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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多所高校在高招政策中公布了

新专业。新专业代表了社会发展趋势与未

来人才的需求领域，但同时，新专业的学

科培养深度、与市场接轨情况等问题也令

许多考生有所顾虑。这届高考生对新专业

有所关注吗？他们关心哪些问题？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 问 卷 网 （wenjuan.com）， 对 1807 名 高

考考生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9.6%的受

访高考生都关注了新专业。对于新专业，

发展前景、就业形势、与市场的接轨度是

受访高考生普遍关注的方面。

受 访 高 考 生 中 ， 东 北 地 区 的 占

9.4%，华东地区的占 24.6%，华北地区的

占 19.9%， 华 中 地 区 的 占 15.7%， 华 南 地

区 的 占 16.8%， 西 南 地 区 的 占 10.1%， 西

北地区的占 3.5%。

79.6% 受 访 高 考 生 都 关
注了新专业

周旋凯是今年华中地区的高考考生，

考了 553 分。填报了提前批的一所军校，

因未过面试，又参加了第一批次志愿的填

报。他介绍，在第二次填报志愿时，对有

意 向 的 几 所 高 校 涉 及 的 新 增 专 业 做 了 了

解，“我综合对比了几个新专业，最终填

报了贵州大学的一个新专业”。

河北省高考生朱敏芮介绍，她关注到

比较心仪的一所院校里，有一门专业刚刚

开设了一年，去年的录取分数在学院里不

算高，“我本来想冲一冲这所学校，选一

个新专业，但顾虑未知性比较大。第一批

学生还在读大一，学科培养情况、就业情

况都不了解，最终还是没报”。

今年多所高校高招政策公布了新一批

新专业。79.6%的受访高考生都关注了相

关新专业。交互分析结果显示，东北地区

考生 （85.3%） 关注度最高，其次是西北

地区 （82.8%）。

陈楠是河南省理科高考生，他今年高

考 成 绩 超 了 一 本 线 24 分 。 他 对 记 者 说 ，

自己在志愿上没有明确的喜好和执着的目

标，主要是借助了一个志愿填报参考的应

用 ，“ 里 面 涉 及 比 较 多 的 是 一 些 热 门 专

业、成熟的常设专业，所以我对这些专业

了解得更多”。他坦言，新专业相关信息

太少，让他更难作出抉择。

武汉纺织大学大三学生余晓璐感到，

高校和媒体对新专业的宣传深度不够，往

往 是 点 到 即 止 ， 考 生 获 取 信 息 的 渠 道 有

限。“而且每年都有不少大热的专业，已

令 考 生 应 接 不 暇 ， 新 专 业 往 往 容 易 被 忽

略”。她坦言，自己当时报志愿时，注意

力也被吸引到了热门专业上，没顾上对新

专业作了解。

受 访 高 考 生 最 关 注 新 专
业 的 发 展 前 景、就 业 形 势、与
市场接轨度

周旋凯表示，他最关注自己填报的新

专业的学科发展前景、师资力量，也对学校

在新专业上的学术水平很关注，“比如保研

率、直博情况等。虽然才要读大一，但我认

为应该考虑得长远一些。学院专业实力强，

不管是保研还是就业都更有保障”。

同时他也感到，关于新设专业的相关

信 息 很 少 ， 光 凭 学 生 自 己 做 功 课 很 难 把

握 。“ 希 望 高 校 能 对 所 设 专 业 的 发 展 前

景、对应的市场岗位、学生培养方案等，

进行详细的介绍”。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中国教育发展

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表示，近年来每

年都有高校开设新专业，甚至已成为一种

“ 赶 时 髦 ” 现 象 。“ 现 在 出 现 了 很 多 新 专

业，比如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智

慧农业、智慧交通等 。 有 些 新 专 业 对 学

校 老 师 、 学 生 的 要 求 都 非 常 高 。 比 如 人

工 智 能 ， 它 是 一 个 交 叉学科，对学生学

科能力要求很高”。他提醒考生，要考虑

填报新专业，就要对学科设置和要求作充

分的了解。

对于新专业，高考生对哪些方面更为

关心？调查显示，发展前景 （67.4%） 最

受 关 注 ， 其 次 是 就 业 形 势 （60.9%），

44.7%的受访高考生还比较关注与市场的

接轨度。其他方面主要还有：学科教学规

划 （39.8%），学术资源丰富性 （38.0%），

专业实践机会 （31.4%），理论与实践设置

占 比 （29.1%）， 学 科 现 有 研 究 成 果

（22.1%），学科深造水平 （20.2%）。

填报志愿 近八成受访高考生都关注了新专业
受访高考生最关注新专业的发展前景、就业形势、与市场接轨度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园春
实习生 陈雅俊

高考成绩已经公布，志愿填报正在紧

张地进行。都说“七分考，三分报”，对

高考生和家庭来说，填报志愿又是一场重

要的“考试”。在填报志愿时，高考生都

看重哪些因素？又有哪些困扰？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 问 卷 网 （wenjuan.com）， 对 1807 名 高

