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樊秀娣

如何填报高考志愿 ， 一 直 是 一 个

充满挑战的难题 。 观察最近两年高招

的变化 ， 家长们可以看到的一个趋势

是 ， 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试行 “按大

类招生 ” 的政策 。 此外 ， 一些学校在

开始调整转专业的机制 ， 对相应的规

定做出优化 。 对考生来说 ， 今后在填

报志愿时 ， 关注学科 、 专业发展方向

和大类， 显得尤为重要。
以 眼 下 备 受 关 注 的 新 工 科 为 例 ，

笔者就目前最有社会需求的一些专业

大类做个梳理。
今年 2 月 14 日， 教育部、 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 、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

合印发了 《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
（以下简称 《指南》）， 对制造业十大重

点领域的人才需求做出一个预测 （具

体参看右图）。
除了这十大重点领域的相关学科、

专 业 方 向 热 门 外 ， 《指 南 》 还 指 出 ，
要围绕 “四基 ” （即核心基础零部件

及元器件 、 关键基础材料 、 先进基础

工 艺 、 产 业 技 术 基 础 建 设 ） 、 智 能 制

造、 “互联网+制造” 等领域， 重点培

养 先 进 设 计 、 关 键 制 造 工 艺 、 材 料 、
数字化建模与仿真 、 工业控制及自动

化 、 工业云服务和大数据运用等方面

的专业技术人才。
总体而言 ， 专家们 目 前 普 遍 看 好

的面向新技术的专业大类如下：
1.大数据类。 大数据是众多学科与

统计学交叉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 。 面

对海量的数据 ， 更需要对于含有信息

的数据进行专业化的处理 。 大数据涉

及数据挖掘、 云计算等数学、 计算机、
统计学等学科知识 ， 它的使用范围几

乎覆盖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

领域。 大数据本质上是高科技的产物，
它使人类对数据的挖掘和利用迈入了

一个崭新的时代。
2.云计算类。 云计算， 是指 “超级

计算集群 ” 通过网络输送各种计算机

服务及数据 。 “超级计算集群 ” 云计

算的出现 ， 使原本需要自己购买硬件

服务器 、 然后自己搭建开通门户网站

的客户 ， 只要支付包月费用就可以低

成本地拥有自己的网站门户了 ， 由此

云计算的应用前景相当广阔 。 云计算

的专业基础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 软

件工程 、 网络工程 、 机械自动化等学

科相关。
3.人工智能类 。 前 不 久 人 工 智 能

AlphaGo 接 连 拿 下 围 棋 高 手 柯 洁 的 新

闻 ， 让全世界再次感受到了人工智能

的无比威力 。 人工智能是研究 、 开发

机器能够胜任一些通常需要人类智能

才能完成的复杂工作 ， 它是模拟 、 延

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一门新技术科学。
它 是 许 多 高 新 企 业 发 展 的 核 心 技 术 。

