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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广角

一转眼，暑假接近尾声，开学的日子

一天天逼近。记者采访了部分“过来

人”，让他们给准大学生们支支招，解答

一些疑惑，为进入大学做好充分的准备。

学习方式：学会自学和自律
大学阶段的学习与高中相比明显

不同。首先，大学的老师讲课不会像高

中老师一样，从头开始讲一遍，他们有

自己的讲课方式和思路，授课内容广

泛，授课速度比较快，多注重课堂讨论；

其次，大学老师并不会像高中老师一样

跟前跟后，苦口婆心地劝你学习。这样

的大学学习方式可能会让部分新生一

时间无法适应。

华南理工大学软件工程专业的林

同学认为：“在大学，自学才是真谛，课

堂学到的东西是有限的，更多的知识需

要自己去学习，利用好自己身边的资

源，比如图书和网络。”她以自身专业为

例，软件工程这个专业，对基础性的学

科要求还是很高的，基本上代码老师领

进门，99.9%靠自学，编程能力是靠自己

写代码写出来的，厚积方能薄发。

深圳大学光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的刘同学也强调了自学和自律的重要

性，“我的专业课包含了大量的实验，但

实验对很多的基础课需求同样很高，所

以各方面都要涉猎，比如高等数学、光

学、大学物理、电路分析等，以及一些电

脑专业软件的应用，尤其是数学和电路

方面等都需要比较扎实的基础，因为很

多实验都需要自己进行设计修改的，甚

至需要自己动手进行成品制造”。他解

释说：“老师不会像高中一样，所有事情

都交代得很清楚，因此对于实验的设

计，需要自己去查阅很多资料，进行设

计的修改，以及最后结果的检测。另

外，学校课程设置很宽松，都是自己安

排自身的课表，所以需要一定的自控能

力，不然很容易敷衍着就读四年。”

学习成绩：认真对待并加以重视
绩点是绝大多数高校衡量学生各

科考试成绩的标准，是决定你能否取得

奖学金、修读辅修专业、双学位及转专

业、出国、保研的重要条件。

中山大学法律系高同学说，在知道

自己的清晰目标之前，先保证自己的课

业过得去，挂科从来不是一件值得炫耀

的事。但高同学也不建议为了绩点盲

目去选一些所谓“容易过、高成绩”的选

修课，不如选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课，事

先可以咨询师兄师姐。

另外，高同学也建议新生尽量提早

通过四六级考试，暑假期间不妨提前做

下练习。中大新生开学一般都要进行

英语分级考试，通过英语分级考试，大

家分别进入A班、B班、C班进行英语学

习，区别是A班的同学可以在大一上学

期就参加四级考试，B班、C班的同学要

在大一下学期就参加英语四级考试。

“凭高考留下的好底子，我相信大部分

人都可以轻松过。”高同学笑言。

转专业：提前了解并慎重考虑
入学后，有些同学可能会因为对专

业兴趣不大或被调剂等原因想转专

业。“转专业之前，你首先要考虑清楚是

否一定要转，能否承受转专业后换校区

或专业课程压力过大。”暨南大学广播

电视学专业的张同学说。她建议，如果

确定好目标，且平均学分绩点达到当前

就读专业同年入学学生排名前30%，可

以关注暨大教务处或官网，来年的4~5

月份再提交转专业申请表，通过考试

（安排面试还是笔试都由转入的专业而

定）后即可。

那么，转专业前要做好哪些准备

呢？“刚入学，我认为不要整天想着转专

业，先入为主总是给自己本专业不好的

心理暗示会让你过得很痛苦。”华南农业

大学陈同学建议，不管是否喜欢本专业，

一开始请把每门专业课学好，没有认真

投入就没有资格说不喜欢。“如果不是很

了解自己想转哪些专业，可以先圈定几

个自己喜欢的专业，到学院官网看一下，

了解该专业的大致介绍和学校对这个专

业的培养目标，或者到贴吧或者学校论

坛发帖求助就读该专业的同学，尽可能

去蹭课了解一下。”她总结自己的经验之

谈，“毕竟转专业还是要慎重一点，你要

为你每一个选择负责的！”

