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7月16日 星期三 报料电话：5200110 热读·教育 29实习编辑/刘斌

区分文理科 成绩需达标 人数也有限

大学转专业并非想转就能转

“高考 400 分包你上本科！”
“ 试 点 本 科 ，轻 松 拿 到 本 科 文
凭！”……随着高考录取工作的继
续，不少机构开始打出一系列“诱
人”的口号，承诺低分可以上大
学，甚至可以读本科。近日，包括
山大、山财大等高校接连发布招
生预警，目标直指各类招生陷阱，
尤其是“内部招生”、“试点本科”、

“实践考核本科”等不属于普通
高考招生范围内的培养形式，希
望考生和家长注意。

不要轻信“内部招生”

近期，山东财经大学接到多
起考生和家长的举报，反映有社
会中介冒用该校名义以所谓“提
前招生”、“计划外招生”、“内部
指标”等名义进行招生诈骗，以
及用“山东财经大学招生办
（处）或招生组”、“山东财经大
学分校”、“山东财经大学XX教
学中心”、“山东财经大学XX专
修中心”、“山东财经大学XX教

育机构”等名义招生的现象，向
学生收取高额费用，或允诺低分
考生只要交纳一定费用即可进入
学校学习，并可获得国家承认电
子注册的毕业证和学位证。

对此，山财大招办发布声明
称，山东财经大学的普通本专科
招生政策、招生章程、招生计划
都在学校招生主页（http://web5.
sdufe.edu.cn:8080/zb/） 上进行
发布，山东财经大学录取的学生
必须参加高考，同时达到学校在
当地的最低录取分数线，通过考
生所在省、市、自治区招生办公
室办理录取手续，不存在任何形
式的“提前招生”、“计划外招
生”和“内部招生”。

“试点本科”属自考模式

也有考生和家长反映，近日
收到招生宣传称，400分就能保证
上山财大读本科，招生工作人员
说得非常玄乎，让人难辨真伪。

山财大招办表示，“试点本
科”或“实践考核本科”是属于

成人教育序列中自学考试的一种
培养模式，“试点本科”的招生
不在普通高考招生范围内。请考
生及家长注意分清普通高考招生
与成人高考、自学考试及远程教
育等培养方式的不同。

山东财经大学招生办公室表
示，他们是学校唯一合法的普通
高考招生机构，办公地点设在山
东财经大学燕山校区办公楼。学
校从未在校外设立普通高考招生
点，也从未委托任何中介机构、
个人及校外单位进行普通高考的
招生，部分地区出现的以山东财
经大学名义，代理普通高考招生
事务的单位或个人均与山东财经
大学无关。

与此同时，山东大学也发布
招生预警。声明如下：2014年山
东大学没有审批任何单位和个人
举办上述办学项目，也没有委托
任何社会机构或个人代理招生，
请广大考生和家长认真分辨，不
要轻信社会招生人员的宣传，以
免上当受骗。

高考已进入录取阶段，如果你收到了与自己的理想专业或院校有差距的录
取通知书，你会去报道吗？其实，近几年，高校转专业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每
年高招咨询会上，家长咨询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学校是否能转专业，而高校为
了吸引生源，也把转专业当成吸引生源的砝码之一。但是，调查发现，大多数
院校对于转专业依然有许多限制性的条件，并非“想转就能转”。

2005 年，教育部出台了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表示“学生可以按学校的规定申
请转专业。”

据了解，目前全国大部分的
高校都已经开设了进校二次转专
业的机制，一些高校已实行了
10余年。

北师大从 2002 年开始实行
专业二次选择，最初仅限一年级
新生，且要求一年级专业课平均

成绩在 75分以上。从 2005年起
扩大为一二年级学生，对学生的
成绩也放宽到及格就行。据北京
师范大学招办主任虞立红介绍，
学生在转专业的时候不受文理大
类的限制，“高考的时候文科学
生不能被理科专业录取，但是转
专业就可以。”

中央民族大学自 2005 年开
始，允许表现优异的本科生入学
半年后，在全校范围内跨文理、跨

院系、跨学科申请转专业（艺
体类除外）。在 2013 年又
试行了二次转专业制度。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则在2013年启动了优
秀 本 科 生 转 专 业 工
作。据该校招办工作
人员介绍，这是学校
历史上首次提供平
台和渠道，允许
学生转专业。

部分高校可文理专业互转

首 都 经
济贸易大学招
办主任曾庆梅
表示，学校设置
二次转专业，主
要是考虑到有的学
生在高考填报志愿
时没有考虑全面，学
校再给学生提供一次
机会。但是因为教育
资源有限，比如师资配
备、专业容量等问题，
所以必须得有一定的限
制。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院
长周烈也表示，学院转专业
需要通过考试，成绩比较好的
学生才有转专业的机会。“如
果允许成绩不好的学生转，对
其他学生不公平。”周烈表
示，另外，该学校情况也比较
特殊，属于专业院校，如果学
生第一年学习的是韩语，第二

