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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室内栽培的小麦草。

职场解惑

资讯

【 】

选择专业， 就是选择未来

高考填报志愿， 是学校优先还是专业优先？ 每临高考， 这个问题都会让许多家长和考生心生纠结， 陷入矛盾的境地。 怎样认识专

业， 专业对未来职业发展有什么影响， 家长和考生应作出怎样的思考？ 本期话题直指学校与专业孰先孰后———

■

温学军

特别观察

积极应对 树立终身学习理念

在知识大爆炸的年代， 各种技术不断进步， 相应的， 人的职业

寿命变得非常短促。 因此， 工作和学习将交替进行， 聪明地工作比

更有力地工作显得重要

江西省

今年艺招有四点变化

今年高考是江西新课改后的第一年，

日前江西省教育考试院发布 《江西省

2011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规

定》， 今年江西省在志愿填报、 录取以及

艺术类招生等方面都有了一些变化。

提前批本科 （含外省院校艺术、 体育

专业， 江西师范大学、 南昌大学、 井冈山

大学列入提前批次录取的音乐表演、 舞蹈

的小专业及南昌航空大学列入提前批次录

取的表演专业、 空中乘务方向） 院校志愿

及第一批本科自主招生志愿， 考后估分网

上填报 （

6

月

14

日

8

时至

16

日

18

时）。

第一批本科、 第二批本科、 第三批本

科和高职 （专科） 志愿考生在得知分数、

分数线和全省排位后网上填报 （

6

月

28

日

8

时至

7

月

2

日

18

时）。 其中， 文史、 理工

类一本、 二本、 三本批次， 体育类二本、

三本批次， 美术类二本批次实施平行志

愿。 “三校生” 职教本科班志愿填在第三

批本科栏内， 高职志愿填在高职 （专科）

栏内。

今年江西省艺术招生有四点变化： 报

考外省院校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资格线

（省考专业） 由

90

分调整为

100

分； 艺术二

本批次院校 （本省院校） 的美术、 音乐类

专业均按二本文史类分数线的

65%

划定文

化录取控制分数线； 美术类二本批次 （本

省院校） 投档由以往按综合分排名调整为

在文化上线的考生中， 按专业分排序， 如

专业分相同时， 则按文化成绩排序， 如文

化成绩也相同时， 则按考生文化排名分

（即文史类排名分） 排序； 本省列入提前批

次录取艺术类小专业的院校新增井冈山大

学和南昌航空大学。

“三校生” 考生录取单独划定录取控

制分数线。 录取时按照本科、 高职两个批

次，依次进行录取。其中本科批次与普通高

校录取第三批本科同时进行， 高职批次与

普通高校录取高职（专科）批次同时进行。

（本报记者 徐光明）

利用优势，在专业不对口中突围

从高中文理分科开始 ， 很多人都是

在懵懂中作选择， 在未充分分析自己的

潜力和兴趣所在的情况下， 就匆匆选定

专业方向， 随后， 又在一片混乱和各种

意见声中填了志愿表。

大学毕业后， 才发现专业与兴趣离

得太远。 工作后才知道， 岗位一栏不是

填妥后交给经理就能顺利通关的。 读数

学系的艾米就遇到了类似难题， 面试时

被招聘方 “秒杀”， 伤心无比。

【讲述】

“女孩子读数学系是多酷的一件事 ，

别的女孩经常被公式、 数字和复杂的计

算弄得头晕脑涨， 而我却能轻易地解决

数学问题。

4

年里不仅没挂科， 还比很多

男同学的成绩好。 即将迈出校园， 才发

现当初不理旁人， 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都耗在数字和公式里的做法有所偏颇 。

既要有聪明的头脑， 又要善于交际， 这

才是我要追求的。” 刚走出校门的艾米怀

揣这样的想法， 意气风发地求职去了。

艾米想从事营销工作 ， 这对她而言

是全新领域， 挑战性极强。 她在简历中

隐去了专业， 获得了面试机会， 可面试

时却未逃过专业问题。

“你的简历上没有提到专业 ， 请问

你的专业方向 ？” 面试官颇带探测意味

地问道。

艾米心里一紧 ， 不敢太显露自己的

心虚， 但无处可躲， 答道： “数学。”