双学位：以兴趣为主
部分同学想全面发展，了解其他

专业，或是为自己充电，进入大学后

选择修读双学位。深圳大学刘同学

认为，修读双学位一定要基于兴趣，

绝对不能因为太功利的目的，比如

“其他人都留学、考证，那我也要努

力”，再比如“为了出国读研，预修读

一个专业作为申请专业”，等等。“如

果面试的时候这样功利地回答，修双

申请也往往得不到通过。”他说。然

而，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选择了修双

学位，就意味着你要失去一些东西，

试想一下，你要比一般同学多修56～

70学分，意味着你要做好整整两个学

期别人学分十位数都是 1 或 2 的时

候，你要忙着上从大一到大二的双修

课程，跟小朋友们分组做作业，在别

人大叫“我课好少”的时候一大早爬

起来去上课。而且，期末的时候，几

乎每天都要考试，考完10多科之后可

能还要开学提前来缓考。

“到了修双学位的第二个学期，身

边就有朋友放弃了，其实这是对有限

竞争的教学资源的浪费。”刘同学坦

言。他说，如果你大一就想修一个专

业的“双”，先去选课听听看，可以看看

是否适合自己，也可以减轻大三开始

修“双”的负担。

作者：邓仲谋 林思霞 吴立勤
《广州日报》2017年8月23日第22版

浙江：
新高考录取志愿满足率高

记者日前从浙江省教育考试院获悉，浙江

首次新高考招生已经结束，今年该省普通高校

和单独考试招生共录取新生27.2万人，录取率

高于以往。

在这27.2万名新生中，“三位一体”招生51

所高校录取7800人，通过对学生全面而有个性

的评价，突出被选拔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特

长。39所提前招生高职高校共录取1.35万人，

实施“一档多投”，充分体现了学生与高校之间

的双向选择，其中报考两所以上院校的考生达

68.3%，同时被两个以上院校专业拟录取的考

生占15.5%。

本次高考录取结束后，一律不再进行补录，

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将所有录取新生名单统一上

报教育部进行新生学籍电子注册。

作者：蒋亦丰 黄梓馨
《中国教育报》2017年8月23日第1版

浙师大“在线支教”
走进可可西里唯一小学

在海拔4660米的青海玉树曲麻河乡多秀

村寄宿小学的同学们体验了一次从未感受过的

网络在线交流。

通过实时视频，在3000多公里外的浙江省

金华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四年级麦克风中队的小

朋友出现在多秀村寄宿小学的学生面前。借助

互联网，他们互致问候，一起唱歌，并进行诗朗

诵等才艺展示。这是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师

生发起的在线教育公益活动。

这也是浙师大智慧云公益团队第一次来到

青海可可西里。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依托自

主研发的智慧云公益平台，浙师大开展的“在线

支教”公益模式已在多地实施，并在6个省市的

10余所偏远学校建立了在线教育公益基地，让

千余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除了在线教育，

浙师大还将对多秀村小学开展全方位的帮扶资

助。8月21日，一批送给孩子们的衣服、鞋子、

学习用品等已寄往多秀村。

作者：狄伟锋 董碧水
《中国青年报》2017年8月24日第1版

浙江万里学院
孵出1500支创业团队

日前，第三方机构发布2016年度大学创业

竞争力综合排名500强。浙江万里学院位列全

国前50强。

据不完全统计，该校先后孵化出1500支大

学生创业团队，毕业生创建各类中小企业2068

家，给社会提供就业岗位23410个，创造经济效

益54亿元。

浙江万里学院创新创业学院院长丁亚军

说，新设“移动互联网软件开发”“金融信息服务

与开发”“电子商务创业”等12个产业创新创业

教学模块，小班化教学占68%，实验室实现全天

候开放，全体学生实现导师制管理。

今年，浙江万里学院毕业生就业率97.18%、

创业率8.05%、毕业生平均工资水平5137.17

元，稳居全省高校前列。浙江省教育评估院调查

数据显示，该校毕业生用人单位满意度连续3年

呈增长趋势。其中，人际沟通能力90.69分，实

践动手能力89.66分，合作与协调能力88.28分，

均高于全省本科平均水平。

作者：李剑平
《中国青年报》2017年8月24日第1版

南京大学
推出学生DIY课程

开学季即将来临，南京大学将面向全体本

科生（包括2017级新生）推出50门“DIY研读

研究系列课程”（以下简称DIY研读课）。

目前，南京大学已初步建立了DIY研读课

的基本结构：DIY研读研究课程+本硕（博）合开

课程。其中，DIY研读课的程度高于新生研讨

课和通识课程，而又不同于硕士生、博士生课程

的高度专业性。它可以作为本科生与研究生衔

接的过渡课程。本硕（博）合开课程则是将硕士

生、博士生课程向本科生开放选修，助益于他们

将来研究方向的确定。

据悉，DIY研读课程由南京大学悦读书社、

教务处、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和相关院系

联袂打造，是南京大学探索的一套全新教学与

管理模式。

作者：熊 旭 魏楚云
人民网2017年8月21日

编制有什么好？找工作的时候，我一直抱着疑问的

态度去看这个问题。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一毕业就进

入了一种稳定的工作状态，真的好吗？在市场经济下的

