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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夏天，窗外的蝉鸣声比往年更响
亮，高校的招生大战也比往年更精彩。北京大
学在湖北等省份本科提前批招生出现“空档”，
江西高分考生拒报清北；一些新型研究型大学
首招本科生，分数超“双一流”高校；师范院校、
警校、海关院校挤破头；职业本科热度高涨；长
学制专业遇冷……

这个招生季，“本科选学校，硕士选专业，博
士看导师”这一逻辑被彻底打破，“用高分换就
业”成为许多考生和家长的选择，这是否意味着
2025年招生到了“变盘点”？

选学校还是选专业，
名校遭遇“冷门”危机

近年来，“双一流”高校冷门专业被考生、家
长拒绝的新闻越来越多。不久前，江西 3名高分
考生拒报清北，班主任“破防”指责学生追求其他
高校的热门专业，扬言要解散师生微信群。北京
大学的本科提前批在湖北、内蒙古、陕西等省份
遭遇空档。

志愿填报一直有一个说法“本科选学校，硕
士选专业，博士看导师”，如今这一逻辑被彻底打
破。本科选学校还是选专业，在 2025年招生中有
了十分明确的答案：专业的重要性已超过了名校
光环。名校光环不再为冷门专业“托底”，这仅仅
是短期现象吗？

福建师范大学高考研究中心副主任罗立祝
表示，高等教育普及化、人工智能时代、新高考录
取模式三因素带来的变化是，生源多可挑选的余
地越来越大、对新型人才的需求大幅度增加、“院
校 +专业”或专业组的录取模式让专业更多被
“看见”。“三因素叠加的结果就是，选专业而非选
学校，选专业首先看就业。”

在此趋势下，国内高校甚至名校想方设法通
过大类招生、专项招生等确保冷门专业的生存，
但这并非长久之计。今年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江西财经大学、山东工商学院等多所高校宣布取
消大类招生。
“从前高校还能享受部分人口红利，但如今

人口红利渐少，一些地区幼儿园已出现关停潮。
在就业导向上，未来公众会更关注专业的优劣，
而非院校的高低，这一转变进一步给冷门专业带
来生存危机。”宁波大学教授刘希伟说。

与名校遇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杭
州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盐城师范学
院定向师范生等“双非”高校的热门专业爆火。罗
立祝指出，“‘双非’高校热门专业录取分数超过
‘双一流’高校冷门专业的现象，在这两年越来越
多，未来几年还会加剧。”

但王牌专业与所谓的“天坑”专业，绝非泾渭
分明。如上世纪 80年代的外语类专业、90年代
的财经类专业、本世纪初的土木工程专业等都曾
是王牌专业，如今多数变成了冷门专业。“‘00
后’学生对数字素养的诉求，比上一代人更高。传
统专业如果无数智化、智能 +、智慧 +的改造升
级，即便开设于名校，也可能会被考生、家长弃
选。”罗立祝说。

有意思的是，在近年的报考中，部分名校 +
王牌专业也“不香了”。 考生和家长开始考量：
王牌专业往往是校内最“卷”的专业，竞争压力、
课业压力最大。一些家长担心孩子的心理健康，
可能在志愿填报中主动放弃王牌专业。
“这是一种理性选择，与此同时，高校应提

示王牌专业的学习难度，而非‘先把人抢过来
再说’。”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乔
锦忠建议，高校不但要公开王牌专业的保研
率、就业率，更要提示核心课程的学习难度，公
开核心课程的挂科率以及高校能够提供的学

业支持，以公开、透明的形式保证考生、家长决
策的科学性。

选新型还是选传统，
红利叠加吸引“疯狂的赌徒”

首年招生的福建福耀科技大学、宁波东方理
工大学、大湾区大学，在 2025年高招季上演了一
次“过山车”式反转。

招生前，福建福耀科技大学的招生人数从计
划 100人压缩到 50人，宁波东方理工大学因 9.6
万元的高学费上了热搜榜……对于能否吸引优
质生源，评论区一片“不看好”的声音。

当初有多不看好，揭榜时就有多惊讶。这
3 所大学最低投档线超过多所“双一流”大学，
且超过本科线近 200 分。有些自媒体甚至用
“掀桌子”来形容它们对传统大学的冲击。

