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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专业设置更趋理性
上海师范大学数理学院教授李昭祥这

学期是给英语师范专业、英语非师范专业的

6个班级上数学课。“这是上师大的特色，学

英语、中文、历史的，大部分文科专业学生都

必修高等数学。”李教授说，“教材是学校自

编的，适合于文科生学习，难度比理工科的

高数要低一些，微积分、线性代数等都会涉

猎，但主要是讲授数学思想，让学生掌握一

定的数学思维能力，也希望感性认识比较强

的文科生能多一些理性思维。上高数课自

然少不了要做计算题，同学们还学得挺努力

呢。”有位法学专业学生说，每周都盼着李老

师在课堂上带着大家“玩”数学，探究数理逻

辑的奥秘，这让文科生受益匪浅。

上师大算是在专业调整、学科设置上

“觉醒”比较早的高校。逼文科生学高等数

学，目的就是拓宽他们的知识结构，让他们

成为既精“文”又略通“理”的新型人才。此

次教育部公布的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

增设、撤销、调整共涉及3389个专业布点，

数量之多为历年之最。其中，新增布点1673

个、撤销布点1670个，数量基本持平。从学

科门类看，工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学科门类

的专业点增加数量位居前三，工学所涉专业

点1322个，占比39%。这些都表明高校在

专业设置上更趋理性了。

在本市的高校招生专业调整方案里，理

工农医类专业招生占比进一步提高，以期人

才供给与产业需求更匹配。上海市教育考

试院负责人在解读教育部有关专业调整政

策时说，此轮专业设置和调整还主动瞄准区

域需求，充分体现高等教育要在服务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优化布局结构上做好先行先

试，引导地方高校增设智能制造工程、新能源

汽车工程、智慧农业、智能采矿工程等区域重

点产业发展急需专业并强化学科的交叉融

合。以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

为引领，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新增交叉

工程、健康科学与技术、智能视觉工程、工程

软件等新专业，支持高校增设一批智能建造、

网络与新媒体、虚拟现实技术等专业点。

新专业新学科落地
教育部和本市的专业政策调整文件下发

不久，多所高校迅速行动，一些新专业的设置

已经落地。其中，电子信息材料、软物质科学

与工程、大功率半导体科学与工程、生物育种

技术、生态修复学、健康科学与技术、智能视

觉工程等24种新专业，被普遍认为会在今年

的高考招生中成为抢手的“香饽饽”。

上海交通大学日前宣布，今年招生“上

新”两个新专业：化学生物学、健康科学与技

术。化学生物学专业对接国际学术前沿和

热点，顺应当前化学、生物学及分子医学的

交叉融合发展趋势，致力于培养生命健康领

域的复合创新型领军人才，不断探索生命领

域的未解难题，针对重大疾病开发新的化学

研究工具和治疗方法。健康科学与技术专业

面向人类健康全生命周期，通过人工智能、大

数据、虚拟现实技术与生物信息、基因技术、

预防医学、运动转化医学等知识内容的交叉

融合，研究生物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卫生因

素等对居民健康预期寿命的影响规律。

华东师范大学提出，本科专业调整要以

需求为导向，服务国家战略发展和经济社会

发展需求，加大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的学科专业建设，加强新工科、新

文科专业建设。对不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招生、培养、就业不理想的专业进行调整，

不断提高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的契合度。华

东师大教务处处长周先荣教授介绍，近几年

全校停招了18个专业，新设了两个专业，目

前的63个本科专业里，约九成是一流专业。

“近三年，上海师范大学接连停招了保

险学、文化产业管理、投资学、电子商务、编

辑出版学、产品设计、摄影等11个专业，尤

其2023年一年停招7个专业，调整力度之

大，在学校70年的办学历史上从未有过。”

上师大相关负责人介绍，学校的专业设置紧

密对接上海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急需紧缺领

域，锚定上海重点发展的三大先导产业，构

建“基础+应用”复合培养体系，形成新兴交

叉学科专业群。

瞄准就业调整专业
“此次专业调整还突出了就业导向。进

一步强化就业与专业设置间联动，推动各省

结合本区域产业发展实际，梳理出就业率相

对较低的专业223种，为高校调整专业结构

提供了重要参考。进一步压实高校主体责

任，明确要求高校对就业率过低、不适应社

会需求的专业要谨慎增设，及时调减。”上海

市教育考试院负责人说。

瞄准就业调整专业，这样的思路将持

续影响高校办学内涵的重新定位与可持续

发展。

在上海中心J酒店105层上课，是上海

商学院上海洛桑酒店管理学院本科生都必

须经历的“教学时间”。上海商学院校长吴

忠说：“把课堂从学校搬到酒店，沉浸式学

习岗位知识，这必将推动校企无缝连接，助

力高质量应用型人才培养。”“根据制作工

艺，国内的茶叶可分为绿茶、红茶、黄茶、青

茶、白茶和黑茶……”酒店管理211班林玉洁

同学在茶艺课上与老师侃侃而谈，这得益于

之前在西郊宾馆的实习经历，让小林提前接

触到不少有关茶艺的知识。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办起了“紫砂陶

技艺的传承与创新——葛韬紫砂艺术工作

室”，手把手地传承紫砂壶制作的独门绝

技。葛菡禄深得父亲真传，现在是学院陶瓷

专业的讲师、紫砂工艺课程负责人。她说，

为了对接服务国家和上海市的文化发展战

略，工作室以紫砂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创新传承为实践主体，传授国家非遗项目紫

砂制陶的技艺。校党委书记许涛介绍，紫砂

艺术工作室引进了紫砂传统制陶技艺、刻绘

装饰、紫砂雕塑创作等方面的多位“高精尖”

