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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本科生转专业现状分析——以 H 校分校区为例
谷　亮　童　晨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安徽 宣城 242000）

摘要：转专业是高校人才培养的一项重要举措，有利于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然而，在转专业政策实施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趋热避冷”

现象，造成专业转入转出不平衡、学生学习不适应等问题。本文以H校分校区近三年转专业情况为例，分析学生转专业的动机、存在问题，

并进一步提出改进措施，使转专业更有利于学生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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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专业赋予学生第二次自主选择专业的机会，也是在校大学

生能够享受的一项基本权益。教育部于 2017 年出台《普通高等学

校学生管理规定》中明确提出，“学校应当制定学生转专业的具

体办法，建立公平、公正的标准和程序，健全公示制度。学校根

据社会对人才需求情况的发展变化，需要适当调整专业的，应当

允许在读学生转到其他相关专业就读。”转专业不仅能够满足人

才个性化发展需求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同时也能调动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申请转专业原因既有内部因素

如自身兴趣、未来发展，也有外部因素如就业形势、跟风现象等。

本文以工科类高校 H 校分校区近三年转专业情况为例，对高校本

科生转专业现状进行分析。

一、本科生转专业现状

H 依据学校自身办学条件，充分尊重学生自我发展需求满足

学生个性化发展，制定本校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允许第一学

年学习成绩专业排名前 30% 的学生可以申请转专业，还包括其他

方式转专业如循环协议转专业、入伍退役转专业等。其他方式转

专业人数较少，因此本文只统计学业成绩转专业的情况。

从表 1 可以看出土木类、食品科学类和环境科学类专业每个

年级的转出率都比较高，同时申请比均低于 0.1：1，申请转入上

述专业的学生非常少。而计算机类和电气与自动化类专业呈现出

相反的态势，学生从本专业转出的意愿较低，相反申请转入学生

较多，转专业名额竞争激烈。新能源材料类专业近三年在学生中

认可度逐渐升高，2022 级比 2020 级申请比高出 7 倍。可以明显发现，

工科高等院校“热门专业”如计算机类专业受到学生热捧，而土

木类、食品科学类、环境科学类专业通常难以受到学生“青睐”，

直观上表现为学生从“冷门专业”学生流向“热门专业”（图 1）。

然而，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能够适应新专业学习，近三年来有共 5

位学生申请返回原专业继续学习。

表 1 近三年转专业情况

2020 级 2021 级 2022 级

转出率

（%）
申请比

转出率

（%）
申请比

转出率

（%）
申请比

计算机类 0.67 2.06：1 0 2.50：1 0.45 1.85：1

电气与自

动化类
0 3.17：1 0.54 5.20：1 1.67 4.60：1

新能源材

料类
3.61 0.50：1 3.37 1：1 1.12 3.80：1

土木类 7.21 0：1 7.14 0：1 8.71 0：1

食品科学

类
10.37 0：1 11.76 0：1 5.74 0：1

环境科学

类
7.93 0.10：1 7.56 0.05：1 11.36 0：1

注：转出率（%）=（转出人数 / 专业总人数）*100%；申请

比 = 申请转入人数：接收计划数。

表 2 高考一志愿录取和非一志愿录取学生转专业情况

年级
一志愿录取转

专业人数

非一志愿录取

转专业人数

非一志愿录取转专业

至高考第一志愿人数

2020 级 19 83 32

2021 级 27 93 24

2022 级 31 88 25

图 1 近三年各专业净转入人数（转入人数 - 转出人数）

二、转专业动机分析

（一）个人学习兴趣

专业兴趣是学生学习的最大内在驱动力，有研究表明缺乏对

本专业的学习兴趣是转专业的主要原因。在学生提交的转专业申

请表中，“对 XX 专业感兴趣”是最为常见的申请理由。在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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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填报中，一志愿往往是学生选择的最感兴趣专业，但是从 H