新型研究型大学之所以成为 2025 年招生
“黑马”，在于小规模招生、热门专业、就业承诺，
以及首届免学费、高额奖学金的福利“组合拳”。
新兴研究型大学发挥的鲇鱼效应，让传统高校有
了危机感。“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教学模式、招生许
诺，传统高校很难简单模仿，更难在同一赛道上
实现超越。比较现实的办法是，传统大学选择有

特色的专业进行精英化改革，以点带面实现部分
超越。”刘希伟说。

这几天，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招生新闻还在
不断发酵。河南考生小乔晒出通知书，以 674
分的高分去了福建福耀科技大学，被网友戏称
“脑子进水”。宁波东方理工大学录取的最高分
为 691 分，该生成绩几乎能选择浙江大学多数
专业，却选择了首次招生的民办本科高校。外
界给新型研究型大学首届学生贴上了一个标
签———“疯狂的赌徒”。

乔锦忠表示，这种选择看起来是一场“豪
赌”，实际上是考生、家长的理性选择。高校人才
培养质量主要体现在专业设置、师资水平、经费
投入等方面。“小而精”的办学模式意味着专业设
置更贴合国家、地方的战略发展需求，更优秀的
师资力量和更多的经费投入。

由于招生数量少、教学资源丰富、交流机会
多，且有就业承诺，考入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学生
反倒不用将心思完全放在就业上。“更合适的做
法是，学生充分利用丰富的资源，提升自身的科
研能力。”刘希伟提醒道。

他指出，需要注意的是，这些高校初次招生
需要一个漂亮的“开门红”，诸多承诺可看作高校
招生的策略。未来，随着福建福耀科技大学、宁波
东方理工大学、大湾区大学招生规模的扩大，福

利是否还在，仍需进一步观望。

选普本还是选职本，
“中间层”高校加速选择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物
理类的录取分数线超过广州三所“双一流”大学；金
华职业技术大学将一名 621分的高分考生收入囊
中，600分以上的学生比去年多了 17%；北京科技职
业大学今年首次招生，在北京市专业组最高分超出
本科控制线 119分……最近，职业本科纷纷“报喜”。
“背后的逻辑依然是高薪就业。”罗立祝指

出，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
学等职业本科院校，有不少大厂商的订单式培养
项目。学生毕业后可就近在华为、腾讯、大疆等大
厂就业，起薪多在二三十万元。“地域是关键因
素，这些职业本科院校如果地处东北或西北地
区，而非深圳，录取分数恐怕很难上来。”
“职业大学低人一等”的认知正在被打破，这

显然是一件好事。近年来，教育部门一直在推动
高校分类分层，但步履维艰。以清北为代表的高
水平大学和以职业本科为代表的职业大学之间，
还有诸多“中间层”大学。然而，偏向研究还是应
用，长期以来“中间层”高校定位不清、一味追求
大而全，导致资源分散、特色不明。

如今，考生、家长“用脚投票”，将加速“中间
层”高校明确自身定位。“我们希望未来高校越来
越多元化、有特色，考生、家长有更多的选择，而
不是只能在某个类型中选择。考生、家长的多元
化选择有助于打破高校‘千校一面’，推动高校分
类分层，实现差异化发展。”乔锦忠说。

一些跑在转型前列的普通高校，已率先吃到
这波红利。云南农业大学开设了全球首个咖啡专
业，西华师范大学成立了颇具地方特色的大熊猫
学院，这类特色院系和专业已凭借鲜明的地方特
色成功吸引考生关注，成为高招中的亮点。

刘希伟表示，随着就业压力增大，高校的转型
矛盾也将放大，这或许是一个无奈又必要的选择。

无奈的背后，已经有大量低分二本考生“弃
本选专”，部分考生、家长认为普通本科不好就
业，不如去学一门技术，由此带来职业本科录取
分数飙升。

罗立祝在多年前也劝过不少低分的、缺乏
经济与社会资源的农村学生“弃本选专”：高出
本科线二三十分的农村学生，尽量不要去读高
收费的专业，读专科反而能省出 4 年学费，并
获得就业保障。

但他并不建议低分学生盲目“弃本选专”，特
别是将来的职业规划是考公或考研的学生。他表
示，专科生的公务员岗位少，且体制内提拔多有
第一学历是全日制本科的要求；专科生考研必须
工作两年，不能和本科生一样直接报考研究生。

