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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按专业招生是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趋势，该项改革的出发点在于变革现有固化的高校等级体系，促进高校加强优势学

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当前机械类专业的招生状况并不理想，专业志愿填报率较低。在高考实行按专业

招生的大趋势下，机械类专业如何吸引优质生源，值得我们每一位机械类专业教师的深思。作者通过问卷的形式对齐鲁工

业大学某年级机械类专业学生的高考志愿填报情况进行了调研，对相关结果进行分析后，作者认为在努力提高学校机械类

专业办学实力的基础上，应加大对机械类专业的宣传力度，引导广大考生积极填报机械类专业。基于上述结论，作者在强

化机械类专业建设、加大机械类专业宣传等方面提出了相关针对性措施。

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按专业招生；机械类专业；专业宣传

按专业招生是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趋势，部分省份已开展
试点 [1]。这项改革的出发点是希望改变现有固化的高校等级体
系，促进高校加强优势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配
置 [2]。由于诸多原因，机械类专业的招生情况并不乐观，专业
志愿填报率不高，即使是机械类专业较强的相关高校也普遍存
在该情况，对于学校名气和专业实力相对弱势的高校则更为严
峻。在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大趋势下，机械类专业如何变挑战
为机遇，吸引更多的优质生源，值得我们每一位机械类专业教
师的深思。

作者对齐鲁工业大学某年级机械类专业学生的高考志愿填
报情况进行调查，通过问卷的形式统计学生的高考志愿填报情
况。对结果进行分析后，作者认为在提高学校机械类专业办学
实力的基础上，加大机械类专业宣传十分必要。基于上述结论，
作者在强化机械类专业建设、加大机械类专业宣传等方面提出
了相关针对性措施。

1、调查情况及分析

作者以齐鲁工业大学某年级机械类专业 78 名学生为对象，
通过问卷的形式主要对以下六个问题进行了调研：是否填报机
械类专业？填报位次？填报原因？最想填报的三个专业？影响
专业选择的最重要的三个因素？对机械类专业招生有何建议？ 

在被调查的 78 名机械类专业学生中，高考志愿填报机械
类专业的有 46 人，填报率为 59%。其中，第一志愿 9 人，第
二志愿 8 人，第三志愿 18 人，第四志愿 6 人，第五志愿 4 人，
第六志愿 1 人。选择填报机械类专业的具体原因很多，总结归
纳后主要分为以下六类：一是由于机械类专业就业率高、就业
范围广、学习内容广泛、多学科交叉融合等自身优势而选择填
报；二是亲朋好友中有人对机械类专业较为熟悉，因此推荐考
生填报；三是尽管考生对机械类专业不甚了解，但第一感觉机
械类专业名称“有好感”而选择填报；四是由于考生喜欢机械、
控制、电气等相关专业，而选择填报机械类专业；五是无特别
原因仅仅由于好奇而选择填报；六是因为分数合适而选择填报。

每类原因的具体填报人数如下：由于考生喜欢机械、控制、
电气等相关专业，而选择填报机械类专业的 35 人，占填报总
人数的 76.1%；由于机械类专业就业率高、就业范围广、学习
内容广泛、多学科交叉融合等自身优势而选择填报的 3 人，占
填报总人数的 6.5%；对机械类专业不了解，但感觉专业名称“有
好感”而选择填报的 3 人，占填报总人数的 6.5%；由于亲朋
好友推荐而选择填报的 3 人，占填报总人数的 6.5%；没有特
别原因，仅仅因为好奇而选择填报机械类专业的 1 人，占填报

总人数的 2.1%；因为分数合适而选择填报机械类专业的有 1
人，占填报总人数的 2.1%。通过以上数据发现，促使考生填
报机械类专业的最主要原因是机械类专业的多学科融合特性
吸引了部分偏重机械、控制等专业的考生，其它诸如机械类专
业就业率高、亲友推荐等也是促使考生填报机械类专业的重要
原因，当然还有部分考生对机械类专业了解不够仅仅是感觉机
械类专业名称“有好感”甚至是完全不了解而盲目填报了机械
类专业。

分析考生填报意愿最高的三个专业的统计结果发现：考生
普遍倾向优先选择的专业有电气、计算机、会计、金融。将机
械类专业列为最想填报的三个专业的考生仅有 13 人，在这 13
人中，喜欢工科或机械类专业而选择填报的有 11 人，亲友推
荐而填报的有 1 人，由于分数合适而填报的有 1 人。