人才及行业内专家，必将拓宽陶瓷专业人才

培养的宽度和深度，提升专业人才的培养水

平和科学研究水准，同时还可以丰富上海高

端陶瓷市场的供应品种，推动陶瓷产业的兴

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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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发布最新
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
业目录》，增设24种新专
业，同时有一批老旧专业
被剔除。
随着高考填报志愿临

近，高校纷纷加大专业调整
力度，一个又一个适应经济
和社会发展需求、着眼未来
高科技发展的专业学科进
入今年的本科招生名录。
然而这样的调整却出现“上
热下冷”状况，高校动作大、
步子快，作为生源输送基础
的高中却反应迟缓，对高考
生往往缺乏必要的生涯规
划指导。此种状况如不加
以迅速改变，将不利于我国
新型创新人才的培养。

本报记者 王蔚

优化招生结构，引导高校加大理工科招

生比例。这是这一轮高校专业设置调整的

一个鲜明特点。说白了，就是“减文科、增理

科”。大学专业学科的这种“转向”，意义是

十分深远的。

近年来，文科毕业生就业难度加大是个

不可否认的事实。更好更多的就业机会通

常要求更高的    知识和技能水平。然

而，现在的各地高考大多采用“大三门加小

三门”的模式，即语数外三门必考科目，再加

上偏文或偏理的三门选考科目。毋庸讳言，

相比于物理、化学，历史和地理学起来要相

对容易些，这也是在一些高中里文科生多于

理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对于相当一部

分高中学校来说，眼光往往只会盯着总分和

录取线，至于学生考文科还是考理科，并不

在他们的工作考核指标体系里。

“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获取知

识、获取信息的渠道发生了变化，学习的时

空也在发生变化，我们的基础教育必须也要

跟着作出一定的改变。”上海市教育学会会

长尹后庆上周末在浦东新区特级教师、特级

校长论坛上发问，中小学为这样的变化

作好准备了吗？答案恐怕并不乐观。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了一个不容忽视

的问题，那就是从教育部到高校正在热火

朝天地推进专业调整，但基础教育的高中

学段却对此颇为“木知木觉”。有高中老

师向记者坦言：“我们其实不太关心大学

设什么专业、各个专业的培养方向是什

么，与高中教师没啥大关系。我们只在乎

学生能在高考时考多少分、有多少学生上

了本科线、有多少学生能考进985高校和

211高校。越是名牌高中越关心清北复交

的录取率，至于每个学生进了什么专业，

所学的专业会不会被淘汰，几乎没有高中

教师会操那个心。”

当然，也有的高中办学理念比较超

前，校领导也对学生今后的职业选择特别

上心，且落实到具体的教育实践之中。

“如何兼顾大学选择人才的标准来调

整高中的教育教学？对教师来说，这样的

思考和交流会拓宽教育视野；对学生来

说，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无缝衔

接，对学生今后求职的长远规划和整体设

计都有着重要意义。”川沙中学校长王珏

说起了一名叫谢夏伊的同学，曾获“浦东

小院士”称号，在初中完成了一篇数学小

论文，获得了特等奖，这让她一下子有了

信心。到高二时，小谢同学由学校推荐进

入华东师大地理实践工作站做小课题探

究。她一开始想从事地理信息工作，但在

课题研究中发现，绝大多数资料都来源于

国外的卫星，于是又将专业方向对准了卫

星设备，选择了电子信息专业。王校长

说，这个例子十分生动地说明，课题研究

催生了朦胧的专业意向，或者是朦胧的专

业意向催生出了课题探究。慢慢地，同学

们脑海中朦胧的专业意向就会变得更加具

象化了。2019年，川沙中学成立“学养书

院”，将大学一流专业师资力量引入中学。

目前“学养书院”分设“丽娃中文讲堂”和“上

科大同济科学讲堂”。大学教授和学者每

周进校为学生开课，希望通过提前体验大

学课程，拓宽高中生的认知和思维。这些

大学教师还承担着指导学生课题探究的

重任，让学生自由地找到自己的“赛道”。 人工智能时代基础教育必须求变

无缝衔接大学课程
高中还可以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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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生除了备战高考，也需要老师给他们

一些职业规划的建议 图 IC

■ 上海交通大学鼓励学生在专业上积极创新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 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应积极调整知识结构

本报记者 刘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