10

秒钟的沉默后 ， 艾米忍不住又补

充， 大学时是学生会宣传部部长， 组织

过一些学生活动， 善于与人交际。

“你的专业与我们的岗位有些距离 ，

很感谢你今天过来面试， 如进复试会在

一周内通知你。” 面试官礼貌但冰冷的结

束了这场面试。

不出所料， 艾米没等到这家心仪公

司的复试电话， 而且随后面试的公司也

都这样杳无音信。

“面试官一听到数学专业就皱眉， 好

像数学系的女生都是怪物 。” 艾米很伤

感， 未来在哪里， 何去何从？

【解决】

也许是因为艾米一直沉醉于数学领

域 ， 所以她并未认真思考过就业问题 。

目前， 艾米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发掘核心

竞争力， 提升综合胜任力。

结合艾米的数据计算的专业特长与营

销兴趣，她的职业发展通道设计如下：市场

数据调查员———市场经理助理———市场策

划———市场开发经理———营销总监。 这些

岗位不仅能让她发挥专业特长， 而且能帮

助她巧妙地进入营销行业。

【建议】

艾米要想求职成功必须做好以下三点：

首先 ， 加强营销方面的知识学习 ，

增加求职资本； 其次， 制作简历时， 针对市

场数据调研这个职位， 重点突出优势所在；

再其次， 面试时， 仪态举止自然、 自信， 积

极表现出自己能胜任工作的能力， 不要担心

专业给自己带来麻烦， 转被动为主动， 相信

专业背景是技高一筹的砝码。

【启示】

简历制作和面试技巧是很多求职者的软

肋， 出现类似状况的 “病根” 有三方面：

第一， 职业定位不准确。 很多人对即将

要从事的工作没有透彻的了解， 对自己缺乏

清晰的认知。 盲目、 无目标的状态， 使得从

简历制作到面试， 都让你输在了起跑线上。

第二 ， 简历制作缺乏技巧性 。 简明扼

要， 突出优势和特点， 这才是重点。 能制作

好简历的人， 基本上是成功了一半。

第三， 面试中没有传达出足够的综合胜

任力。 综合胜任力不仅包含商业资本， 也强

调心理资本。 很多人都感到自己有经验、 有

能力， 回答问题好像都没啥问题， 可面试后

却无消息。 其实， 在面试过程中， 你对工作

性质的了解及热爱程度都会从各个细节里透

露出来， 准备不足或稍不留神， 工作机会可

能就和你擦肩而过。

“天使都在想象中， 魔鬼都在细节里”。

被 “秒杀” 不代表没有实力， 重新做好职业

定位， 并在面试中善于展现独门绝技， 好工

作一定属于你！

向阳生涯高级职业咨询师 王红琳 闫玲

在一个人的职业发展中， 什么才是最核

心的能力？ 怎样才具备核心竞争力？ 为什么

有的人学历很高却职业发展平平？ 为什么有

的人未出身名校但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郭思乐认为， 我们应

该既要重视知识的系统性和逻辑性， 又要重

视科学观念的形成。 科学观念指的是人对某

一科学对象或科学过程的本质和本体的见解

和意识， 人们用不上所学知识， 往往不是由

于学习该知识时成绩不佳， 也不是由于所处

的环境中没有有关的科学因素， 而在于他们

仅仅掌握了一些具体的事实， 却没有形成有

关的观念。 而建立了某一知识的相关观念，

相当于推开了一扇心灵之窗， 可以看见知识

同如此众多的事物的本质联系。

“由于知识的不断革新， 技术的不断进

步和普及， 使得产品日益复杂和精巧， 相应

的， 人的职业寿命变得非常短促。 因此， 工

作和学习将会交替进行， 在信息社会里， 更

聪明地工作比更有力地工作显得重要。”

