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填报志愿要有职业规划意识

高考志愿填报是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而对专业的选
择，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选择考生未来的职业，意味着未来
的几十年每天都要从事的事情。那么，考生该如何选择呢？

高三班主任刘老师建议考生除了考虑自己的成绩、将
来的就业外，一定要把自己的兴趣、爱好放在第一位。“兴
趣是一个人的老师，考生只有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在
未来的学习、工作中才可以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
明才智。”刘老师说。此外，除了考虑自己的兴趣、爱好，他
建议考生还要充分考虑自身的特长和性格特征，做到扬长
避短。比如，动手能力比较差的考生不太适合学工科，而
那些对数字不太敏感、性格比较活泼而且“坐不住”的考
生，学会计类专业就不适合。

孙嘉懿建议考生在填报志愿前一定要有职业规划意
识，考生首先要清楚地认识自己，明确自己的性格、兴趣、特
长和潜能在哪儿，然后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去挑选适合自
己的专业，这样你才可能将所选择的专业当成自己一生的事
业去奋斗，学习期间才有足够的激情去克服可能遇到的种种
困难，并在自己选择的专业行业里走得更远、更好。

如果家长在志愿填报方面有什么疑问，可直接拨打电
话67655051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请专家第一时间解答。

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张峰是一家销售公司
的业务代表，虽然进入公司时间不长，但却创下
公司成立四年来月销售额最高的奇迹。可就是
这样一位销售天才谁也没有想到，他大学五年念
的竟是与销售风马牛不相及的医学专业。

“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医生，所以，高三报志愿
时，父母很自然的也为我选了医学专业，可进入
大学后，我才发现，相比于当医生，性格开朗，乐
于挑战的我更喜欢销售，所以，大学毕业时我放
弃了回老家当医生的机会，选择了现在所在的销
售公司。”

据悉，现实生活中，像张峰这样学而非用的
现象屡见不鲜。

据北京教育研究院潜能研究一项相关调查
显示：42.1%的大学生对所学专业不满意；如果可
以重新选择，65.5%的大学生表示将选择别的专
业。更有甚者，进入大学后，发现所学专业不合
胃口，做出了“退学之举”。

2013年1月22日 星期二 主编 来从严 编辑 唐善普 校对 邹晓梅 版式 陈媛媛

教育看点 B11

传什么样的“道”授什么样的“业”？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让孩子健康成长一直是全社会努力的方向，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他们能否成长、成才
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近几年，有关部门一直
在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完善教育的管理措施，付
出了不少努力，但我们为何还时常会听见一些像
幼儿园老师虐待儿童这样“不和谐”的消息？

作为教师，不仅是传授知识，还承担着保护
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重任。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传什么样的
“道”，授什么样的“业”，关系着孩子将成为什么
样的人的问题。

不然的话，作为家长，我们还有没有信心把
孩子送到幼儿园去？我们还能不能相信这些老
师的师德？相信他们至少能本着做人的最起码
的良知来对待这些无辜的幼儿？

梁启超先生著《论幼子》说，“人生百年，立于
幼学”。

我们努力地让孩子听家长话，听老师话，却
没有培养他们的独立思维。我们要把孩子教育
成什么样？

要杜绝“扇耳光”事件频发，不仅要加强对教
师的师德教育和法制教育，还要在克服教育的功
利化倾向上下功夫。家长不要被“不能让孩子输
在起跑线上”忽悠，对教师和孩子提出不切实际
的要求。

让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这才是最重要的。

家有考生

四成大学生对所学专业不满意

考生对自我不了解成“罪魁祸首”
专家提醒：填报高考志愿规划先行

随着高三“一模”的结束，如何报志愿以及选择适合的专业成为考生和家长考虑的重点。据相关调
查显示：42.1%的大学生对所学专业不满意；如果可以重新选择，65.5%的大学生表示将选择别的专业。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们的不满意，对于高三学子来说该如何确定自己的专业呢？近日，记者
采访了相关专家。 记者 吴幸歌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么多的大学生对
所学专业不满意？