考生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未来就业前景

和院校名气最受受访高考生看重。57.3%
的受访高考生纠结选热门专业还是兴趣专

业。91.3%的受访高考生希望大学所学专

业能令自己受益一生。

受 访 高 考 生 中 ， 东 北 地 区 的 占

9.4%，华东地区的占 24.6%，华北地区的

占 19.9%， 华 中 地 区 的 占 15.7%， 华 南 地

区 的 占 16.8%， 西 南 地 区 的 占 10.1%， 西

北地区的占 3.5%。

过 半 受 访 高 考 生 填 报 志
愿看重就业前景和院校名气

河南省理科高考生陈楠今年考了 533
分，超一本线 24 分。他填报的志愿大部

分在省内，有两所甚至在家附近。“我偏

向在省内就读。一是外省高校的录取分数

更高，二是在省内上学，生活比较方便”。

周旋凯也是今年的高考生，考了 553
分。他说，自己本想去上军校，报了提前

批，但遗憾未过面试线，就参与了第一批

次 录 取 志 愿 的 填 报 。“ 我 最 看 重 就 业 形

势、专业前景、就读城市这三方面。专业

得有市场需求，是社会发展正需要的。希

望能够进入朝阳行业，有好的就业机会、

较高的薪资水平。城市上，我偏向正在快

速发展中的二线城市，生活娱乐环境好，

消费水平不高，幸福感会更强”。

现在就读于武汉纺织大学的大三学生

余晓璐，当时是本科第一批次录取。她觉

得，考生填报志愿和参加高考是同等重要

的事情，“填好志愿，不浪费每一分，上

能够得上的最好的大学”。

志愿填报过程中，高考生更侧重哪些

因 素 ？ 数 据 显 示 ， 未 来 就 业 前 景

（57.0%） 是考生普遍重视的方面，其次是

院校名气 （52.8%）。其他方面还有：城市

发展水平 （48.3%）、专业排名 （46.7%）、

兴趣爱好 （42.9%）、离家远近 （38.9%）、

学校环境与设施 （34.8%） 等。

57.3% 受 访 高 考 生 纠 结
选择热门专业还是兴趣专业

余晓璐回忆，填报志愿时最纠结的就

是选择热门专业还是感兴趣的专业。“当

时最热门的专业是电子信息、会计等，但

自 己 喜 欢 经 济 类 专 业 ”。 在 提 交 志 愿 前，

她咨询了研究生毕业的表哥，最终优先填

报了热门专业，也是她正在就读的电子信

息工程专业。“因为填报志愿时，自己对

专业没有具体深入的了解。随着学习的深

入，‘喜欢’可能变成‘不喜欢’，‘不喜

欢’可能会变成‘喜欢’。所以优先考虑

了就业前景”。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中国教育发展

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认为，考生填报

志愿要考虑现实的市场需求，过于强调兴

趣爱好是“不太靠谱的”。“首先，一个人

的兴趣爱好是可能发生变化的。其次，高

考生对一些专业、职业的爱好，通常是建

立在不太准确的认知基础上的”。

陈楠介绍，自己填报志愿时，在好学

校的弱势专业和弱一些学校的强势专业间

来回摇摆，“虽然超了一本线几十分，但

想上更好的学校很可能被调剂到差一点的

专业，我又不甘心去读学校的冷门专业。

是选择学校名头还是选择专业优势，真是

个‘世纪难题’”。陈楠最后主要报了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机械电子工程、电子信息工程 4 个专业，

