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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孩子早恋
父母引导很重要

郑州王大姐：女儿上高一，很聪明，也
很活泼，最近一段时间听她说他们班里有
男生给她写信，有时也看她在发信息。我
很担心她早恋，有时问她，她也不承认，说
只是“玩玩儿”而已，不知道孩子到底是怎
么想的，作为家长，我们该如何引导她？

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和祎平：从你
的问题中，可以感觉到你们是一对感情很
好的母女，你们之间有沟通、有交流，女儿
甚至把男生写信给她这样的“私密”都勇
敢地告诉你。因此，为了这份母女间的信
任，作为家长的你更加注意在“早恋”事情
上的态度。

我们都知道，高一的孩子正处在青春
期，而青春期可以说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
阶段。这时的孩子无论在生理方面，还是
在心理方面，都在迅速发展和剧烈变化，
也开始有了自己是一个成人的感觉。同
时由于体内激素的分泌和性器官的发育，
孩子开始对异性感兴趣。因此在这一期
间，孩子出现模仿成人恋爱的行为并不奇
怪。但这算不算是恋爱或是“早恋”，还有
待商榷。

现在先放下关于“早恋”的担心，来看
看你女儿的情况。一个聪明、活泼的女孩
子很容易吸引男生的注意，而女儿也会对
异性有好奇心。当男生通过信件、短信表
达爱慕之后，女儿感觉既兴奋又紧张，她
很需要一个年长的成人给她意见、指导她
如何处理，却又不知道如何开口。所以，
母亲此时可以主动一些。但要注意的是，
我们是要沟通交流、表达我们的想法，而
不是简单地要求女儿按照我们的结论去
执行。不要一上来就急着去说教，告诉女
儿不该早恋，而是可以考虑用一些试探性
的语气来提出问题，比如“这几天你好开
心啊，有什么事吗？你愿意跟妈妈讲一下
吗”等。这样做可以营造一个和谐的氛
围，使女儿不那么紧张和防御，愿意主动
把事情讲给你听。在了解情况后，重要的
不是评判女儿的对错，而是帮助她明确知
道身体的边界，增强她的自我保护意识，
告诉她在交友时必须注意什么，哪些事可
做，哪些事不可做，这样可以避免不成熟
的恋爱对女儿造成伤害。这才是女儿需
要母亲提供的帮助。青春期的孩子虽然
生理发育接近成人，但是心理方面还远远
没有达到成熟。女儿口中的“玩玩儿”，可
能是女儿不能成熟对待恋爱的游戏态度，
也可能是不想继续这个话题的敷衍，作为
母亲要区分情况对待。

很多家长都视“早恋”为洪水猛兽，表
现得如临大敌。诚然，这里面有对孩子成
绩、前途的担心。但很重要的一点是在父
母的潜意识里，希望孩子一直是单纯、简
单的，对孩子的变化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拒
绝，进而忽视了孩子的成长。所以在不了
解情况时，有些家长因为不能接受孩子的
变化，就一味纠缠在该不该恋爱的问题上
或粗暴地阻止孩子与异性接触，结果既破
坏了与孩子的关系，也极可能引起孩子的
逆反心理，把他推向危险的境地。

晚报记者 吴幸歌

临近高考，如何给孩子选择一个好的专业，再
次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不少家长因此举
棋不定，甚至与孩子产生分歧。

一项调查显示，目前大约有42.1%的大学生对
所学专业不满意，65.5%的大学生表示有可能的话
将另选专业。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么多的大学生
对所选专业不满意，考生在选择专业之前要注意
哪些？如何发现自己的潜能并选择最适合的专
业？

近日，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走访。
晚报记者 吴幸歌

现状

近半大学生对专业选
择不满意

上周，针对“你对你所学的专业满意吗”这
个问题，记者随机在郑州几所高校展开了调查。

在被问及“你对你所学的专业满意吗”，不
少同学表示出一脸的茫然。有的同学甚至表
示，有什么满不满意的，将来好找工作、好就业
就行。在记者随机采访的近四十名大学生中，
有近一半的同学对自己目前所学的专业不满
意，表示学习兴趣不高、学习积极性不大。

“原以为，专业无所谓喜不喜欢，只要前景好，
将来好找工作、好就业就行，但现在看来，并不
是这样，如果不喜欢，这四年学业很难坚持下
去，更不要说学出什么好的成绩了。”采访中不
少学生表示。有十几位同学对目前所学的专
业表示不太满意，和当初选报时对专业的理解
不一样。“如果当年高考时，能对目前所学专业
了解更多，就可能会选择其他专业”。只有极
个别同学表示目前所学专业是自己最喜欢
的，也是最适合自己的，这部分同学在选报专
业前大多经过了慎重选择和思考。除了考虑
就业、发展外，还充分将自己的兴趣，爱好、特
长等考虑在内。

采访中，记者还发现，由于对目前所学
专业不满意，有很多同学在学习上都出现怠
倦情绪，学习热情普遍不高，不积极参与学
校里的各项活动，有的同学还经常出现迟
到、旷课等情况。个别同学已开始向其他方
向努力。