年要求转到西班牙语，就必须
从一年级读起，不然跟不上其
他学生步伐。

复旦大学表示，该校绝大
部分专业按大类招生，27 个
招生专业（类）涵盖 68 个专
业。学生进入复旦大学后，将
进入复旦学院接受通识教育和
各大类的平台课程教育，一年
之后可根据各院系制定的相应
政策和专业培养方案，选择在
该类所涵盖的专业接受相应的
专业教育。同时，各大类学生
也可根据规定享受全校范围内
转专业、辅修第二专业或第二
学位的政策。

北京科技大学则实行入学
后转专业零门槛不设限的政
策，给学生二次选择。除外语
保送生、提前批录取的学生
外，所有必修课成绩合格的在
校本科生，在一、二年级末均
可提出转专业申请。学校同时
试行双学位、第二专业以及辅
修专业制度。

虽然很多高校都设置了二次
转专业机制，但并不是所有学生
都享有这个权利。一些高校设定
了转专业比例，一些高校则表示
只有达到规定成绩以上的学生，
才有资格转专业。

中国传媒大学大三学生沈靖
轶，目前就读于音乐学音乐编辑
方向专业。2011年高考时，他第
一志愿填报的是中传媒的“音响
工程专业”。“我上网了解过了，
这是中传媒就业率最高的专业之
一，是个热门专业。”沈靖轶说，
由于没有达到第一志愿的分数
线，最终被平行志愿中的第二个
志愿“音乐学”专业录取了。因
为还是钟情“音响工程专业”，沈
靖轶在大一结束时申请转专业。
但是依然是由于高考成绩没有达

到该专业的最低提
档线，被告之不符
合转专业条件。

据了解，与中
国传媒大学类似，
各高校转专业都有
一定的条件和限
制。一般而言，在
本学院内，转入
冷门专业相对
容 易 一 些 ；
一些比较热
门的院系对
转入学生的
成绩要求很
高，名额也
少。同时，各高校对转专业的名
额都有规定，一般控制在全年级
总人数的5%—20%。

转专业有成绩与人数限制

按大类招生
选专业更自由

山大山财大发布招生预警

“试点本科”不属高考招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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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黄磊写给女儿多多的信《写
给未来的你》中写道：“幸福就
是选择一种你们喜欢的方式活下
去，用心守护你们的爱侣和孩
子，还有彼此。”这些私房耳语
和情感梳理，令网友备受打动，
也掀起一波给孩子写信的高潮。
写信作为与孩子对话、沟通的方
式，更多的家长希望信中有赞
赏、鼓励和理解，并传授为人处
世之道。除了这些，父母不妨用
一颗平常心，适当示弱，让孩子
学会坚强与自立。

家长热衷在孩子人生的
重要节点写家书

“给孩子写信”成为最近网
络热议话题。不少家有3—10岁
孩子的父母喜欢写家书，有的家
长以书信方式与孩子进行阶段性
总结和沟通，更多家长会在节
日、孩子人生的重要节点用书信
鼓励孩子，提出期望。

中国的家长对家书尤其重
视。众多家长表示，写信不仅是
一种沟通方式，他们更希望孩子
从中看到父母深沉的爱。

给孩子写什么？
赞赏、鼓励和理解

“长大后，写给他关于快乐
的建议”、“不要晚婚晚育提早规
划人生”、“要独立、要自信，因
为爸妈不会陪伴你一辈子”……
父母写给孩子的书信中，快乐、自
爱、感恩、独立、懂事等字眼最为
多见。很多家长表示，家书是深
度、平等沟通的方式，对于家长
来说，也能反省、梳理内心。

在信中，与孩子像朋友一样
沟通，是家长们保持写家书的最
大动力，特别是因为忙碌而时有
忽视孩子的家长更是这么认为。
实践证明，无论大小道理，只要
不是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进行训
导，孩子都会接受。

专家建议
除表达赞赏，还可适当示弱

家书应该写什么？心理咨询
师嘉嘉说，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
段有不同的心理状态，建议在不
同阶段关注的内容有所不同：6
岁以下的儿童时期，更多的是教
给 孩 子 分 享 、 感 恩 和 快 乐;
7—14岁的少年时期，鼓励孩子
进行社交，告诉他们要体谅、尊
重他人; 15岁以上的孩子要多进
行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指导，帮助
孩子建立自己的价值观，这个过
程中，父母适当示弱，让他们体
会父母的不易，懂得感恩、坚强
和自立。

给孩子写信，该怎么写？

赞赏、鼓励和理解

是关键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