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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吉森

“如果把子女接受大学教育当作家
庭的一项重大投资的话，你觉得这笔投
资的效益如何？”

面对这个问题，一位大学毕业生的
家长说：“目前来看，这笔投资还没有见
到任何效益。而且孩子也反映，在大学
就读的专业太‘虚’了，老师教的大部分
是理论课，没有机会去实习和操作，最
终匆忙毕业，实践能力和专业能力都很
弱，无法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谋得一份
工作。”

这位大学毕业生开始有些烦躁，他
也反思自己在学校时没有做好心理准
备，课外也没有主动去学习一些职业技
能，但他也提出一个问题：“我当初报错
了志愿，根本就不该选择这个学校的这
个专业。毕业两年多时间了，我们专业
的同学都已经转行了。”

去年，一位38岁的外卖员在网络
上发布视频，称自己是名牌大学的毕业
生，做过撰稿人，后来又创业，创业失败
后连房租都交不上。他心理崩溃后在
网上发问：“我一直都很努力，我到底做
错了什么？”网友们非常同情这位外卖
员，但是一位网友的回答很直接：“你大
学选错了专业。”这个回答获得了不少
网友的认可，并引发了相关话题的讨论
和思考。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子女接受高等
教育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同时，还要“支
出”子女四年的青春年华。因此，在高考
填报志愿时，一旦填错了志愿，人生的路
径就会大不相同。他们对志愿填报越来
越谨慎，期待着对子女高等教育的投入
与产出能相匹配。然而，他们也认识到
自己所掌握的信息量有限，无法给孩子
提供有效的指导。

从大学生毕业后的信息反馈看，不
少学生和家长认为当初填报志愿前，自
己和学校、社会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
“信息差”，如果当初能接受学校老师的
指导和职业规划课程的培训，可能就不
会犯错了。从这个角度看，当前，志愿填
报咨询和职业规划课非常必要；同时，家
长和学生也应该通过各种路径加强学
习，提升认知，尽量缩小“信息差”。

学不能致用，毕业生的忧伤
42岁的晓磊（化名），现在是一名网

约车司机。1999年大学扩招，他正好参
加当年高考，当时他认为，自己赶上了
“好时候”。按照他的考试成绩和所在省
份的录取情况，往年是上不了大学本科
的，而由于大学扩招，他得以被一所外地
的本科高校录取。

在填报志愿时，他有些犯难了。他
的父母均是农民，农闲时打工，既没有知
识也没有人脉，无法给晓磊提供任何填
报意见。“你自己看着报吧，能上大学就
行。”父亲给他撂下了这样一句话。

看了不少大学的招生专业目录和
介绍，晓磊发现文科类的专业大同小
异，都是“培养精通政策、法律、法规的
面向21世纪的高级复合型人才，毕业
生广泛就业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知
名企业等。”左看右看，晓磊选择了一所
本科院校的工商管理专业。当时，晓磊
觉得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
和金融等方面会快速发展，社会需要经

济管理类的专业人才，将来毕业后的就
业面会比较宽。

入学一个月后，晓磊接触了不同专
业的学生，以及其他专业的一些学长，了
解各个专业的情况。随着接触的信息越
来越多，晓磊非常后悔当初选择了这个
专业。

原来，该学校是一所传统的工科院
校，后来升级为综合性大学，该校的经济
管理类属于学校的边缘学科。随着大学
扩招，这所学校新成立了经济管理学院，
开设了六个专业，包括工商管理、市场营
销、国际贸易、财务管理等。然而，这所
学校仍以传统工科专业为主，有专门的
实验室，学生还能到工厂实习；而经济管
理类专业的学生没有任何的实习机会，
上的全部是理论课。一年后，晓磊还发
现这所学校经济管理类的全部六个专
业，有80%的课程竟然是一样的，市场营
销和国际贸易专业有90%的课程是一样
的，有的时候只是换了一个名称而已，甚
至是同一位老师任教。

到了大学三年级该上专业课的时
候，晓磊发现他所就读的这个专业根本
就没有什么“专业课”，只不过比别的经
济管理类专业学的理论课更多一些而
已。老师还自夸地说：“我们专业培养
更全面的人才，因此学的课程要多，你
们将来都是多面手、万金油。”晓磊则认
为工商管理专业是“什么都学、而什么
都学不精。”

大学四年级，晓磊开始考虑就业
的问题了。他咨询其他专业的学长得
知，在学校里组织的就业双选会上，来
的单位都还是那些传统工科专业的，
根本没有经济管理类对口的岗位和企
业。这时候，晓磊才明白了自己就读
的专业是学校扩招时仓促开设的“边
缘专业”，而且他们是首届毕业生，是
学校的“试验品”。

在不安和焦虑中，晓磊拿到了毕业
证。当年，他和大部分同学都没找到“对
口”的工作，很多学生毕业后直接转行，
有的换专业考研究生，有的则干脆改行
进入销售行业。

晓磊也明白，自己在大学四年里，老
师没教任何职业技能，自己也没学到任
何实操性的本事，又如何在社会立足

呢？听起来高端、大气的专业名称，到最
后只能“从头再来、从零开始”。身在农
村的父亲也很不理解，儿子大学毕业后
怎么会找不到工作呢？他问儿子：“你这
工商管理专业大学毕业后能进咱们县的
工商局工作吗？”面对这个问题，晓磊不
知该如何回答。