面对众多“搭错车”的学子，到底是什么原
因使他们对目前的专业如此不满意？记者分别
采访了几位同学。

王艳是郑州某高校临床专业大二的一名学
生，说起为什么选择学医，王艳说这和父亲的影
响有很大的关系。父亲从医几十年，医救患者
无数，所以父亲一直希望她能和自己一样成为
一名医生，高三选专业时没有“想法”的王艳遂
了父亲的心愿，可随着近两年的学习，王艳发现
她其实并不喜欢这个专业，也不适合。每次走
进实验室，看到那些尸体标本她就害怕得不得
了，下课回来饭都不想吃。“与医生相比，我更愿
意去做一名教书育人的老师。”王艳说。

李向阳去年9月份刚刚被郑州某高校的英
语专业录取，现为该校大一学生，他现在对自己
的专业也非常不满意。说起当初的选择，李向
阳说：“当时，老师、亲戚都说这个学校英语专业
非常好，学外语也实用、好就业，所以晕着头就
报了。”可进入学校后，他发现性格内向的他并
不十分适合这个专业，学习英语需要多交流才

能提高，可他并不善于与人沟通，而且学习英语
要背诵大量词汇，而他一看到单词就头大。这
让李向阳十分痛苦……

据王艳和李向阳介绍，在他们身边像他们
一样对目前所学专业不满意的大学生还有很
多。在选择专业时，他们有的过于看重专业的
就业前景，有的一味追求热门，有的听从家人的
安排，但更多地在报考前对专业内涵了解不够，
不知道这些专业到底是学什么的，将来要从事
什么样的工作，哪里需要这样的人才，最重要的
是高三最后一年紧张的冲刺，使他们没有太多
的时间静下心来考虑这个问题，而高考过后几
天的时间内就要决定报考学校和专业，情急之
下，有很多考生根本就不清楚自己的兴趣爱好
在哪里，适合什么样的专业，最后只能是跟着

“感觉走”。
“畅想着走进大学的那一刻是幸福的，但面

对未来三年或四年并不喜欢的专业，不少同学都
表现出了疲惫。”李向阳说，如果再给他们一次选
择专业的机会，他们一定会更加慎重。

一项调查显示，目前大约有 42.1%的大学
生对所学专业不满意，65.5%的大学生表示有
可能的话将另选专业。那么，高三考生和家长
在选择专业的时候要注意哪些？如何选择最适
合的专业？记者采访了国内著名教育专家路应
杰老师。

据路应杰介绍，目前我国高校设置的本科
专业有 200多个。在选择专业时，只有极少数
考生能做到胸有成竹，绝大部分考生要么似是
而非，要不不明就里，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近一
半的学生对专业不满意。因此，他提醒高三考
生在选择专业前一定要“三思”，将目标专业的
内涵了解清楚，知道自己所选的是一个什么样
的专业，将来就业的领域在哪里。

此外，还要将自己的兴趣、潜能、性格、价值

取向等充分考虑在内。兴趣即一个人的爱好，
一个人只有对所选择的专业或行业充满兴趣，
他才能在这个行业坚持下去并做出一番成绩。
潜能，代表一个人潜在的、尚未完全表现出来的
能力倾向，它是个人发展的一种内在特质。如
果一个人对某个专业或行业充满兴趣又有这方
面的潜能，他就一定可以做得非常好。性格，即
看自己的自律性、宜人性、开放性、外倾性、稳定
性，是否更适合这个专业。价值取向，即考生对
将来从事职业的判断，想从事一份什么样的工
作，拿什么样的收入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选择专业就是选择未
来的人生道路。盲目选择专业，不仅会埋没自身
在其他专业方面的潜能，不利于个人的发展，也
会造成社会总人力资源的浪费。”路应杰说。

在家长、老师的帮助下，大部分考生在选
择专业时，对自身都有清醒的认识，知道自己
喜欢什么，适合什么，但也有部分考生对自身
认识不足，特别是高考过后，要在有限的时间
内填报志愿，不少考生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
么，自己的潜能在哪里，针对这类考生，为避免
将来选错专业，路应杰建议他们在填报志愿前
不妨借助专业的“专业选择测评”软件，对自身
进行判断。

通过专业的测评，不仅可以使考生们更清
楚地知道自己是什么类型的人，自己的兴趣
爱好在哪里，自己最适合什么专业，还可以通
过评测快速获知各个专业的培养方向以及学
习内容和职业技能要求与发展潜力。此外，

该测评还提供各专业关于课程内容、就业前
景、重点学科所在院校等方面的信息，可大大
缩短家长用在选择专业过程中收集资料、询
问专家上花费的时间，并避免了家长犯错误的
可能。

“目前，专业选择测评已使近万学子受
益。很多考生在接受测评后，所报专业与测评
结果基本一致，而且他们在该专业所表现出来
的学习兴趣和潜能也远远高于其他专业。在北
京、上海等地，很多考生在填报志愿之前，都会接
受专业选择测评，并依此来选择专业。”路应杰建
议那些不清楚专业取向的高三考生，不妨也借助
专业选择测评软件，为高考专业选择和志愿填
报提供参考意见，迈好人生规划的第一步。

原因

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专业

建议

不妨借助“专业选择测评”软件

如果你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遇到
什么问题或困惑，可直接拨打我们的栏
目电话67655015告诉我们，我们会在
第一时间请专家为您解答。

孙昱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