校近几年的一志愿率来看，只有约 40% 的学生能够录取到填报的

第一志愿。因此，申请转专业是实现专业调整的重要途径。

（二）弥补高考志愿填报遗憾

高考录取“平行志愿”填报机制保障考生自主选择院校和专

业权益，但由于填报志愿时信息不对称，往往出现了考生分数达

到了意向院校但未达到意向专业的情况，于是被调剂到不感兴趣

或不喜欢的专业。也有部分考生在志愿填报时没有对选择的专业

做深入了解，或是在父母及亲属指导下填报了自己不了解的专业。

从表 2 可以发现，非一志愿录取学生转专业的申请人数远超一志

愿录取转专业人数，其中近三成学生转入了高考第一填报志愿专

业。

（三）未来就业考虑

随着近年来高校扩招造成就业人数每年创新高，就业压力越

来越大，同时行业发展前景、薪资待遇成为学生就业考虑的重要

因素之一。市场需求如同一支隐形的“指挥棒”对学生转专业产

生深远影响，例如 H 校计算机类专业学生转出率低，同时净转入

人数是所有专业中最多的。

（四）跟风转专业

近三年转专业考核通过的学生中，有 5 名学生申请返回原专

业学习。究其原因，是对自己是否真正有转专业需求的没有清晰

认知的，看到身边同学申请了，自己也跟风申请，哪个专业热选

哪一个。跟风转专业带来的后果就是新专业学习不适应，影响后

期的继续学习和校园生活。

三、存在的问题

（一）转专业受众面有限

各专业的实际办学条件对接收转专业学生人数规模有所限制，

现国内多数高校对转专业成绩要求、转出入比例、次数等设置门槛。

专业排名较后学生即使有转专业意向但因条件限制未能取得申请

资格。转专业的目的是尊重学生的兴趣，更好发挥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但转专业门槛的设置造成了学生根据兴趣自主选

择专业的权利不平衡。同时，优秀学生的转出对原专业的人才培

养带来巨大损失。

（二）对转专业存在认识误区

转专业成功能够获得一定的学习成就感，但对新专业是否有

全面了解和对自身职业规划是否有帮助是学生转专业前需要充分

考虑的。缺乏对本专业的深入了解，只关注到在互联网上的片面

评价往往会导致学生丧失对本专业的认同感，逐渐失去学习兴趣

和动力，同时受到身边同学影响，最后出现很多学生扎进“热门

专业”的竞争中，造成转入和转出不平衡。

（三）转专业学生适应性

如何尽快适应新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成为转专业学生的首要问

题。转专业学生不仅要接受新的专业知识，还要处理新的人际关系，

这对学生的心理素质和适应力带来挑战。这就需要学校充分考虑，

加强引导，疏通转专业学生出现的心理问题，及时解决学生转专

业后面临的一些问题。

四、改进措施

（一）加强专业建设

很多新生在进入校园后才对自己所学的专业有深入的了解，

部分学生对本专业认同感低。因此在招生时应加强专业精细化宣

传，入学后积极开展专业入学教育、本领域专家讲座等方式培养

学生对本专业学习兴趣，同时加强专业基础建设，提升本专业师

资力量和基础设施投入，让学生在学习和实践中找到奋斗目标。

（二）优化转专业政策

制定合理的转专业政策能够有效降低学生转专业“成本”。

鼓励实施多种的转专业考核方式，更好地了解学生是否具有转专

业的条件。适当降低学生转专业门槛，让确需转的学生享受到政

策优惠。同时，了解各专业办学情况，根据办学条件适量增加热

门专业接收名额，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

（三）增设辅修专业

鼓励开设辅修专业，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现阶段通

过交叉学习可以拓宽学生专业视野，提高创新能力。对于学有余

力的学生，学校应提供完备的学习条件，制定合理的辅修政策，

既有利于让学生的“兴趣”发展为“专业”，也为学生未来继续

深造或就业提供广阔舞台。

（四）加强引导和帮扶

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坚持“以学生为本”是基本办学理

念。加强转专业政策宣传，对有转专业意向的学生，尽早让他们

了解学校相关政策，引导学生理性转专业，避免盲目跟风。同时，

建立转专业学生跟踪机制，增进转专业学生后续学习和生活情况

了解，帮助他们尽快融入新专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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