、报考公务员、到基层、参军
入伍等多种形式加以调整。

河南工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党委副
书记王鹏也认为，学生应该先就业再择
业。“从毕业生反馈情况看，不是所有都
从事本专业。尤其今年就业情况不容乐
观，我们更希望学生尽快做好离开学校
和进入社会的衔接，即使专业不对口，也
可以在未来继续寻找机会。”

“大学学好专业很重要，但是更重要
的是要学会学习、形成抗压能力，这是职
场必须具备的素质。”在王鹏看来，大学
提供的是一个不断实践的平台，包括社
会实践和专业实践，在这些实践过程中
积累的素养，是用人单位更看重的。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招生就业处

副处长孟凡周认为，比起专业，个人的综
合素质和职业素养决定了职场发展情
况。他告诉记者，一些学生专业之外的
特长，在就业竞争中起到了“无心插柳”
的效果：“比如我们一个工科专业的学
生，入校后参加了记者团，锻炼能力的同
时发表了不少文章。一个企业招新闻专
业学生，他因为这一特长入职，从事相关
工作，目前发展很优秀。”

不过，对于一些有明确职业规划的
高中毕业生来说，专业能否满足职业需
求尤为重要。2017年起，浙江省普通高
校招生志愿采用“专业+院校”的模式进
行填报，一共可以填报80个志愿，专业
是否过线直接决定是否被录取，强化了
选专业的重要性。孟凡周认为，这种“浙
江模式”或成为未来报考的趋势，因此思
考未来职业，可以作为高中规划的一项
内容。

“目前，我们河南报考仍是一个学校
可选1至5个专业，如果选择了同意调
剂，也有可能被调剂到其他专业。”孟凡
周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学生有明确的
职业兴趣，就能更理性地选择报考的专
业志愿。不过，同一专业不同学校由于
办学理念和师资水平不同，培养效果也
有所差别。因此，考生及家长需要更具
体了解学校的办学特色。

2020年被称为“最难求职季”，就业问题再次备受社会关注。对于毕业生来说，往往存在一些疑问：为何高考分数相差无几，大学毕业后就业情
况迥异？从事的工作应该和专业相关吗？在“同龄人毕业五年差距越来越大”的感慨背后，存在大量高中毕业生盲目报考的情况。

有时候，选择和努力同样重要。对于高中毕业生和家长来说，提前了解报考信息，有利于选择与职业规划匹配的学校和专业。随着2020年高考
进入倒计时，东方今报·猛犸新闻推出【河南高校报考“专业”指南】系列报道，通过教育专家、高校师生现身说法，为高三学生和家长提供不同专业的
培养模式、就业信息，提供报考的专业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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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求职季”终极反问 毕业后你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吗？

选大学和选专业哪个更重要？

报考时选大学和选专业哪个更重要？对于这个一直
以来的热点话题，我们邀请高校相关专家剖析专业选择和
职业规划的关系，分享不同专业学生就职情况的“终端”信
息，提供报考攻略。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首席记者 王姝/文图

2013年从河南师范大学汉
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至今，李婷在
郑州某中学已经任职6年。谈
及专业和职业的问题，她表示，
班里超过半数的同学根据专业
入职学校，一小部分进了企业，
少数考取了公务员和事业单位，
个别选择了创业。“相信不少同
学和我一样，在填报师范时就打
算当老师。经过这些年，觉得学
有所用，还是可以帮我们少走弯
路吧。”李婷说。

5月29日，东方今报在微博
上发起投票“毕业后你从事本专
业相关工作吗”。截至5月31日，
共有204人参与投票，其中82人
选择“相关，学有所用”，79人选
择“不相关，以薪酬待遇为准”，31
人选择“不同专业差别大，选择很
重要”，12人选择“其他”。其中，
网友“平贫民”在评论中说到，自
己学的机械但是干的消防，并表
示“人挪活树挪死”。“微播河南”
表示，上大学时一班六十人，从事
相关专业的只有三四人。据了
解，在21世纪经济报道2019年
11月的万人就业调查中，选择

