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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高校大类招生背景下关于专业分流教学管理工作的思考 
◆王丽梅  张兴宏 

（浙江大学  浙江省杭州市  310027） 

 
本科生大类招生是指高校将学科门类相同或者相近的专业

合并招生，学生在高考录取时不区分专业方向，进入高校后再选
择专业的一种新型人才培养模式。这种宽口径招生录取方式希望
给予学生自由选择专业的空间，而被越来越多的高校采取【本科
大类招生培养模式调查与分析】。但是在学生进校后进行专业分
流时，不同高校采取了不同的专业分流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种。 

一、专业分流，“盲娶哑嫁”。某些高校在招生时采用大类招
生方式，但主要目的是通过提高大类招生人数的方式吸引优质生
源【祃海霞，周增慧，大类招生条件下本科专业分层培养教育体
系研究，现代教育管理，2011】。学生进校后的专业分流工作未
能充分考虑和尊重学生的个性意愿，而是基于新生生源地、性别
和高考成绩等简单指标直接进行专业方向分流。学生在入学后没
有专业选择的机会，直接确定专业方向，没有可以商量的余地。
这种专业分流的方式，仍然是一种“盲娶盲嫁”的状态，学生需
要在专业确认后慢慢寻找专业认同感，属于“先结婚后恋爱”。
这种随机分配的方式可以保证各专业方向学生素质保持均衡，各
个专业的学生成绩呈正态分布【郑超美，本科教育按大类招生及
培养模式探析，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6】，有利于学校专业的
平衡。但是必然导致部分学生的专业认同感不强，部分学生不能
进入自己真正喜欢的专业。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真正的热爱者，
因而这种“一刀切”的分流方式不利于培养顶尖的专业人才。 

从管理角度看，这种专业分流方式简单、容易操作。学生从
入学到毕业均在同一专业，同一班级，有利于凝聚班级力量，管
理上也可以做到一步到位。 

二、专业分流，成绩优先。新生入校后先学习通识课程，各
个专业的学习内容基本一致，部分高校会依据学生的在校成绩
（一般是第一学年春夏学期或第一学年秋冬学期）进行专业分
流，分流方式讲究“门当户对”：即成绩好的学生可选择进入热
门专业和学生心仪的专业，而成绩差的学生“被迫”进入冷门专
业或不喜欢的专业。学生为了进入心仪的专业会努力学习，专业
教师为了吸收优秀生源，寻求专业生存或扩展的机会，也会在本
科教育、教学和科研等方面下功夫。这样的专业分流方式表面上
看有利于促进学风建设，促进学科良性竞争。但是 “成绩优先”
的分流方式会使高校再现应试风气，部分学生选择专业也并非基
于对专业和自我的客观认识，而是追热门、随大流，成绩好的就
去竞争热门的专业。这种分流方式只能满足部分同学的专业需
要，未能尊重成绩稍差的学生。导致没有分到心仪专业的学生对
专业的认同感低、学习动力不足，甚至出现消极抵触情绪。从学
科发展角度来讲，这种分流方式会导致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冷热
不均，两极分化，呈现明显地“马太效应”：优势专业可以通过
专业分流进一步巩固，冷门专业会因为学生整体素质不高，学习
动力不足，也不利于学科发展。 

同时，这种分流工作对学校的学生管理工作也提出了较大的
挑战。学生分流后会出现“同班不同宿舍”、“同宿舍不同班”等
问题。常见的情况是同班同学陌生甚至不认识、凝聚力不足，专
业氛围不足，班级建设障碍大；同时辅导员、班主任走访寝室不
便，宿舍安全责任不清等问题。专业分流后学生物理空间不同步，
造成现实上的学习生活管理和思想教育难协调【潘妤妤，我国高
校大类招生方式下人才培养问题研究】，已成为部分高校学生管
理工作方面的“疑难杂症”。 

在专业分流上，“盲婚哑嫁”是教育管理者的“懒政”行为；
以成绩优先，进行“门当户对”的专业匹配，也只能满足部分同
学的专业需要。高校教育管理者需要探索新的符合教育初心、教
育规律的专业分流和管理方式。浙江大学基于“兴趣是最好的老
师”这一理念，在专业分流上进行了有益探索：专业分流，志愿
优先。 

为此，浙江大学在政策设计、程序指导、服务等方面探索了
专业分流和管理的有效方式。学校开发了专业志愿填报系统，基
于“志愿优先，兴趣优先”的原则，制定了专业分流细则，新生

不仅能够在大类之间选择专业志愿，而且能够跨大类选择专业方
向分流政策体现了。其次，以学生为中心，专业院系和学校层面
精心组织了多场活动，以帮助学生发现自己，选择专业。重要的
活动如，专业院系带新生线上、线下带“逛”专业，通过专业宣
传视频、专业简介、专业宣讲会和实验室开放日等活动，让学生
充分体验和了解专业。浙江大学于 2018 年首次举办了“专业节”
活动，所有专业院系集中“摆摊”宣传、现场解答新生疑问，学
生无需奔波于不同校区、学院，只要在“专业街”就能和不同专
业进行近距离接触，向教授、教学管理老师咨询专业问题。通过
这些以学生为中心的专业活动，让学生从不同维度了解各专业的
性质、发展和前景，发掘专业兴趣，自由选择专业。如高分子科
学与工程学系，99%以上的同学都以第一志愿进入；对于第一志
愿不足的专业。但是因专业人数限制，部分“热门”专业需要进
行面试考核筛选学生，为专业学科留住真正感兴趣的同学，部分
未能第一志愿未能入选的同学，基本都能进入第二志愿专业。这
种志愿优先的方法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专业兴趣；专业院系
能够选拔适合的学生，真正实现了“自由恋爱”。 

但此次改革对教学管理者提出了极大的挑战。为了让学生真
正了解专业，各个专业院系从新生刚刚入校就通过多渠道进行专
业宣传：专业讲座、开放实验室、线上、线下专业讲解等工作；
同时需要确保专业志愿录取准确无误，解决学生学籍更改等问
题。分流工作结束后，管理工作还要继续。部分没有进入第一志
愿专业的学生，需要辅导员、教学管理者加强对学生的心理疏导，
引导他们尽快适应和勤奋学习。同时新班级的建设需要打破原有
的班级进行重组，需要学校宿管办、辅导员、班主任、学生组织
等各方面共同协作，比如设置固定教室，增加班级集体活动，学
校课程安排上再优化等方式尽量让同一专业、班级同学集体活
动。 

高校专业分流旨在因材施教创造条件，首先应当依据学生的
志愿，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李志仁，本科教育按学科大类招生
培养的思考，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高校应该坚持
“以本为本”的教育理念，坚持学生是分流工作的主体，尊重学
生的主体地位，在专业分流工作上做好引导、服务职能，这需要
学生、教师、管理者等多方协调配合，唯有这样才能切实保障教
学管理改革的初衷【谭颖芳，选择与引导：大类招生背景下高校
专业分流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