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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事网闻

图片及稿件被采用的
作者，请及时与本报联
系，以奉稿酬。

关注
《三傻大闹宝

莱坞》是一部励志
影片，影片反映的

是印度教育模式下大学生理想与
现实之间的选择、传统与突破以及
人们对现实的反抗。当下，高考结
束后考生和家长也将要面对高考
后的一大抉择——志愿填报是为
兴趣还是为就业。

不少“过来人”在网上支招如
何选择，忽视了兴趣爱好，到了大
学后才发现所选专业与想象的相
去甚远，从而失去了学习兴趣的大
有人在。在填报志愿时“错估”了
就业形势，以为是热门专业盲目跟
风，结果毕业生人数过剩，成为
“毕剩客”的也不少。

高考志愿填报为兴趣还是为就业？
本报记者 蔡炳先

兴趣VS就业
这个决定不容易下

“一出生就有人告诉我们，生活是
场赛跑，不跑快点就会惨遭蹂躏，哪怕
是 出 生 ，我 们 都 得 和 三 亿 个 精 子 赛
跑。”《三傻大闹宝莱坞》中法罕的话反
映了印度社会的现实，如不竞争，就会
落后。

根据数据显示，69%的考生在报考
志愿时，并不清楚自己所填专业的学
习内容和未来就业方向。导致很多人
在志愿填报时盲目选择一些热门专
业，比如之前的金融、法学、国际贸易，
如今的计算机相关专业等。对多数刚
从题海中爬出来的学生而言，无论是
在社会认识还是人生规划方面都没有
一个全面清晰的了解与认识，此时，决
定自己今后可能从事的行业并不容
易，那些选择新兴专业的学生更是懵
懂和迷茫。

“大一上学期，为了学好基础化
学，压力之大，只有我自己清楚，我总
是对自己说坚持、坚持、坚持到底，终
于熬到第一学期末，成绩很好，我释然
了，但是接下来的有机化学、生物化
学，带给我的只有恐惧。”在高考成绩
即将公布，填报志愿如同赌博的关口，

作为“过来人”的网友“@叶影”说起当
年自己的选择，为了就业放弃了自己
感兴趣的经济管理专业，令她至今痛
苦不已。

网友“@叶影”说，自从选定现在这
个专业后已没有退路，只有课上强迫
自己听讲，课下强迫自己理解那些根
本理解不了的东西，在别人眼里，自己
早已经是个只知道死读书的呆子。

像网友“@叶影”这样的学生不是
个例，在各所大学中，有相当一部分的
学生在自己并不喜欢和擅长的专业中

“熬着”。
说到填报志愿，有网友坚持了原

来自己的选择，虽说没有那么高的收
入，但活得比较自在。网友“@按时
发”说，当年我报志愿的时候，根本没
考虑过就业，纯粹是喜欢文学就读了
中文，后来就业确实不如理工科收入
高，但做着自己感兴趣的文字工作，也
挺好的，见仁见智吧，看看自己的兴趣
能不能成为工作的动力。

网友“@小叮当”说，现在大家肯定
会关注就业吧，毕竟大学生太多了，每
年就业季和高考季重合在一起，就能

看出选择正确的行业到底有多重要，
兴趣作为参考，就业应该首先考虑。

饱满的个人兴趣
输给“骨感”的就业现实

兴趣 VS 就业背后是什么在左右考
生的志愿选择呢？有媒体调查发现，
我国“高考志愿选择主体”不能简单界
定为学生，而应该界定为学生、家长，
甚至包括高中学校的领导和教师。

此外，就业前景、专业冷热等其他
现实因素也会影响志愿填报的结果。
有调查显示，高达 35.10％的考生按专
业冷热选择专业，19.55%的考生按就业
导向选择专业，按往年分数选择专业
的占 17.90％，按照个人兴趣选择专业
的考生仅占 15.2%。这份调查说明，当
饱满的个人兴趣遇到“骨感”的就业现
实，考生往往会屈从于残酷的现实压
力。