这种对某一知识相关观念的建立， 笔者

认为应是某一专业学生的核心竞争力。 虽然

学生毕业后可能不能具体从事所学专业的工

作， 但因为具备了这种对学科本质或本体的

见解， 在从事任何工作时， 都能够不断关注

到该领域所发生的思想和观念的更新， 关注

到产品转型， 这种创新意识和能力， 这种终

身学习的理念， 是信息时代企业发展的必要

组成部分， 也是一个人是否能够可持续发展

的关键， 甚至已成为一种生存需要。 因此如

何培养学生的科学观念， 是摆在每位老师面

前的新课题。

【案例】

杰克韦尔奇， 美国通用公司的前

CEO

，

被誉为 “世界第一

CEO

”， 无边界管理的创

始人，

1957

年获得马萨诸塞州大学化学工程

学士学位，

1960

年获得伊利诺斯大学化学工

程博士学位 ， 在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时 ，

他说 “我一直觉得化学工程是商业职业所

需要的最好的背景之一。” 他认为

4

年的大

学生活教给他的很重要的道理就是许多问

题没有标准答案， 这对于大多数商业问题

来说也是一样的 ， 而且在更多的情况下 ，

商业中对嗅觉、 感觉和触觉的要求和数字

一样重要， 有时甚至重于数字。 这种思维

的过程和模式直接影响韦尔奇商业哲学的

形成， 在

20

年的任期内把通用电气集团带

入了辉煌， 而他的管理经验被全球经理人奉

为 “

CEO

的圣经”。

我们还看到很多著名的审计师是学经济

法出身， 从事管理工作的人的专业背景各有

不同， 这里面有许多道理值得人们深思。 有

的学生认为 “专业性强， 就业面就会窄”，

其实这类学生可能在潜意识中， 未来并不想

把技术性工作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 但本科

专业选择一个技术性强的专业并不妨碍梦想

的实现。 相反，

4

年的专业训练， 既可以帮

助我们储备必要的知识， 更重要的是能培养

严谨的思维能力， 独到的眼光和视野。

大学是学习生活的新起点， 所选专业和

兴趣相统一是人生幸事， 如果所选与自己理

想相悖， 只要我们梦想不灭， 只要我们自信

且具有创新的欲望和愿望， 能够利用继续学

习来使自己增值， 我们终可以发现属于自己

的灿烂之阳。

（作者系 “北京市中学生个性发展和生

涯教育” 课题组成员， 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

教学论博士， 北京潞河中学高级教师）

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 大学

4

年专

业学习应成为未来职业发展的基石和起

点。 专业选择虽不能完全决定一个人未

来的职业， 但却基本界定一个未来职业

的范围。 所学专业既不是自己喜欢的也

不是适合自己的， 未来所从事职业既和

梦想无关， 也和所学专业不相关， 这种

状况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个人都是一种资

源浪费。 尤其是在专业性强的单位， 非

专业者只能从事辅助性工作， 个人发展

空间受到限制， 为适应新的工作， 必须

耗费精力重新学习 。 如专业选择不当 ，

而又无法调换， 可能使一些人抱憾终生。

从大学建设来看 ， 一所大学的实力

主要是看它所开设的专业或学科建设情

况。 世界一流大学之所以能稳居全世界

科学研究的前列， 就是凭借多年的学科

建设形成了强大的学科优势。 有些院校

可能从综合实力上排名不是很靠前， 但

某些专业却是名列前茅的特色专业， 优

势学科。 比如中国地质大学、 矿业大学、

石油大学等学校的特色专业， 再比如延

边大学， 朝鲜语是全国唯一重点学科。

学科专业强 ， 意味着师资力量强 ，

科研力量强， 对学生今后的人生发展和

事业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很多学

生就是在本科阶段就参与各种课题的研

究， 从而在专业上获得了非常好的发展。

大学

4

年的专业训练是其他学习很难替代

的， 除了系统的知识学习外， 每个学科

对人的思维发展、 思想观念、 工作态度

等也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这些都在未