人工智能类专业包括智能 、 通讯 、 数

据、 心理、 哲学等众多学科， 是一门极

富挑战性的科学。
4.虚拟现实类。 虚拟现实是一项涉

及计算机图形学、 人机交互技术、 传感

技术、 人工智能等的综合集成技术， 它

用计算机生成逼真的三维视、 听、 嗅觉

等感觉 ， 使人作为参与者通过适当 装

置 ， 自然地和虚拟世界进行体验和 交

互。 该技术集成了计算机图形技术、 计

算机仿真技术、 人工智能、 传感技术、
显示技术、 网络并行处理等技术的最新

发展成果， 是一种由计算机技术辅助生

成的高技术模拟系统。
5.移动互联类。 移动互联网是互联

网、 移动终端设备和移动通信技术融合

的产物。 今天的社会， 已经进入了一个

互联移动的时代， 各类移动装置的普及

保 证 了 移 动 互 联 专 业 人 才 的 基 本 需

求 。 同时 ， 要保持移动互联经济的增

长势头 ， 移动互联技术也迫切需要往

纵深发展 。 为此 ， 具有良好专业技能

和素养的 、 能够从事移动互联技术研

发 和 推 广 的 高 学 术 、 高 技 能人才将依

旧抢手。
6.基因工程类。 基因工程又称基因

拼接技术和 DNA 重组技术， 是在分子

水 平 上 对 基 因 进 行 操 作 的 复 杂 技 术 ，
是将外源基因通过体外重组后导入受

体细胞内 ， 使这个基因能在受体细胞

内 复 制 、 转 录 、 翻 译 、 表 达 的 操 作 。
基因工程是在分子生物学 、 微生物学

和分子遗传学综合发展基础上的一门

崭新的生物技术科学。
7.核技术类。 核技术通常包括核能

技术 、 核动力技术 、 同位素技术 、 辐

射技术 、 核燃料技术 、 核辐射防护技

术等领域 。 我国核工业已经从适度发

展迈向积极发展， 并力争到 2020 年将

核 电 在 电 力 装 机 容 量 的 比 重 提 高 到

5％。 而相比世界平均水平已接近 20％
的现状 ， 更说明中国在此方面发展的

前景不可估量 。 所以核技术专业人才

未来的就业形势应该看好。
8.智能科学与技术类 。 智 能 科 学

与 技 术 专 业 要 做 的 是 在 硬 件 基 础 上 ，
给 机 器 人 赋 予 一 个 类 似 人 的 大 脑 、
神 经 传 导 及信息处理系统， 让机器大

脑通过一定的方式判断 、 决策并控制

机器人行动 ， 使得机器人最有效地发

挥作用 。 可以说 ，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

业 是 一 门 融 合 了 电 气 、 计 算 机 、 传

感 、 通讯 、 控制等众多学科领域的跨

学科专业。
9.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类。 该专业

是将原光信息科学与技术 、 光电子技

术 科 学 专 业 、 信 息 显 示 与 光 电 技 术 、
光电信息工程 、 光电子材料与器件五

个专业统一修订后而成的 。 毕业生可

从事光学工程 、 光通信 、 图像与信息

处理等技术领域的科学研究 ， 以及相

关领域的产品设计与制造 、 科技开发

与应用、 运行管理等工作。
10.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类 。 随

着微电子技术 、 信息技术 、 计算机 技

术、 材料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等高新技术

与机械设计制造技术的相互交叉 、 渗

透、 融合， 带来了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技术的深刻变革。 当代先进的设计

制造技术， 致力于运用先进设计制造技

术的理论与方法， 解决现代工程领域中

的复杂技术问题， 以实现产品智能化的

设计与制造。
11.智能电网信息工程类 。 智能电

网信息工程涉及到的学科领域宽广， 涵

盖电气工程、 能源技术、 信息技术、 控

制技术、 计算机等领域。 当今世界各国

均希望把本国电网建设成具有高效、 清

洁 、 安全 、 可靠和互动特征的智能 电

网， 《中国制造 2025》 预计我国社会

用电量 2015 年至 2020 年将保持 5.5%
以上 、 2020 年至 2030 年将保持 3%以

上的年均增长率， 输变电装备发展将呈

现出智能化、 集成化、 绿色化的特点。
这将为相关专业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

机遇。
12.脑科学类 。 脑科学 ， 狭义讲就

是神经科学， 广义讲是研究脑的结构和

功能的科学， 还包括认知神经科学等。
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重视脑科学研究， 美