“应该和专业相关”和“能赚钱就
好”的网友也各占一半。

郑州姑娘刘菲菲在毕业的
六年时间里，就经历了一次“转
行”。本科毕业后，刘菲菲入职
新媒体公司。工作一段时间后，
她对薪酬待遇不太满意，一年后
再次考取了文学专业研究生，研
三时通过校招入职银行。

“以前在公司每天要编辑文
案，到银行后主要是帮助客户处
理问题。”刘菲菲告诉记者，从柜
员到大堂经理的过程，自己考取
了从业资格证、会计证、证券金
融相关证书，基本都是围绕着金
融类，几乎和文学专业不相关。

“最开始，领导同事知道我是文
学专业，遇到演讲比赛总是让我
参加。实际上多年不练，写东西
已经很生疏了。”说到这里，她不
好意思地笑了笑。

不过，即使创业和在企业做
一些看似和“文学”不相关的工
作，专业知识未必不会派上用
场。刘菲菲的同学雨彤在读完
研究生后，考到郑州一所高校的
行政岗，很快被发现在公文写作
方面的特长，被调入党务宣传
口。“专业可以是主业，也可以是
一技之长，只要不丢，早晚会有
用。”雨彤说。

调查：“学有所用”和“看薪决定”各占一半

解读：大平行志愿VS浙江模式，强化“选专业”或成趋势

■互动区
“河南高校报考指南”微信群开通啦

亲爱的家长和同学们，这篇文章是否解决了您的
一些疑问？是否还有问题和意见想要交流？即日起，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河南高校报考指南”微信群开通，
欢迎扫码入群，收看我们持续的报考信息推送；同时，
我们将收集您的问题，在后续报道中邀请专家解答。

选择专业重要还是选择学校重要，
是一直以来的热议话题。王鹏认为，无
论认为专业重要还是学校重要，个人的
兴趣爱好才是关键。“比如数字媒体艺术
专业做游戏开发相关工作，一些学生就
此将打游戏的兴趣爱好延伸为职业。”他
表示，高中时期有喜欢的专业是非常难
得的，在报考时一定要坚持；如果没有喜
欢的专业，可以结合大环境考虑。

“比如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
健康养老等国家层面提到的朝阳产业，
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有很大发展潜力。
如果学生不知道报哪些专业，可以对这
些进行了解。”王鹏说。

在应聘过程中，有一个很现实的问
题：对于一些“挑剔”的单位来说，学校的
层次是参加应聘的资格门槛。孟凡周建
议高三毕业生，尽可能在分数段内报考
知名度更高的大学。“而且，按照目前的
大类招生，一个类包含好几个专业，你只
是根据类报考，录取后还有进行再次选
择专业的机会，或者修第二学位等方式
完成心愿。”孟凡周说。

“选择专业和选择学校没有哪个更
重要，一句话，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
的。”冯峰认为，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类别
就业情况千差万别，需要根据自己倾向
的大类来看。

“例如，综合类、师范类、医学类、传
媒类等，专业不同，就业情况也有所不
同。一般来讲，各个高校都有比较强的
专业，对于考生而言，现在是大平行志
愿，而且分数出来后再报考学校，不同分
数可以报考不同的学校和专业，选择范
围较大。”他建议，如果倾向学校地理位
置，那么北京、上海、重庆等直辖市的“双
一流”学校无疑是比较理想的选择；如果
倾向专业，就要了解哪些学校有自己想
报考的“双一流”专业。

“有的学校并不是我们常说的985、
211高校，但是却有一些排名非常靠前
的专业。因此，考生在填报志愿时，根据
自己的分数排名情况，可以通过参考班
主任意见、咨询专业机构、打电话咨询高
校和网上搜索等多种渠道和方式，来选
择报考学校和专业。”他说。

建议：兴趣第一，学校第二，专业第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