“前两者往年录取分数比较高，后两者相

对低一些。专业上有‘冲’也有‘保’”。

考 生 们 填 报 志 愿 ， 都 被 哪 些 问 题 困

扰？调查显示，57.3%的受访高考生纠结

选热门专业还是兴趣专业，53.2%的受访

高考生纠结读名校弱势专业还是普校王牌

专业，51.0%的受访高考生纠结读大城市

的二本还是其他城市的一本，40.8%的受

访高考生纠结选技术类专科还是综合类本

科，26.8%的受访高考生苦恼于要不要离

开家乡出省读。

对 于 很 多 考 生 纠 结 的 ， 在 城 市 、 学

校、专业的选择优先级上，陈志文认为，

三者没有绝对的答案和顺序。他建议，成

绩好的考生优先考虑学校，“好学校能赢

得更多机会、跨过很多门槛。相对来看，

专业的需求是比较宽泛的。例如选调生报

名要求“985”院校，而很多招聘岗位对

专业的限制往往是要求‘相关专业’。而

且学习能力强的孩子，专业迁移能力也较

强 ”。 他 提 到 ， 但 对 于 有 一 些 考 生 来 说 ，

城市的选择往往排在其他两项前面。“例

如来自偏远地区的考生，可能会倾向去深

圳、杭州这些大城市上一所普通院校，寻

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会”。

57.4% 受 访 高 考 生 认 为
要 去 正 规 官 方 平 台 了 解 高 校
招生与就业信息

“每一门专业都有发挥所长的领域和

行业。专业的习得令我们受益匪浅、受用

不尽。”余晓璐认为，大学所学专业对一

个人的职业生涯影响深远。“社会需求量

小的专业，很多学生毕业后面临‘学不为

所 用 ’， 只 能 踏 入 对 专 业 限 制 少 的 行 业 ，

或者准备转专业考研”。

91.3%的受访高考生希望大学所学专

业在未来能够令自己受益一生。

河北省高考生朱敏芮觉得，考生们花

很多精力在选择专业上，就是希望所学专

业能够给自己带来更多成长，提高竞争力。

“专业排名、就业形势、招生计划等信息网

上有很多，但因为来源、统计口径等问题，

互相之间可能会不一致。我认为找准信源

很重要，要以官方公布的为准”。

调查中，57.4%的受访高考生认为要去

正规官方平台了解高校招生与就业信息。

“ 考 生 要 好 好 研 究 填 报 志 愿 的 书 籍 。

应在自己分数范围内，研究历年对应分数

的各校录取情况。还可以打高校招生办电

话进一步了解。”余晓璐认为，考生自身

要做好权衡，必须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这是我们自己的人生，别人代替不了”。

陈志文建议，考生可以向院校在读的

学 长 学 姐 了 解 学 科 专 业 情 况 ，“ 更 接 地

气”。现在有很多渠道都能了解志愿填报

相关信息，他认为没必要花大价钱去咨询

填报。“考生要将考试院和学校公布的信

息作为重要参考资料”。

调查中，56.7%的受访高考生认为要

认真参与使用志愿模拟填报系统，54.9%
的 受 访 高 考 生 希 望 教 师 加 强 招 生 政 策 解

读，指导学生填报，54.2%的受访高考生

肯定学校组织线上直播咨询、专设咨询电

话等，47.8%的受访高考生表示要观看高

校空中宣讲和专业介绍。

91.3%受访高考生希望大学所学专业能令自己受益一生
过半受访高考生报志愿更看重就业前景和院校名气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 山
实习生 尚 佳