虽然毕业多年，但说起志愿选择，
网友“@小张”还是很遗憾：当年他的
高考成绩刚超过一本线，报考的华东
科技大学来电询问是否接受调剂，可

选择的专业包括热能、核能、新材料等
专业。“当时这些专业挺冷门的，我担
心不好就业就选择了计算机专业，虽
然现在当上了程序员，但原来的冷门
专业都成了热门，还是挺可惜的。”

兴趣比黄金还重要
没人比你更了解自己

兴趣比黄金还重要。这句话在考
生选择专业时，显得尤为可贵。

据了解，谷歌公司招聘软件工程
师时，就有不成文的“十万行代码”定
律。进入谷歌的工程师，几乎都有编
写超过十万行代码的经历。计算机专
业的同学都了解，如果只满足于完成
课程作业，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这个
数量级的，只有对专业有着极高的兴
趣和热情，在课余投入大量时间精力
参加项目，才有可能进入“十万行俱乐
部”。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教授
曾建议，“选专业，要考虑自己的性格
和才情。实现了‘温饱’的家长们，不
该将孩子的明天赌在那些虚无缥缈的

‘毕业生薪水排行榜’上，而应更多考
虑孩子的志趣与才华。”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表示，如果考生有明确兴趣，首先要照
顾其兴趣与特长。在选专业的时候，
想想自己想做什么，想想所选专业的
就业范围。

还有专家针对许多高中生目前并
不了解自己的兴趣和特长所在的现象
指出，很多学生对自我的认知，以及对
自己的未来规划意识淡薄，有的考生
甚至将考上大学作为自己的理想，进
入大学之后才考虑自己的兴趣爱好、
潜能、梦想等问题，当对照自己所学的
专业和所处的环境，才发现进入了一
个进退两难的境地。

专家指出，让学生选择并进入一
个自己喜欢的专业，这不仅关乎学生
在大学四年间的幸福指数，更关乎我
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效率。别轻易

“ 动 ”孩 子 的 志 愿 ，帮 助 他 们 了 解 自
己。理性选择，心中多一些充沛的理
想、少一点对现实的妥协，大学生活才
更有价值，也更有意义。

图说 看边防官兵如何“慧眼”缉毒
一直以来，中国打击毒品的力度从未减弱。随着查缉力度的加大，犯罪分子为了藏匿并运输毒品可谓绞

尽脑汁，花样百出，将毒品藏匿于鱿鱼、车辆门槛、保温杯、腌菜桶、面膜、行李箱夹层中，隐蔽性非常强，但最
终还是被边防官兵“慧眼”所识破。 （中 新）

4 月 27 日，澜沧边境检查站的执勤官兵
从两个保温杯夹层内查获海洛因 800 克。

3 月 1 日，执勤官兵打开一个快递包裹发现里面装
的竟然是鱿鱼。经过仔细检查，当场从鱿鱼肚子里查
获粉末状海洛因 200 克，从鱿鱼头部查获冰毒 3 克。 5 月 29 日，执勤官兵在邮寄的面膜盒内查获冰毒 3.2 千克。

英国真人版“芭比娃娃”瑞秋·埃文斯
花了 11 年时间通过整形改变自己的相貌，
现成为一名“网红”，梦想成为模特。

瑞秋·埃文斯来自伦敦，现年 46 岁，她
对芭比娃娃十分痴迷，11 年间她先后花费
了近 2 万英镑（约合人民币 17.3 万元）整
形，现在她的外貌已经完全改变了，活像
一个真人版的芭比娃娃。瑞秋的整容之
路经历了多次小手术，包括丰颊、塑形、下
颌收紧、丰胸以及隆鼻。甚至她的嘴唇也
做过整形，这样看起来她就和芭比娃娃一
样，可以拥有永久笑容。 （腾 讯）

女子整容11年
成真人版“芭比娃娃”

非洲国家阿尔及利亚一名男子早前
在社交软件上贴出一张照片：小孩被吊出
离地 15 层楼高的窗外。男子表示若是没
有 1000 个“Like（赞好）”，便会将小孩扔出
街外。随后，照片惹来大批网民批评。他
表示该照片遭人修改，而且只是和儿子开
玩笑，但法庭不接纳他的解释，于 19 日判
他入狱两年。 （腾 讯）

父亲为获赞作扔娃状
被判入狱两年

微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