“求稳”心态下，
行业高校受热捧

今年，大量有行业背景的高校受到考生和家
长的热捧。例如，两所“铁饭碗”院校被诸多考生
挤破了头。江苏省日前公布了提前批次的投档
线。上海海关学院、北京电子科技学院投档线高
达 657分，甚至超过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等“双一流”高校。原因并不复杂，海关管
理专业、密码科学专业的毕业生绝大多数可以进
体制内，且起薪不低。

无独有偶。师范、警校等行业院校，定向专
业、公费师范生等被考生、家长热捧，最高分超过
或直逼“双一流”大学。

刘希伟表示，在就业压力增大的当下，公众

求稳的心态可以理解。但从某个角度来说，“高分
低报”更多体现的是家长意志。

他发现这两年在江浙地区，原本可以上浙江
大学的学生，反而会填报浙江师范大学、丽水学
院等普通高校。“此类现象之前少见，但这两年变
得多起来。这反映出家长更看重孩子就业的确定
性，甚至有部分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借助名校‘远
走高飞’，刻意‘高分低报’。”

在“稳定”的环境中，不少这样的学生入校后
成了“不愿意走出去”的学生，尤其容易“躺平”。
刘希伟呼吁，应把志愿填报权还给学生，高中阶
段应更重视职业生涯教育。“如何在高中阶段甚
至更早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是我国教育需
要重视的问题。”

乔锦忠指出，人的志向并非一成不变，许多
考生到了大学才会逐渐找到方向。高校要加强与
企业、社会的联系，用灵活的学期设置让学生在
实习中寻找真问题，对自己的专业有更多了解，
才不至于在大学 4年后继续迷茫。

罗立祝表示，年轻人应该有更长远的职业规
划。“对于 600分以上的考生，不建议将进入体制内
作为首选。”他表示，眼下稳定固然重要，但 2025年
进校的高分考生读完研究生至少是 7年以后。谁能
预判 7年后的全球经济格局？“到那时，当你在体制
内年收入 20万元，而你的同学在体制外年收入可
能破百万元时，又有多少人能沉得住气呢？”

选长还是选短、选收费还是选免费，
更多家庭考虑上学成本

曾经热门的临床医学在 2025年纷纷遇冷。浙
江大学、中山大学、广东医科大学等临床医学的招
生位次大幅下降。去年，教育部将建筑学、城乡规
划、风景园林等专业的学制由 5年改为 4年，也反
映出社会对于高等教育“时间成本”的敏感。

罗立祝表示，就业回报率下降是高校考虑缩
短学制的重要原因。学医时间过长，本硕博连读
至少 8年，再加上 3年规培，年轻人等不起这么
长的时间。同时，当前临床医生过度饱和，部分硕
士毕业生只能去县级医院就业。临床医学专业的
高考选考科目要求从化学或生物变为化学和生
物，多加了一门选考科目，也导致生源锐减。

在房地产高光时刻，建筑学的学制为 5年；如
今因就业下滑，该专业学制已缩减为 4年。乔锦忠
提醒道，医学、建筑学等关乎生命安全的专业，保证
培养质量是第一位的，不能一味考虑降低成本。
“如果缩短之后不影响人才培养，倒也未尝

不可，但不要贸然推进。”刘希伟举例道，我国压
缩教育硕士学制曾吃过亏，将 3年压缩至 2年，
但由于硕士生有一个学期到中小学实习，加之准
备毕业论文，学习时间非常紧张。近年，国家已将
教育硕士的学制恢复至 3年。

现实主义的选择还体现在“免费”。有学生因
此“弃武大，选华中师大公费师范生”。宁波东方
理工大学首年招生，更是打出 9.6万元学费 4年
全免，吸引高分考生踊跃填报。

乔锦忠指出，考生、家长的选择，背后是成
本-收益模式在发挥作用：在报考志愿时，考生
和家长希望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也就是俗
称的“性价比”最优。

公费师范生不仅学费全免，而且毕业后有带
编制的教职，这是考生、家长所看重的。而 9.6万
元的高学费，看似把绝大部分考生拦在外面，但
叠加 4年学费全免，即精准吸引顶尖生源。
“还有一类专业也建议采取免学费、包就业