又是一年毕业季。在疫情防控管理的

过程中，今年的毕业季相比以往有了更多

新形式，如合成集体毕业照、LED“一键拨

穗”仪式、定制人形立牌实现“云在场”⋯⋯

各种新颖的毕业活动也让同学们感受到了

别样的仪式感。

本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 问 卷 网（wenjuan.com），对 1130 名 受 访

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4.2%的受访者表

示云毕业也可以收获仪式感。62.1%的受访

者表示通过云毕业，自己收获了特别的毕

业体验。50.4%的受访者更加珍视同学间的

友谊与约定。

77.1% 受 访 者 近 三 年 内
经历了云毕业

田悦（化名）是中国人民大学 2022 届

本科毕业生。毕业典礼那天，她没能参加线

下的仪式，于是让在校的室友拿着自己的

照片在现场合影。“当时我的学士服还没寄

回家，所以就自己画了一套。一开始只画了

帽子，后来又把整套衣服都画上了”。就这

样 ，田 悦 有 了 一 张“ 穿 着 学 士 服 在 毕 业 现

场”的照片。

本次调查中，77.1%的受访者近 3 年内

经历过云毕业，其中 54.9 的受访者经历了

本 科 毕 业 ，16.6%的 受 访 者 经 历 了 硕 士 毕

业，5.6%的受访者经历了博士毕业。

吴笛（化名）是北京城市学院的应届毕

业生，她告诉记者，母校今年在毕业合影上采

用了比较新颖的形式，“在小程序上传照片，就

可以生成穿学士服的照片，还可以输入朋友

的编号跟他们合照，也可以跟校长合照”。

徐林（化名）是中国传媒大学 2020 届

研究生毕业生，回忆自己当年的云毕业典

礼，她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学校让学生填写

类似“你印象最深刻的事”这样的问题，毕

业典礼仪式后在大屏幕上播放。

“我们没有毕业大合影，只有极个别能

回校的同学线下合照了。学校给学生寄了

相关材料和行李，有学校的行李牌，也算是

毕业礼物了。”徐林记得，当时辅导员和任

课老师，去到宿舍里与同学视频，帮助打包

行李并一件件寄送回家。

毕 业 后 ，徐 林 和 同 学 保 持 着 联 系 。最

近，她关注到母校今年的云毕业形式更加

丰富了。“学校的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与游

戏平台合作，做了一个毕业主题的游戏”。

徐林也体验了一把，“游戏的主要场景是学

校的地标。学校有一面校歌墙，在游戏中也

有，站在墙前会放校歌”。

说到与云毕业有关的仪式，田悦印象

深刻的是学校线上系统推出的毕业专区，

“有一个数字记忆的 H5，把自己大学四年

以来的生活习惯、学习成果等进行了汇总，

每个人的都不太一样。学院也有一个可以

生成自己毕业照的 H5”。

数 据 显 示 ，线 上 直 播 毕 业 典 礼

（46.6%）、线上答辩（44.3%）和合成毕业大

合影（39.0%）是受访者母校普遍采取的毕

业新形式。其他还有：通过线上拨穗等形式

帮助不在校同学体验毕业仪式（30.7%），帮

助邮寄行李、毕业证等重要材料（28.2%），

寄送毕业礼物（26.0%），承诺毕业生今后可

回校参加毕业典礼（25.3%）等。

74.2% 受 访 者 表 示 云 毕
业也可以收获仪式感

“学士服寄回家后，我穿了一下，感觉

很不一样。”没能拍成毕业照、没有跟同学

合影，田悦坦言是有遗憾的，但同时她也心

存感激。因为自己没能返校，所有的材料、

行李都是室友帮自己领取、寄送的，“毕业

的时候需要处理很多繁杂的事情，能有人