国政府受人类基因组计划影响， 启动探

索人类大脑奥秘的脑计划， 欧洲脑计划

紧随美国之后启动， 日本也紧接着宣布

启动脑计划 。 “中国脑计划 ” 也已 上

线。 脑科学研究近年来取得的飞速进展

令人欣喜， 但对众多的未知领域的探索

更需要专业人士的不懈攀登。
当然， 未来社会， 最缺的一定是多

领域的复合型人才 ， 如光子与量子 芯

片、 脑科学与智能技术、 光物质科学与

能源技术、 基因组健康技术等前沿交叉

与未来技术的人才， 都将受到用人市场

的热捧。

（作者为同济大学办学质量评估院专家，
上海高校智库管理与研究中心研究员）

ｗww．whb．ｃｎ
２０17 年 6 月 16 日 星期五文汇教育6 责任编辑/樊丽萍

■本报见习记者 朱颖婕

大多数人可能有过这样的感受：
当我们走进各种人文、 艺术、 科技、
自然场馆， 比起墙上三言两语的文字注

解， 一个亲切幽默、 知识渊博的讲解

员， 更能满足大家的求知欲。
事实上， 如今上海各大场馆， 讲

解员队伍正变得越来越庞大、 丰富。
高中生、 大学生、 教师、 白领……从

观众到讲解员， 角色的转变为他们提

供了理解藏品故事及馆藏文化的另一

种视角。

“业余” 讲解员， 培训后上岗

去年 9 月起， 复旦大学广告系大

二学生陈琛抱着 “既可以免费观展，
提高美学素养， 又可以帮助他人” 的

念头， 在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担任讲

解员。 她的具体工作是， 向观众讲解

每一件展品的外观、 材质和涵义， 有

时还需整理活 动 录 音 、 维 护 场 馆 秩

序、 反馈展品问题， 等等。 至今， 陈

琛的累计服务时间超过 88 小时。
到美术馆当讲解员之前， 陈琛

对这个领域涉猎并不深。 好在， 为了

让每名讲解员呈现出专业、 自信的精

神面貌 ， 美术 馆 在 举 办 每 场 新 展 之

前， 都会对大家进行导览培训。
同样在去年 9 月， 复旦大学临床

医学专业大二学生夏睿琦在人体科学

馆开始担任讲解员。 人体科学馆坐落

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内， 最初创建

于上世纪 50 年代初， 如今对公众开

放。 馆内藏有 1000 余件标本、 珍贵

的历史资料， 如外籍专家谭忧黎、 雷

门教授制作于上世纪 30 年代的标本、
切片等。 夏睿琦上岗前也同样接受了

培训， 馆长周国民教授特意举办了一

次培训， 告诉大家针对不同的观众群

体， 应该讲什么、 怎么讲。 她记得，
讲解员需要记 诵 的 文 字 材 料 大 约 有

2000 字， 此外， 她还自己查阅了一些

系统解剖学和解剖组胚学的书籍。
除了大学生讲解员以外， 一些专业

背景更扎实、 对口的社会人士也加入了

这一队伍。 上海市矿物化石研究会科教

专委会主任王洪元就是其中之一。
王洪元本科学的是计算机专业，

后来又进修了企业管理。 但他对地质

学和古生物学非常感兴趣， “私下里

一直在钻研”。 2015 年 4 月， 上海自

然博物馆新馆进入试运营， 那时王洪

元就通过官方征集和考核加入了讲解

员队伍 。 现在 ， 他 会 定 期 去 自 博 馆

“大地探珍” 展厅， 讲解石头的科学知

识， 因此很多观众叫他 “石头大叔”。

“最怕遇到专业观众”