的方式，就是符合国家战略发展需求的冷门专
业，如甲骨文、生态修复、老年医学、核工程及非
遗传承相关的专业等，以此方式来鼓励考生报
考，保证冷门不断代。”罗立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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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 100只，这个实践课上演“虫虫大作战”
姻本报见习记者蒲雅杰

“你家有蟑螂吗？能帮我带一只吗？别拍扁，
要完整的！”

这不是玩笑，也不是恶作剧，而是最近浙江
农林大学植物保护专业 2023 级学生在必修课
“植物保护基础实习”中昆虫学教学实习阶段的
真实对话。

在从 6月下旬持续至 7月上旬的昆虫学实习
中，72名学生以 5人左右为一组，每组要在半个月
里完成一项“硬核任务”———采集 18目 110科共
约 500只的昆虫，再将它们一一制成标本。

于是，从常见的蟑螂、瓢虫、蝴蝶，到不常见
的金龟子、竹节虫、碧蛾蜡蝉……无一不是学生
们眼中的“宝贝疙瘩”。一场“昆虫大作战”就在暑
期校园与山林间火热开展。

“猎虫天团”，出动！

“昆虫一般喜欢停在树叶上，你看到它在那
儿了，就拿起捕虫网，瞄准目标，快、准、狠地扫过
去———唰！然后立刻把网口倒扣下来，它就跑不
掉了。”

在离开教室、奔赴野外前的一天，浙江农林
大学现代农学院副教授王吉锐在动员大会上，像
一位经验丰富的“昆虫猎人”，举着捕虫网做演
示，动作干脆利落。

捕虫网、能让昆虫昏迷的毒瓶、存放蝴蝶
的三角袋、被戏称为“精灵球”的小型昆虫收纳
盒……任务刚布置下去，标本制作实验室里的各
式工具就被一抢而空。大家劲头十足，实习就此
拉开序幕。

这支“猎虫天团”是从何时开始组建的？事实
上，在浙江农林大学，昆虫学教学实习已经持续
开展了 20余年。
“昆虫学的知识体系丰富而抽象———从分类

学到形态学，从解剖学到生理学，光靠书本上的
文字和图示远远不够。”王吉锐介绍，自该校植物
保护专业设立以来，昆虫学教学实习便被列为大
二学生的必修核心课程，延续至今。

作为研究昆虫分类学的学者，从 2017年开
始，王吉锐便与本专业教授潘程远一起负责昆虫
学教学实习授课，培养学生昆虫标本的采集、制
作和鉴定等专业技能。

浙江农林大学是中国植物种类最多的高校
之一，校园内多样的昆虫生态是实习开展的不二
主阵地。为了加深实习学生对本地生物多样性的
理解，每年老师们还带领学生前往浙江天目山、
玲珑山等地，开展野外采集。

采集的同时，潘程远和王吉锐尤其强调生态
保护意识，反复叮嘱学生对益虫和珍稀昆虫仅以
野外观察拍照记录为主。对于误捕的若虫或幼
虫，他们也要求及时释放，最大程度减少野外采
集对生态的影响。
“我们的目的不只是抓虫子、做标本，更重要

的是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让学生们有机会近距
离观察自然、理解生命。”王吉锐说。

热爱正在悄然滋长

采集到 18个昆虫目的昆虫并非易事，为了
凑齐这些“目”，学生们可谓绞尽脑汁。那些平日
里只会在掌下毙命的蚊子以及苍蝇、蟑螂，如今
竟成了标本制作实验室里的“香饽饽”，被小心翼
翼地装进标本盒，成了不可或缺的“1/500”。
“小伙伴们甚至‘撸遍’了家里的猫狗，连宠

物店也没放过，就为了找到一只跳蚤，因为它可
是独占一个目（蚤目）的关键物种。”植物保护
232班本科生王思媛笑着回忆道。

昆虫往往在温度较高时，才能表现出较强的

活力。正如带队老师在动员大会上所说：“实习期
间黑一点、瘦一点，梦到抓虫子，才算是有效果。”
顶着杭州炎热的天气，各个小组“全副武装”，做
足防暑措施后“二刷”甚至“三刷”学校旁的玲珑
山、西径山、功臣山。