来的职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案例】

王艺阳， 喜欢工业设计专业 ， 很多

人认为她可以报考北京理工大学的工业

设计专业。 通过多方咨询她了解到， 该

校的工业设计专业没有自己喜欢的方向，

而北京工业大学的工业设计学比较符合

自己未来发展的规划。 王艺阳思维活跃，

富有艺术气质， 喜欢变化、 创新和挑战，

最后她选择去北京工业大学学习， 并规

划毕业后去日本留学， 学习视觉传达艺

术。 老师和家长都给予了她充分的支持，

有了明确的目标， 她在专业学习上如鱼

得水， 充满学习的激情。

现在有很多学生 ， 本科不喜欢所学专

业， 为了逃避就业而选择考研， 甚至到了博

士阶段仍在专业之间摇摆， 确定不了自己的

研究方向， 等到毕业时才发现最富创造力的

时间已被虚度。 这对于国家是一种人才的浪

费， 对于个人更是生命的浪费。

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重要战略

机遇期， “十二五规划” 明确坚持把科技进

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

支撑。

2009

年国家公布了纺织业、 钢铁业、

汽车业、 船舶业、 装备制造业、 电子信息产

业、 轻工业、 石化产业、 物流业、 有色金属

业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细则， 几乎每一个振兴

规划里都有 “加强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的任务， 因此， 对于

即将毕业的高中生， 应该认识到我们所处的

时代背景， 自觉把自己的职业规划和国家经

济、 社会发展结合起来， 学科学、 爱科学，

树立报效祖国的理想和决心， 厘清和明确发

展方向， 锻造核心竞争力。

激烈的竞争已容不得我们浪费时间， 所

以在毕业之前， 找对前进的方向非常关键。

每走一步离目的近一步， 我们付出的辛苦才

不会徒劳。

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在 《专业主

义》 的扉页上写着： “未来能够牵动世界大

势的， 是个人之间的竞争。 能否独霸世界舞

台， 锻造他人无法超越的核心竞争力？ 你唯

一的依恃， 就是专业。”

子曰： “知之者 ， 不如好之者 ， 好

之者， 不如乐之者”， 意思是了解它的人

不如爱好它的人， 爱好它的人不如以它

为快乐的人。

大千世界 ， 芸芸众生 ， 安身容易 ，

立命最难 。 海德格尔言 ， 以什么为职

业， 在根本意义上， 就是以什么为生命

意义之所托。 当我们寻觅到这样一种职

业， 可以和我们的生命融为一体， 我们

就可以在这份职业中找寻到生命意义所

在， 并从对职业的认同感中找寻到对自

我的信任感 ， 相信自己的生命是有价

值 、 有意义的 ， 即便是遇到挫折和艰

辛， 因为热爱， 所以就有执著的信念和

坚忍不拔的勇气 ， 我们总能够坚持下

去， 并且总能有持续的创造力和不竭的

灵感。 哪怕我们从事的是最平凡的一份

工作， 也可以从中悟到最深的真理， 获

得最高的成就。

生活中我们经常见到这样一种人 ，

或钟情于手工做鞋的技艺， 或会心于雕

刻钟表的乐趣， 他们专注于可以寄情之

物， 心无旁骛， 怡然自得， 恰是因为他

们的这种个性和技艺的独特， 并以此技

艺为世界增添了一份多样， 成为生活中

不可或缺之人。

【案例】

尹佳鑫 ， 北京潞河中学

2010

届毕业

生，

641

分考取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口腔

科专业， 本博连读。 在选择专业时， 他

觉得医学专业符合他的性格特点， 也是

他的兴趣所在， 但考取北京大学医学院

有些困难， 就毅然选择了远在四川的华

西医学院。 大一的第二学期， 尹佳鑫便

申请了科研课题， 他说： “在热爱的研究工

作中忙碌， 觉得生命竟然如此的有意义。 看

着研究成果， 明白自己离梦想并不遥远。”

无疑， 尹佳鑫的创造力正是来自对自我

和职业的深刻认同。 如今， 浮躁的社会让人

们很难保持一颗追求真理的赤子之心。 而这

恰是成学术之大器、 职业成功所必备要素。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之下， 一些人越来越对自