分析影响考生选择专业的最重要的三个因素发现：认为个
人兴趣是最重要因素之一的有 49 人；认为就业前景是最重要
因素之一的有 39 人；认为分数是最重要因素之一的有 35 人；
认为家庭意见是最重要因素之一的有 29 人；认为城市（地域）
是最重要因素之一的有 14 人；认为位次是最重要因素之一的
有 11 人；认为学校是最重要因素之一的有 4 人；认为考研前
景是最重要因素之一的有 4 人；认为学习内容是最重要因素之
一的有 3 人；认为课程难易度是最重要因素之一的有 2 人；认
为别人推荐是最重要因素之一的有 2 人；认为男女比例是最重
要因素之一的有 1 人；认为专业热门程度是最重要因素之一的
有 1 人；认为学费是最重要因素之一的有 1 人。据以上数据可
以得出影响考生选择专业时最重要的因素是个人兴趣、就业前
景、家庭意见、分数。

通过统计考生提出的关于机械类专业招生的建议发现：建
议应加大专业宣传力度的有 48 人，在这 48 名同学里 14 人认
为应加大对机械类专业课程内容的宣传力度，5 人认为应加大
对机械类专业就业去向及就业环境的宣传力度，1 人认为应加
大对机械类专业优势和特色的宣传力度，28 人没有明确宣传的
方向；建议加大在外省招生力度的有 3 人；建议录取主动填报
本专业考生的有 1 人；建议调整男女比例的有 1 人；建议增加
实践课的有 1 人；建议录取理科较强考生的有 1 人；无建议的
有 23 人。据以上数据可以得出绝大部分同学认为应该加大机
械类专业的宣传力度，并且着重宣传本专业的课程内容以及就
业前景，从而让考生更好的了解机械类专业。

通过本次调研发现，尽管机械类专业的志愿填报率并不算
太低，但第一志愿填报率仅有 11.5%。更多考生是因为想学习
的专业不能被录取而不得不选择机械类专业，在高考实行按专
业招生的大趋势下，机械类专业的招生形势愈发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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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策

在高考实行按专业招生的大趋势下，机械类专业如何吸引
更多的优质生源？通过前期的调查分析发现，促使考生填报机
械类专业的主要原因有：一机械类专业就业率高、就业范围广、
学习内容广泛、多学科交叉融合等自身优势而选择填报；二是
亲朋好友中有人对机械类专业较为熟悉，因此推荐考生填报；
三是尽管考生对机械类专业不甚了解，但第一感觉机械类专业
名称“有好感”而选择填报；四是由于考生喜欢机械、控制、
电气等相关专业，而选择填报机械类专业；五是无特别原因仅
仅由于好奇而选择填报；六是因为分数合适而选择填报。因此
让更多的考生及家长熟识机械类专业、了解机械类专业的优势
及就业前景是提高机械类专业志愿填报率特别是第一志愿填报
率、吸引优秀生源的关键。具体措施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开展：

2.1  持续增强学校机械类专业的办学实力
打铁还需自身硬，各高校机械类专业自身基础和实力是吸

引考生填报的根本。各高校机械类专业要有忧患意识，不断强
化专业特色，提高专业的竞争力和生命力，树立自己的专业品
牌，进一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具体措施包括：加强师资队
伍建设，形成合理教学、科研团队；修订人才培养方案，优化
课程体系；强化实践教学，培养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等。

2.2  做好宣传工作，增进社会对机械类专业的了解
由于诸多原因，很多人并不了解机械类专业，不了解机

械类专业具体面对哪些行业，将来从事何种工作。社会对机械
类专业认知的不足是机械类专业志愿填报率低的重要原因。机
械类专业从业者特别是机械类专业教师有责任将机械类专业全
面、正确的形象传递给社会。加大机械类专业的宣传力度是重

要举措，具体措施包括：高校可以设置一些开放日活动，邀请
中学生参观机械类专业的现代化实验室；加强机械类专业优秀
毕业生的宣传，让学生看到榜样及努力方向；灵活利用新媒体
加强招生宣传，例如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对专业建设、师资
配备、生活学习环境、专业发展前景等进行宣传。此外，机械
类专业教师要积极配合高校招生部门，主动出击，吸引更多的
优秀生源加入到机械类专业中。

2.3  外调招生计划，吸引外地考生
随着省内生源的逐年下降，相关省教育部门引导高校调出

招生计划。除了大幅增加调出计划招生人数，全省各高校还应
积极响应国家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地方重点高校招收
农村学生专项计划、中西部协作计划等政策，着力推动农村学
生高考入学机会公平。处于发展态势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的高
校，势必会吸引比较多的中西部考生，缓解本省生源紧张问题，
从一定程度上缓解机械类专业招生难的状况。

3、结论

机械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非常重要的基础产业，以机械
工业为载体的工业群体正飞速发展，机械类专业也从劳动密集
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对高科技人才的需求逐年递增。为了顺
应这一趋势，解决机械类专业的招生难困境，需要积极引导，
正确宣传，高校要建立合理的、先进的人才培养模式，并借助
新媒体加大宣传力度，吸引更多的优秀生源加入机械类专业。

课题 / 项目：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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