虽然每天“早 6 晚 10”地往返于山野，植物
保护 231班本科生杨敏轩却感到十分充实。在实
习中，他一下认识了鞘翅目下天牛科、锹甲科、吉
丁科等大科中的十几种新面孔，还意外采集到了
一种在浙江鲜有记录的伪鞘天牛属昆虫，成就感
满满。

有时，采集的过程更像是与昆虫“斗智斗勇”，
比如在多次用“毒气”喷灌之后，有些甲虫甚至还能
“假死”逃生。王思媛还记得，有一天插标本的泡沫
板上只留着几根空插着的针，仔细一想，竟然是自
己在山上辛辛苦苦抓住的花金龟“越狱”了！

那段时间，在 70 多人的实习微信群里，几
乎每天都有新的“虫讯”刷屏：后山抓到的锹
甲、竹林里拍摄到的珍稀天牛、小吃摊灯泡上
抓住的独角仙……各类昆虫和标本的身影频
频亮相，还捕捉到了飞蛾扑火、金蝉脱壳、食虫
虻捕食等精彩瞬间。
与此时如火如荼的情景不同，在上昆虫学课

程之前，不少学生对植物保护专业存在“误解”。
王思媛曾听到同学抱怨“被骗了”，原以为植

物保护专业就是研究“花花草草”，结果一上来就
要面对各种“看起来恐怖的虫子”。

但随着课程的深入，他们的态度也悄然变
化。“原本害怕昆虫的同学，开始慢慢接受这些小
生物。”王思媛发现，有的同学以前看到虫子就尖
叫，现在看到虫子第一反应却是，“哎，这是什么
目？要不要抓一个回去做标本？”

同时，许多同学还爱上了制作昆虫标本，尤
其是精致、美丽的蝴蝶标本。

“蝴蝶标本的制作非常讲究。”王思媛解释
道，“蝴蝶翅膀上有鳞粉，如果处理不当，鳞粉会
掉光，标本就变得光秃秃的，不好看了。”

除了美观，标本制作还有严格的规范。每天
采集结束后，学生们都会带着昆虫回到标本制作
实验室，在王吉锐的指导下，先用体视镜进行分
类鉴定，再按照规范制成标本。

以蝴蝶为例，保存蝴蝶时要用三角袋，让它
们的翅膀自然收拢，像一颗规整的五角星；插针
时也有讲究，针头露出泡沫板的高度必须控制在
8毫米，确保所有标本排列整齐、统一，既便于日
后观察，也利于长期保存。
“好的标本就像是艺术品。”王吉锐说，当这

些昆虫整齐陈列时，不仅是一份成果的展示，更
是科学与美学的结合。

双脚站在土地里

实习的最后，学生们迎来了一场特别的考
核：他们要依次走进摆满此次制作的 7000余号
标本的标本制作实验室，面对潘程远和王吉锐随
机指出的 10种昆虫，准确说出其所属的目与科。

谈及考核结果，王吉锐言语中带着欣慰：“学

生们基本上都能一眼认出大部分昆虫。”
作为昆虫学理论课的授课教师，王吉锐认为，

这场持续两周的“捕虫之旅”，非常好地实现了一、
二课堂的有机联动。“大家走出课堂、走进山林，与
昆虫‘斗智斗勇’，只有在这样动手、动脑的过程中，
才能更好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科学实践。”

此外，王吉锐也观察到，近年来学生制作的
标本整体质量不断上升。“不仅体现了大家的认
真态度，还表明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不断改
善，昆虫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长。”

植物保护作为农业科学中的重要分支，承
担着保障农作物健康、防控病虫害的重任。在
王吉锐看来，在了解昆虫的分类与习性的同
时，实习的目的还在于让学生们站在田间地
头，直面真实农业环境中的虫害问题、理解植
保工作的现实意义。

如今，实习虽已结束，但那份热忱仍在延续：
实习微信群中，仍不时有人分享新发现的昆虫照
片；朋友圈里，那些精心制作的蝴蝶与甲虫标本
依然频频“刷屏”；而那些曾并肩“作战”的同学
们，也因这段共同经历建立起深厚的情谊。
“只有贴近土地学习和感受，才能在这条专

业之路上走得更稳、更好。”王吉锐说。

学生们正在
田野中捕捉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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