对很多 “业余” 讲解员而言， 向

大众科普知识的同时， 自己也在不断

地学习成长。 对此， 曾在上海儿童博

物馆担任过讲解员的上海大学附属中

学高三学生张昕奕深有体会。
3 年前， 上海开始实施新高考方

案， 引入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 本市

开通上海普通高中学生社会实践评价

信息化平台 ， 将 学 生 参 与 志 愿 服 务

（公益劳动）、 社会文化活动、 社会考

察 （调查） 等社会实践活动情况纳入

综合素质评价体系。 由此， 越来越多

的沪上高中生走进了社会大课堂。 张

昕奕从小就喜欢研究动植物， 借着高

中三年完成 60 学时志愿服务的机会，
高一时， 她和班上另外 6 名同学， 来

到儿博馆自然阅览室担任讲解员。
儿博馆 （包括宋庆龄陵园） 内共

有 100 多种动植物， 此外， 孩子们还

可以选择阅读自然绘本、 参加科普讲

座和互动性活动 ， 比如 DIY 叶脉 石

膏化石等。 “记忆和辨认那些动植物

是最难的。” 张昕奕说， 虽然他们在

生物课上曾接触过一些内容， 但作为

一名合格的讲解员， 势必要补充更多

专业知识。
担任讲解员， 也倒逼着夏睿琦主

动提升专业素养。 因为在做讲解时，
动辄会遇到专业观众， 而这种情况正

是这些 “业余” 讲解员最怕的。 有一

回， 人体科学馆来了一批复旦大学脑

科学研究院的硕士， 他们重点参观了

颅脑切片和神经系统， 期间还提了几

个非常专业的问题。 “我一听， 这些

知识我都还没 学 过 ， 所 以 就 挺 紧 张

的。” 这次尴尬的经历， 促使夏睿琦

加强了自主学习。
陈琛的成长， 则起始于她的观察

和反思。 有一次展览， 恰好展出了许

多互动性展品， 比如， 供观众倾听、
拍照的耳麦装置等。 按照一般的观展

规则 ， 有些作 品 虽 然 没 有 明 确 标 示

“不可触碰” 或 “小心使用”， 但出于

对艺术家 、 艺 术 作 品 和 布 展 人 的 尊

重， 基本是默认如此的。 但那天， 现

场有不少观众 因 为 好 奇 随 意 摆 弄 展

品， 结果弄丢了耳麦的软垫， 弄坏了

机器装置和电子产品， 还在玻璃片展

品上留下了很多指纹……正是这件事

情， 让过去当惯了观众的陈琛开始关

注文明观展的问题。 “如果不是当了

讲解员 ， 我可 能 很 难 意 识 到 这 些 事

吧。” 陈琛说。
从 “业余” 讲解员成长为优秀的

讲解员， 在他们看来， 重要的不仅是

向公众传递正确的科学知识， 还要通

过讲解传递一种对自然的热爱， 让更

多人在接触科学的过程中感受到快乐。

■马臻

据悉 ， 今年全国高校毕 业 生 的 人

数 达 到 795 万 ， 比 去 年 增 加 了 30 万

人 。 由此 ， 提高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竞

争力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 ， 在如今的大学 ， 这 些 工 作

很多时候是由高校就业指导中心的老

师做的 ， 专业课老师似乎帮不上什么

忙 。 企业招大学生究竟看重什么 ？ 要

找一份好工作 ， 学生是否必须要有实

习经历 ？ 今天的学生书读得好 ， 在找

工作时到底有没有用？
事实上 ， 这一个问题不 仅 学 生 关

心 ， 也值得更多从事高等教育的人一

起思考。

有些学生看上去很忙碌，
内心实在很茫然

我们经常听说这样一句 话 ： 大 学

不 是 职 业 培 训 所 。 记 得 在 复 旦 大 学

2012 级本科生开学典礼上 ， 时任校长

的杨玉良院士指出一个怪象 ： “如今

不少学生整天似乎很忙碌 ， 考各种证

书 ， 参加一些看似热闹的活动 ， 但内

心深处却没有坚定的目标和方向 ， 更

谈不上真正的热爱和坚持 。 我们被喧

嚣的竞争大潮所推动 ， 随波逐流 ， 对

未来充满了茫然。”
而作为高校的研究生导 师 ， 我 看

到的是 ， 很多本科生在考研面试时声

称自己对某个专业很感兴趣 ， 但进校

读研后却想着找一份能 “挣大钱 ” 的

工作 ， 至于和自己专业是否有关 ， 这

不太重要 。 比如 ， 学环境的学生想去