后来，晓磊做过保险销售、汽车销
售、房产销售等职业，又创业开过餐馆和
咖啡厅。创业失败后，他从南方回到天
津，开起了网约车。他这些年过得坎坷
又不如意，提起过往经历，晓磊感慨道：
“我最后悔当初上大学时选错了专业。
如果当初能选一个务实一些的专业，能
学到本领和职业技能，毕业后能学以致
用，我就不会一直这么漂着了。”

“养活自己都困难，何谈
理想和情怀？”

在静海区某产业园，企业家周先生
正在与外商谈一笔出口生意。今年48
岁的周先生，孩子于去年参加高考。在
老师和朋友们的眼中，周先生家资颇丰，
孩子聪慧好学，成绩一直很优秀，完全可
以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专业。

孩子从小喜欢数学，他向父亲提出
自己将来想从事纯数学理论方面的研
究，填报志愿时只考虑数学和应用数学
专业。周先生却不这么认为，他希望孩
子将来能从事一项具体的工作。“我并不
希望你将来成为数学家。首先，你得有
生存和生活能力，这比理想、兴趣爱好都
重要。”周先生这样对孩子说。

周先生还特地通过朋友找到了本
市一所大学的教授，借此了解各专业的
情况。经过电话咨询和走访，周先生了
解到基础类学科的课程学习非常枯燥，
而且进入大学后，同学间的智商差距会
很快显现出来，不少同学会出现心理危
机。以数学学科为例，不少同学退学、
转专业，有相当比例的毕业生一辈子也
没有研究出什么成果。“我不建议你家
的孩子就读数学专业。”这位教授如此
建议。

后来，周先生又拜访了多位企业家
朋友和教育行业的朋友，有朋友建议孩
子可以报考一些将来便于考公务员、事
业编的专业；也有朋友建议孩子最好学

习一下经营管理，将来接班掌管企业，为
家族延续财富。

周先生经过深入思考后认为，孩
子的人生应由孩子自己来做主，不要
求他将来接班经营企业；而且，孩子上
大学，最重要的是将来能找到工作、独
立生存。最终，孩子报考了本市一所
大学的机械自动化专业，学习方向是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制造领域。现在，
孩子喜欢自己选择的专业，也明确了
将来的事业方向：“毕业后，我要研发
新的智能机器，提升工厂的生产效率，
为社会创造价值。”

提起孩子一年前填报志愿的经历，
周先生认为自己常年忙于事业，对大学
专业和将来的就业方向不够了解。最
后，通过咨询多个行业的业内人士和专
家的意见才给孩子做出了报考指引，而
且，也充分尊重孩子的意愿。“我是实践
主义者。报什么专业就学什么技能，学
一行爱一行，学生报志愿接受教育，应该
奉行这样的原则。如果将来生存都不能
保障，谋一份职业都困难，又何谈理想和
情怀呢？”周先生这样认为。

接受职业规划咨询非常必要
去年，在本市河西区经营一家便

利店的何女士，自费请社会机构给参
加高考的孩子做了兴趣能力测试和志
愿填报、职业规划咨询。何女士是多
年前的专科毕业生，考大学时报的是
商务英语专业，结果大学三年时间没
学到什么专业技能，毕业后一直在销
售员、服务员等岗位之间切换。根据
自己的人生经历，她觉得自己当时是
“见识短浅、信息闭塞”，报错了专业，
走了弯路。

等到孩子要报大学志愿时，何女士
谨慎了很多。然而，多年来，自己和丈夫
根本不了解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也不
知道各行业、产业的具体情况。面对孩
子的志愿，夫妻俩不知该如何下手。

他们也期待，孩子的高中老师们
能给孩子做一下职业规划和志愿填报
咨询，但是，学校的老师好像不太想在
这方面投入精力。最终，在朋友的帮
助下，何女士联系上了一家职业规划、
志愿填报商业咨询服务机构，在考虑
了孩子的兴趣爱好和社会各行业的现
实情况后，孩子填报了医学类专业，最
终就读于外地的一所医科大学口腔医
学专业。

同时，何女士也了解到，孩子的很多
同学都在家长的支持下，花钱接受了志
愿填报咨询服务。一些社会机构和商业
机构只推荐学生填报能考公、考编的专
业，或者只推荐能进入烟草、电力、金融
等垄断行业或垄断部门的专业，投机的
心态非常重。“如果孩子们都填报这些专
业，四年后毕业时，这些专业又会出现人
员过剩和就业困难的情况。”何女士忧虑
地说。

对有些孩子的家长来说，接受填报
志愿咨询服务，进入就业预期良好的专
业，只能缓解暂时的焦虑，并不能真正解
决孩子将来的就业问题和前途问题。“从
根本上说，大学应该勇于革新，及时淘汰
掉一些不符合社会需求的专业，培养和
引进实践能力强的教师，教会学生一些
就业技能和本领，让他们能学以致用。”
一位家长这样建议。

普通家庭的父母期待，对子女高等教育的投入与产出能相匹配，然而，他们
接触的信息有限，孩子也没有清晰的职业和人生规划

志愿填报，如何弥补“信息差”？

面对“信息差”，高考生和家长期待社会和学校能提供低收费或者公益的志愿填

报咨询。图为某地高招咨询会现场，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