条件下，职业更趋于平等，“铁饭碗”的含金量并没有高到

哪里去。

稳定、有保障对很多人来说很重要，但稳定、有保障

背后，更多还是收入待遇的差别。没有编制的同事，工作

两年了，工资基本没有大的变动，而有编制的话，两年内

工资会有几次幅度不小的调整。没编制的同事可能比有

编制的工作更辛苦，但是收入比有编制的少，更要比在民

企工作的同龄人低。

编制不仅是一个相对更加稳定的身份符号，更为重

要的是它背后的收入分配问题。在教育、医疗等行业内，

有编制的员工和没有编制的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比较明

显。2014 年《羊城晚报》曾报道，在东莞，干着同样的工

作，有编制的社区医生平均年薪不低于9.33万元，而没编

制的却只有5.6万元，相差近四成。这种分配方式显然是

有失公平的。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不同身份的人对

编制的态度，也刺激着一些人想方设法要谋个编制。

比如媒体报道，东北的部分年轻人，把编制作为人生

最重要的人生目标，有人考了9次公务员，有人花了大钱

打通关系，有人放弃民企的高薪，有人争破头只为一个扫

大街的事业编制……这种现象不止在东北，在全国各地

的县城里面，很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都会这样选择。一

是因为有编制的工作确实就是当地性价比最高的工作。

二是人们的观念依然停留在几十年前，仍然认为“捧铁饭

碗”“吃公家饭”是值得骄傲的事情。第三就是大多数小

城市的产业结构决定了大学生毕业之后如果要留在家

乡，要想找一份与自己的专业相匹配的工作并不容易。

所以，即便有一些极端的案例，比如考了 9 次公务

员就为求一份稳定工作，也不必就此指责一些年轻人的

选择。这种选择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

境。社会环境固然不能绝对左右一个人的生活，每个人

其实都有“逃离”的权利，可以离开家乡，去大城市，在市

场的风浪中闯荡。但设身处地想一想，选择适应这种环

境也无可厚非，又不是作恶，不应该接受外界的嘲讽与

指责。

体制无疑是最典型的围城，城外的人想进来，城内的

人想出去。稳定有一种巨大的魔力，它会消磨斗志，使人

形成惰性，它也意味着单一、缺少丰富可能性的生活。对

于一颗不安分的心来说，稳定又何尝不是一种痛苦。但

如何抉择，终归是个人的事，每个人都得对自己的选择负

责，承担快乐或痛苦的是选择者本人，他人终归只是旁观

者，实在不必“痛心疾首”。

作者：李一陵
《中国青年报》2017年8月23日

换专业容易
“认识你自己”难

暑期将尽，新一届大学生马上要开始他

们曾经梦想的生活了。在高中埋头苦读的

时候，多数学生的梦想可能都是粗糙的——

考上理想中的大学就好，至于专业，或者是

有模糊方向，或者是父母之命，或者是更现

实的听分数由命。而一旦跨入大学校门，在

金榜题名的喜悦过后，更多的困惑和烦恼就

如影随形。

近期有媒体报道，一位负责大学招生的

老师说，他被考生和家长反复询问比较多的

一个问题就是——“被录取到了不喜欢的专

业该怎么办？”有机构针对部分院校2015级、

2016级本科新生的研究发现，八分之一的本

科生有转专业的意愿。而北京化工大学招

生办曾对本校2016级本科新生做过的问卷

调查显示，近四分之一的新生对所学专业不

感兴趣，近七成新生在填报志愿时对报考的

专业了解甚少。

由这个数据看来，其中问题很严重。不

过，作为过来人，笔者想说的是，这其实不算

什么事儿，因为如果真觉得“录非所愿”，纠

错的难度并不大。不可否认，在成天喊素质

教育，实际上应试教育阴影挥之不去的现实

下，很多高中生对于报考专业了解很少。一

个视野没有打开的人，让他重新选择一万

次，也未必能够选到最心仪的专业。所以，

进入大学校门之后大比例的后悔几乎是无

法避免的，重要的是在今后的学习乃至人生

道路中，有没有“纠错”的渠道和机会。

现在，很多大学提供了转专业的机

会。学物理的改学历史，学中文的改学法

律，笔者身边很多朋友有过在大学换专业

的经历。还有一些更极端的案例，因为对

大学和专业双双不满，干脆成天去别的学

校旁听，找那些自己敬佩的老师私下切磋

求教，最后直接从原学校辍学。尽管连大

学文凭都没拿到，但那位朋友依然成为比

较优秀的媒体人。在这样一个拥有太多选

择机会的时代，选错专业不会成为人生道

路上不可逾越的障碍，如果成天抱怨“录非

所愿”，那更大的问题可能是——你没有更

好地认识自己。

“认识你自己”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

底常用于教育弟子的命题。不只是面对大

学专业，人在一生中会有太多自我怀疑的

时刻，“当初选错了”可能是最有迷惑的借

口。对于那些真正选错专业的人，有的是

机会纠错。而那些没有认识自己的人，即

使给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恐怕也无法拥

有更好的未来。

作者：敬一山
《光明日报》2017年8月22日

薛红伟 绘
《中国教育报》2017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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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新生如何规划新生活

不必对追求编制的年轻人痛心疾首

小心掉进“美丽”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