帮自己解决，是一件很让人感动的事”。

数 据 显 示 ，虽 然 有 58.1%的 受 访 者 表

示没能实地感受毕业有一些遗憾，但也有

59.4%的受访者表示云毕业留下了一份特

殊记忆，值得回味。还有 40.4%的受访者表

示通过云毕业感受了不一样的毕业，挺有

意 思 。另 外 有 26.7%的 受 访 者 认 为 无 论 形

式，心态上的毕业更重要。

“我觉得云毕业也可以获得一些仪式

感。”吴笛说，自己在朋友圈发了跟室友的

大合照，大家就开始在群里回忆相识相知

的过程，也会一起打语音、视频电话。

“大家默认只要有毕业，就会有毕业典

礼、有学士服、有合照，但在线上如何实现

是需要考虑的。”田悦觉得，虽然云毕业和

线下毕业的感受不同，但也可以创造出毕

业的仪式感。

数据显示，74.2%的受访者表示云毕业

也可以收获仪式感。62.1%的受访者表示通

过云毕业，自己收获了特别的毕业体验。

“因为云毕业，没能当面见到辅导员、

同 学 ，但 这 也 加 深 了 我 们 在 微 信 中 的 联

系。”吴笛感慨，在大学四年中，自己跟辅

导员接触不多，但在临近毕业时，自己与

辅导员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好了，“ 以前一

下课就回宿舍或者去图书馆，不怎么喜欢

留下来跟老师聊天。但从办理各种毕业手

续开始，有很多琐碎的事情，需要不断地

联系辅导员，也会聊到一些日常的事情、交

流心得”。

通过云毕业，50.4%的受访者表示自己

更加珍视同学间的友谊与约定，43.8%的受

访者收获了校园生活的回忆。其他收获还

有更加从容积极的心态（41.7%）和自我调

节能力（38.1%）等。

徐林说，在经历了云毕业后，自己最大

的感受是，想做的事情要抓紧时间做，“因为

可能会有很多未知打乱计划。此外还有‘珍

惜’，身边的朋友、同学、同事，都应该珍惜”。

“在云毕业的过程中，还有心态上的变

化。”田悦说，自己一整个学期都没能回校，

在这个过程中也在不断调整心态。“刚开

始很焦虑，看到其他人在学校里拍照，会

很羡慕。但后来就慢慢地开始接受，心态

变得平静了”。

田悦觉得，虽然云毕业有些遗憾，但

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去弥补。她已经计划

好，与父母、好友在家中拍一些毕业的照

片 。 更 为 重 要 的 是 ， 毕 业 已 经 是 过 去 式

了，需要向前看，面向未来。

74.2%受访者表示云毕业也可以收获仪式感
50.4%受访者更加珍视同学间的友谊与约定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 山
实习生 尚 佳

在疫情防控管理的过程中，云毕业

成了很多高校采用的方式。虽然毕业的

形式发生了改变，但也给毕业生留下了

不一样的青春记忆。本周，中国青年报

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 （wenjuan.
com），对 1130 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

查显示，经历了云毕业，80.9%的受访

者 表 示 已 做 好 准 备 迎 接 人 生 新 阶 段 。

63.6%的受访者希望学校丰富云毕业的

活动，提升毕业仪式感。

一 起 回 校、补 拍 毕 业 照
是受访者在云毕业中的普遍
约定

田 悦 （化 名） 是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2022 届 本 科 毕 业 生 ， 她 在 线 上 观 看 了