“四大” 会计师事务所， 于是做实验就

不 太 上 心 ， 老 想 着 去 校 外 兼 职 实 习 ，
因为在他们看来 ， “不实习就找不到

好工作”。
就这个问题 ， 我曾向 一 位 跨 国 集

团公司的高级人力资源经理请教 。 在

他看来 ， 目前的大学教育和社会需求

之间 ， 有时确实存在着脱节现象 。 其

中最关键的就是一个 “实用性” 问题，
即在大学里学到的知识 ， 不能无缝对

接后续的职业发展 ， 这就让 “读书无

用论” 的论调有了市场。
一方面 ， 我们应该给 大 学 生 接 触

社会的机会 ， 让他们看看学到的东西

在实际工作中是怎么应用的 ， 这将有

助于学生从实践角度去理解理论 ， 从

而深切体会理论学习对未来实践的重

要性 。 另一方面 ， 学生哪怕不喜欢自

己就读的专业， 他们也必须把书读好。
实际上 ， 对于大学生 求 职 是 否 必

须要有社会实践经历 ， 一些企业人士

的说法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首先 ， 企业当然希望 应 聘 者 最 好

有工作经验 ， 以帮助企业在最短时间

内创造效益 。 但是 ， 一旦有些企业决

定某个职位可以招聘应届大学生 ， 便

不会同时要求他们拥有几年社会经验。
所 以 ， 当 一 个 学 生 时 间 有 限 的 时 候 ，
读好书和积攒社会实践经历两件事看

上去是存在矛盾的 ， 可负责任的企业

自会提供试用期内的入职培训。
与学校声誉 、 学历 、 社 会 经 历 等

指标相比 ， 企业更关心的是 “你多久

才能完全胜任岗位要求 ， 为企业创造

效 益 ” 。 因 为 在 员 工 完 全 独 立 工 作 之

前 ， 公 司 纯 粹 是 在 投 入 而 没 有 回 报 ，
简单说 ， 是在做亏本买卖 。 这就决定

了， 企业喜欢聘用稳定 （不跳槽）、 虚

心 、 可培养 （快速学习 ） 的员工 。 一

个学生表现得太世故、 自我感觉太好，
或反应迟钝 、 很没自信 ， 被企业淘汰

的几率就很大。

比起社会经验欠缺，
学生更缺的是职场人的心态

事实上 ， 大学生进入 职 场 后 的 主

要问题 ， 不是缺乏社会实践经验 ， 而

是缺乏职场人的心态。
在大学里 ， 老师经常 遇 到 一 些 长

不大的 “孩子”。 比如， 有的学生为了

得高分 ， 就对老师说 ： “如果你不给

我 高 分 ， 国 外 大 学 就 会 把 录 取 我 的

offer 撤销了。” 甚至， 有人会为了一门

课成绩没得 A 而找老师吵架 。 笔者就

曾对课题组研究生们说 ： “你们早上

九点多才过来 ， 而早上七点时 ， 车站

里已经站满了上班族 。 试想 ， 你们上

班后还能这样吗 ？” 结果有学生回应 ：
“我们现在又不是上班族。”

这就是现在很多大学生的 “问题”：
他们多从自我角度出发 ， 追求自我利

益、 个性的最大化。 而在企业里， 更多

时候是考虑整体利益以及员工能为企业

做什么、 贡献什么价值。
比如 ， 有的大学生在 应 聘 时 为 了

争取更高的工资 ， 常会说 ： “我要租

房子 ， 要谈女朋友 ， 还要付水电煤气

费。 就给我这点钱， 让我怎么活？” 而

企业人事经理 （HR） 的观点是： 工资

能 不 能 支 撑 生 活 ， 这 是 你 个 人 的 事 ，
不在企业考虑的范围 。 如果想获得更

高的工资， 你就得体现出更好的资质，
并能够为企业创造更多的效益。

企业需要的是务实 、 踏 实 的 职 场

人 。 大学生的优越感如果不能很快地

在工作业绩中表现出来 ， 就会被周围

人看低 。 比如 ， 在大学里你善于演讲

雄辩 ， 但如果你在企业里不能把口才

与工作联系起来 ， 就会被认为自以为

是、 强词夺理， 优点就变成了缺点。
因此 ， 在企业的眼里 ， 大 学 毕 业

生无论是眼高手低 、 不能处好同事关

系 ， 还是好高骛远 ， 根本原因在于不

能用正确的职业化的方式来面对和处

理职场中的问题。
所谓职业化 ， 就是按 职 业 的 标 准

化、 规范化、 制度化的要求塑造自己，
就是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 ， 用合适的