“考生对自我的不了解是导致大多数大学生对
所学专业不满意的原因之一。”采访中，尚知生涯
首席职业规划师孙嘉懿向我们说道。其介绍，目
前，很多家庭和学校对考生的分数都很重视，但对
学生的自我探索和自我认识却不足，很多考生在
报考志愿时对自己的性格、兴趣、潜能、特长并没
有充分的了解，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以后究竟要
干什么，不清楚什么样的学校和专业更适合自
己。别人报啥自己也报啥，好朋友选什么专业自
己也选什么专业，结果导致进入大学就后悔。

此外，部分考生对自己所选专业缺乏了解、认
识模糊也是导致大一新生对所选专业不满的原因
之一。“很多考生高考之前主要忙于应试，没有太多
的时间关注所选专业的基本情况，对专业的内涵、
方向缺乏足够的了解，很多时间，父母说什么就是
什么，朋友说什么好就好，结果，进入大学后才发现
和原来想的并不一样。”孙嘉懿说。

考生对自我不了解成“罪魁祸首”

我们的教师为何屡屡让孩子“很受伤”？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

“师者”究竟传什么样的“道”授什么样的“业”

不写作业固然不对，但也不能采取极
端做法惩罚。孩子也有自己的自尊。小明
事后在日记中写道：“幸好我的自尊心不
强，要不然就完了。”可见这样的“惩罚”对
孩子心灵的伤害是多么大。这一句话足以
刺痛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的神经和内心。

作为教书育人的场所，本不该出现如
此暴戾的场景。却屡屡让我们的孩子受到

伤害。
不知道有多少孩子知道这些学生被打

的新闻。他们幼小的心灵深处会不会产生
一个疑问：什么时候我在学校做错了事，是
不是也会换来“暴打”？

是杞人忧天吗？网上搜一下会发现，
仅见诸报端的孩童被老师虐待的报道，竟
有上万条之多。

这就需要营造一种良好的教育环境。
孩子的健康成长是最不容忽视的问

题，教师在促进孩子健康成长过程中起着
重要的作用。热爱学生是传道授业的基
础，作为教师，应该爱学生。这种爱既是教
育学生的感情基础，又是重要的教育手
段。一旦没有了这种对学生的“爱”，教育
也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媒体报道，这位罗老师今年 22 岁，参
加工作不到两年。学校老师介绍，平时罗
老师也不怎么打学生，性格也不错。

仍是一位年轻的女老师。此前媒体报
道，2012年10月15日下午，山西太原一幼
儿园5岁女童，因不会十加一算术，半小时
内被李老师狂扇耳光70次。

《华商报》报道中还有个细节：小
明的奶奶说：“孙子没有完成作业被老

师打耳光了，我还能理解。但老师让
50 名学生都来打娃耳光，这让我接受
不了……”

老师打耳光“还能理解”，这话让人心
酸。这种“理解”的背后，是千百年来的约
定俗成，还是一种无奈之后的麻木？

而此前对“70耳光”事件分析中，有些
“专家”竟然说，因为这些20岁左右的老师
还是心理不太成熟时期，也是独生子女，对

照看孩子不太有耐心等。
真的是年轻老师“不懂事”？这位

“专家”唯独没有说到的是作为一名人
民教师，为什么形式上毕业了其他方
面却“没毕业”？这难道不是教育的悲
哀？

而让人更悲哀的是，这种体制下培育
出来的一些学生，正在用一种极端的方式

“教育”着我们的下一代！

是年轻的老师“不懂事”吗？

我们的教师为何屡屡让孩子“很受伤”？

新闻
背景

去年年末的一则老师虐待学生的新闻，再次引起了国人震怒。12岁的小学生小明因
作业没有完成，被罗老师掌掴后还让全班50名同学依次扇小明耳光。小明在日记中写
道：“幸好我的自尊心不强，要不然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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