学 校 的 毕 业 典 礼 。“ 有 计 划 毕 业 旅 行 ，

也想去室友所在的城市玩一玩，还跟导

师说要找他补拍毕业照”。

“ 没 能 穿 着 学 士 服 感 受 校 长 给 拨

穗，会有遗憾，所以想着在研究生阶段

能体验一下。”吴笛 （化名） 是北京城

市学院的应届毕业生，今年在云毕业的

过程中，学校采用了线上合成毕业照的

方式。吴笛说，自己还跟同学约定好，

等疫情平稳后一起吃饭。

徐 林 （化 名） 是 中 国 传 媒 大 学

2020 届的硕士毕业 生 ， 当 时 她 经 历 了

线 上 答 辩 ， 参 加 了 线 上 毕 业 典 礼 ，

“只有几个能回校的同学拍了合照，我

们约定以后补拍毕业照或者来一次毕业

旅行”。

徐林说，学校第二年举行了线下毕

业典礼，自己这一届已经毕业的同学也

有回校参加的，但自己因为工作原因没

能回校，所以一直期待有机会可以跟同

学们一起回校，感受毕业的氛围。

数据显示，在云毕业过程中，一起

回 校 逛 校 园 （58.2%）、 补 拍 毕 业 照

（54.5%） 是受访者和师友之间的普遍约

定。其他还有：探望老师 （40.9%）、约

饭/约旅行 （40.6%）、去彼此的城市看

望 对 方 （37.1% ）、 再 来 一 次 班 聚

（36.9%） 以 及 见 证 彼 此 的 人 生 大 事

（20.1%） 等。

经历云毕业 80.9%受
访者表示已做好准备迎接人
生新阶段

“学校开学典礼办得很隆重，也期

待毕业时能有个完美的结尾。”吴笛表

示，自己很看重毕业的形式，觉得这个

仪式很重要。

在毕业时刻，田悦很看重对大学生

活的总结。她觉得这类总结可以让自己

更好地回忆四年来的重要事件，“希望

有一些图片、数据，可以让我感受到 4
年间的变化”。

今年，田悦的学校在线上系统推出

了毕业专区，有数字回忆的 H5，汇总

了每个学生 4 年来的学习、生活成果，

这让田悦印象非常深刻。

数据显示，毕业手续和材料的完整

性 （55.8%），以及就业问题的安排与协

调（53.5%）是受访者在毕业时比较看重

的 内 容 。其 他 还 有 ：毕 业 氛 围 与 仪 式 感

（50.1%）、师友间的祝福与告别（45.8%）、

完成毕业论文/设计（39.5%）、未来的人

生规划 （31.8%） 等。

在大四最后一个学期，田悦没能返

校，各类毕业手续也是由同学帮助办理

的。在这个过程中，她的心态从开始的

焦虑变为坦然接受。“虽然有遗憾，但

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去弥补”。

毕业既是终点，也是新的起点。数

据显示，经历云毕业后，80.9%的受访

者表示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人生新阶段。

徐林记得，当年毕业时，同学们的

行李都是由辅导员和任课老师帮助打包

并邮寄的。在毕业季找工作的过程中，

辅导员、就业指导老师也经常关心同学

们的情况。这一两年云毕业的形式越来

越丰富，不仅有云端毕业典礼，还会给

毕业生寄送毕业礼物，“在有限的条件

下，给毕业生创造一个更好的回忆”。

在疫情防控管理过程中，如何更好

地保障毕业工作？65.9%的受访者建议

增加就业机会、拓展升学渠道，让毕业

生有更多选择，63.6%的受访者期待学

校丰富云毕业的活动，提升毕业的仪式

感。其他还有：学校加强组织，做好毕

业生离校服务工作 （59.9%），学校为毕

业生做好就业服务和指导 （46.2%），及

时关注毕业生心理状态，引导他们积极

迎接新挑战 （38.4%） 等。

“我还在网上看到，有的学校会有

电子拨穗仪式，觉得挺好玩的。”田悦

说，如果可以有更丰富的毕业活动，毕

业生会更有被重视的感觉，留下更多美

好回忆。

经历云毕业
八成受访者已做好准备
迎接人生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