身的安全与未来表现出无力、 无奈、 无助和

恐惧、 烦躁， 这些思想映射到学校， 使学生

在面对兴趣、 职业及专业选择等问题时， 表

现出困惑和彷徨， 作出许多无奈的选择。 家

长关注的是就业， 考生关注的是能否找到一

个高薪职业， 至于职业的认同感、 价值感和

意义感被他们忽略， 这些实际上都为未来职

业发展埋下隐患。 一个处处都觉得拧巴的

人， 别说是事业， 就是仅仅想从事混口饭吃

的职业也会很难， 更别说人生幸福感了。

社会需要各行各业人才 ， 教师和家长

应超越就业、 高薪工作的范畴来指导学生

选择专业， 任何一个专业 ， 只要热爱 ， 只

要坚持都可以有所作为 ， 并成为我们安身

立命之本。

学科优先 及早树立专业思想

即将毕业的高中生，应自觉把自己的职业规划和国家

经济、文化发展结合起来，树立报效祖国的理想和决心

兴趣为本 找到安身立命之处

任何一个专业， 只要热爱， 只要坚持都可以有所作

为， 并成为我们安身立命之本

开发“绿色牛奶”———小麦草汁

■

黄武刚 李秀红 邹良影

中国古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在 《本草

纲目》 中这样描写小麦草 （麦苗）： “味辛、

寒、 无毒， 主治消酒毒、 暴热、 酒疽 、 目

黄。 并捣烂绞汁日饮之， 又解蛊毒； 煮汁滤

服， 除烦闷， 解时疾狂热、 退胸膈热， 利小

肠。” 一把小小的青草， 居然有多种不可思

议的疗效。

近年来， 采用 “生机饮食” 方法来治疗

各式各样疾病的人不断增加， 这种疗法的神

奇功效逐渐受到世界各地科学家的注意， 国

外有很多人喝小麦草汁作为保健饮品， 在国

外有许多小麦草饮品店， 就像国内开奶茶店

那么普及， 小小一杯现榨小麦草汁竟卖到至

少十元。

科学研究证实： 小麦草除了含有大量活

性矿物质、 蛋白质、 维他命、 微量元素之

外， 它的分子成分结构与人的血液分子极为

相似， 现在临床记录证实的疗效包括： 抑制

癌细胞滋生，产生抑制细菌滋生繁殖的环境，

清除体内铅、镉、汞、铝、铜等有毒金属，平衡

血糖、清肝，降低高血压，清除各种毒素，促进

血液流通，减肥，促进伤口愈合，清除口腔毒

素口臭，防止蛀牙等数十项。

温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农业与生物技术

系几名学生看到了其中巨大的市场， 于是他

们结合自身所学的绿色食品生产与经营知

识， 与学院教师的科研项目结合， 用特别研

制的培养液培育小麦草， 使之所含营养成分

更丰富、 更保健。 目前他们成立了 “束腰农

业科技工作室”， 主要经营业务包括销售小

麦草鲜品、 小麦草汁饮料、 小麦草冰激凌、

小麦草饼等。

“束腰农业科技工作室” 的运作模式是

先在校内进行宣传， 初步建立市场渠道， 然

后寻找典型客户， 同时完善小麦草饮料品种

及质量， 在此基础上， 将市场拓展到校外。

目前， 小麦草汁的校外客户主要为一些时尚

饮品店及酒店， 该工作室生产的小麦草饮料

供不应求。 创业团队计划在公司发展进入成

熟期后， 采用连锁经营 （直营连锁

+

特许加

盟连锁） 的模式， 以社区为基点开展连锁经

营， 这样既方便了居民购买， 也保证了小麦

草的新鲜， 让小麦草汁成为大众消费的 “绿

色牛奶”， 走进家家户户。

创意坊

日前， 南京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在校内举办

2011

届毕业生就业招聘会，

100

多家单位前来招

聘，

90%

的毕业生找到了“婆家”，应用电子专业两个班

80

多名学生被一家大型企业“一锅端”。

南京高职校长期与博世华家用电器、菲斯曼等

200

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在人才培养、技术服

务、产品研发等方面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图为即将毕业的学生在实习车间交流。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学生专业能力强 企业“一锅端”

2010-2011

年度全国毕业生

就业典型经验高校公布

教育部公布了

2010-2011

年度全国

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

50

所高校， 分别是：

北京理工大学，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林业

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

国政法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天津职业大

学，燕山大学，河北农业大学，邢台职业技

术学院，东北大学，大连海事大学，长春理

工大学，长春职业技术学院，哈尔滨理工

大学，黑龙江东方学院（民办），复旦大学，

上海理工大学，南京大学，江南大学，南京

林业大学，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金华

职业技术学院，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民办），福建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江西理工大学，江西师范大学，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石油大学 （华

东），青岛理工大学，山东交通学院，河南

大学，河南农业大学，河南机电高等专科

学校 ，华中师范大学 ，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长沙理工

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铁道职业技

术学院， 中山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深

圳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理工大学，铜仁职

业技术学院，西安理工大学，北方民族大

学，银川科技职业学院。

（本报记者 汪瑞林 万玉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