方式， 说合适的话、 做合适的事。

企业 HR 进高校开讲座：
剃头担子一头热？

最近几年， 企业 HR 开始纷纷走进

高校， 为大学生开设就业指导讲座。
我认识的那位 HR 朋友就告诉我，

他自己 2002 年硕士毕业进入上海， 从

基 层 HR 做 起 ， 一 步 步 做 到 目 前 的 岗

位， “感受到职场环境真不是自己想象

的那样， 感受到学校教育与社会环境的

脱节给大学生就业及职场发展带来的迷

茫和困难”， 这让他有一种冲动去和大

家分享我的经验教训， 引导大家思考。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 他 特 别 谈 到

目前高校开设的就业指导课和 HR 就业

指导讲座的区别 。 相对来说 ， 高校开

设的就业指导课 ， 采用的教材或者授

课的内容容易 “偏理论”， 往往传递的

都是一些具有普遍规律性的内容 。 但

每个人是个性化的 ， 其综合素质 、 职

业发展路线也是个性化的。 相比之下，
企业 HR 在 “职业发展究竟需要什么”
上更具有专业优势 ， 他们的讲座更实

用、 更接地气。 比如， 遇到 “同时收到

了三个 offer 该怎么选择 ” “入职之后

发现企业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个样子， 是

不是只能通过跳槽来解决” 等问题， 企

业人士给出的答复更能让大学生解惑。
但是， 这些企业人士要进入高校，

面对的门槛也不低。 笔者侧面了解到，
一些老师对于 HR 进课堂并不积极， 首

先是嫌麻烦———需要审批， 还要借场地、
组织听讲、 筹措讲课费， 而这不是专业

课老师的职责范围。 其次， HR 说的一些

话和老师 “想听的” 的可能会有些差别。
一位老师就说： “我组织本专业学生听

讲， 但 HR 在讲台上说别的行业薪酬高，
学生听了会咋想？” ……

事实上 ， 给大学生做 就 业 指 导 讲

座， 对 HR 的要求非常高， 不仅要求他

们具备丰富的人力资源实际操作经验，
而且要有从实践出发 ， 深入浅出地诠

释人力资源理论的能力。
虽 然 HR 进 大 学 课 堂 有 时 会 遭 遇

“剃头担子一头热 ”， 但是这对于提高

大学生就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大有可为。
因为这不仅仅关乎大学生能否找到理

想的工作 ， 也关乎企业能否招聘到高

质量的员工。
正如高中和大学需要做好衔接， 大

学和用人单位也要加强交流 、 有效衔

接。 尽管大学不应该是 “职业培训所”，
但我们至少得让学生们知道企业需要什

么样的员工和什么样的职业精神。

（作者为复旦大学环境科学学院教授）

“新工科” 方向下的热门专业大类展望

摆正职场心态， 提高就业竞争力

大中学生走进各大场馆

“业余”讲解员
如何变专业

与学校声誉、 学历、 社会经

历等指标相比 ， 企业更关心的

是： 你多久才能完全胜任岗位要

求， 为企业创造效益。 这就决定

了 ， 企业更喜欢聘用稳定 、 虚

心、 具有快速学习能力的员工。
事实上 ， 大学生进入职场

后的主要问题 ， 不是缺乏社会

实践经验 ， 而是缺乏职场人的

心态……

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的人才需求预测 （单位： 万人）

序号 十大重点领域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人才
总量

人才
总量

人才缺
口预测

人才
总量

人才缺
口预测

1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1050 1800 750 2000 950

2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 450 750 300 900 450

3 航空航天设备 49.1 68.9 19.8 96.6 47.5

4 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 102.2 18.6 16.4 128.8 26.6

5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32.4 38.4 6 43 10.6

6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17 85 68 120 103

7 电力装备 822 1233 411 1731 909

8 农机装备 28.3 45.2 16.9 72.3 44

9 新材料 600 900 300 1000 400

10 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 55 80 25 100 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