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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周来，“转专业自由”
成为教育新闻报道中的高频
词。其实，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
转出“零门槛”。即便如此，也比
以往要“排名优先”有了大跨步
式的飞跃。

5 月 30 日，武汉大学召开
2024年本科拔尖人才培养新闻发
布会，宣布从2024级学生开始，院
内专业自由选，转出学院不受限
制。此前武汉大学本科生在大一
下、大二下各有一次转专业的机
会。2022年，该校有580名学生转
入新的专业，成功率为62%。

在武大之前，全国已有多所
高校不同程度放宽转专业限制
条件，降低学生转专业难度，包
括华中科技大学、吉林大学、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知名高校。

上海方面，最近一周来，也
有两所985高校相继官宣。复旦
大学招生办主任潘伟杰说，除特
别说明限制转专业外，所有学生
都有两次转专业机会。转专业
接收计划大于申请学生总数，转
专业申请成功率接近 70%。另
外，2022年起，医学类与非医学
类专业间转专业通道已双向打
通。除了转专业，在分流、修读、
升学等方面，也将给出十足诚
意，赋予学生更多“干细胞”式成
长的权利和能力。

上海交通大学招生办主任武
超介绍，自2024年起，上海交通
大学全面放开转专业，更注重学
生综合能力、兴趣爱好及个人发
展考量，充分尊重学生进校后的
二次选择机会，学生在大一、大

二、大三学年均可申请转专业，有
多次转专业机会，医学院与本部
之间各专业也可以互转。每次可
选择两个志愿，不限制学积分排
名，甚至不限制挂科门数。

“原来大家可能更关注优秀
学生，但我们每位学生都是值得关
注的对象。不是分高的同学才有
资格转专业，如果他在自己专业表
现足够好，可能他本就无需转专
业。而有些学生对原先专业的志
趣不高、成绩不突出，没有关系，都
有机会再转变。高考阶段学生有
自己的专业选择，但我们不希望高
考因素捆绑学生的全周期。”据武
超透露，交大今年的转专业录取结
果基本已出，转专业成功人数较往
年相比呈现明显增长，比2023年
整体提高大约150%。

多所高校开启“专业自由行”
“零门槛”转专业受热议的背后还有哪些期待亟需落地？

2024年高考结束，志愿填报即将伴随分数线的划定紧锣密鼓地安排
上。值此之际，几所重点高校相继官宣“转专业自由”，收获了极大的关注
度。所有学生均可申请，不限制学积分排名，不限制挂科门数，各学院的转
出名额不设限制等，条条都让人惊呼“力度大”。

“给拔尖的同学锦上添花，给不适应本专业学习的同学雪中送炭。”
在一片叫好声中，还有哪些期待亟需落地？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实习生 朱一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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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校的转专业政策进

一步放宽，上海社会科学院副

研究员、团委书记薛泽林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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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次选择。”如今，高考填报

志愿临近，薛泽林也提醒各位

学子提前对各个专业有所了

解，选择热爱。同时，面对“转

专业自由”，不能变成一种“鼓

动”，让学生们产生都要去试一

试的错觉。

“本科教育是打基础的，在

打基础的情况下，过于随性地转

来转去，其实对于专业基础、专

业能力，或者说是对整个发展可

能也会有一些不利的影响。”在

学校层面来说，薛泽林认为，也

可以在课程设计上做些调整和

优化，通过复合课程，给学生更

多的选择，让学生有更多跨学科

学习的机会。这样，也更有利于

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择自

己所学的内容，拓展知识领域，

成长为复合型人才。

薛泽林同时建议，对于高校

而言，在这一波政策热潮中，切

忌在没有充分调研和做好配套

实施方案情况下，盲目跟风官宣

新政，简单成为招生季的“宣传

工程”，在最终实施中又因没能

有效衔接而产生负面影响。

“之前的转专业就奇怪，还
需要在自己专业前几名才能转，
都能前几名了，我还转什么呢？”
网络上，一条“高赞”评论说出了
很多人的心声，对不看成绩，不
看挂科门数的“零门槛提出申
请”表示极高的赞同。转专业门
槛设置过高，对于那些因为不喜
爱而学不好的同学来说，无疑又
堵住了一条出路。

在获得好评的时候，引发了
更多细节的讨论。比如，热门专
业人数过多怎么办？高校招生
办对此普遍回复是，虽然转专业
的自由度更高了，但学科毕竟还

是有自己的承受力，有些专业报
考的人多，很难全部予以录取，
要视各专业的情况而定。但是
开放多次转专业，其实也给了学
生多次准备的机会。

“如果第一次没能转成功，
回去再努力一年、哪怕去旁听些
课程、参与些项目，第二年还能
再来尝试。”武超坦言，这也反向
带给不同专业更多的“压力”与
思考——如何留住学生、怎么吸
引更多学生来选择专业。这对
于学科发展是一种无形的促进。

事实上，并不是如外界所想
象的那样，同学们只是锚定热门

专业。“我们发现，还有很多学生
愿意从热门专业走向所谓的冷
门专业。比如，天文学，可能在
大家看来是偏冷门的专业，但今
年天文学的热度非常高。”武超
谈到，很多学生是在进校后发
现，不想只是为家长、社会的期
待而学，更要为自己最感兴趣的
东西学习。转专业的制度，就是
为他们提供了机会，也更符合当
代人才的发展、培养规律。

由此，有学生反馈转专业新
政是“给拔尖的同学锦上添花，
给不适应本专业学习的同学雪
中送炭”。

在土木工程学读了半学期
后，来自华中地区一所985大学
的王同学决定转专业学习，最终
在计算机和金融专业之间选择
了金融专业。王同学所在的学
校，转专业一般也无限制条件，
学生在学校教务处官网申请后
即可参加由各学院自己出题的
转专业笔试和面试，学院会根据
笔试面试和学期末绩点按照一
定比例计算分数，最后按照排名
从高到低录取。

“绩点占比很少，主要是看
笔试和面试的表现，笔试的难度
一般是该专业的入门级别。”回
想起自己被录取，她感到很幸
运，“我们学院提出转专业的大
概有七八人，但最后成功的只有

一两人，竞争还是挺激烈的。”
王同学表示，没有转成功的

同学一般都是考试分数不够高。
但是随着招生政策的变化，她所在
的学校政策也出现了一些变化：

“现在同学院转专业只要申请就能
转，不用考试了。”王同学认为，这
一举措对即将入学的学弟学妹很
友好，提供了较低的试错成本。

同一所高校不同专业的高
考录取分数不尽相同，因此，有
声音担心，如果全面放开转专
业，录取分低的专业转向录取
分 高 的 专 业 ，可 能 会 有 失 公
平。对此，武超告诉记者，转入
学院会结合申请学生学术志
趣、综合能力等，进行客观公平
的考核。热爱程度，学术研究

项目等，都是很多评委老师眼
中的加分项。

微博上，在《中国新闻周刊》
创建的“如何看待高校放宽转专
业限制”的一项投票中，“可以充
分发挥学生优势潜能”“要信息
公开，保证转专业的公平和公
正”成为最高的两项关注。

ID为“舞动风铃94247”的网
友表示，专业与兴趣、天赋、专项
努力程度相持恒。在保证公平
公正的情况下，转专业的话，可
以进行老师挑学生式的考试，前
提是要经过多方面的考验，以是
否是这块料，是否在品格人格方
面能够任用这些方面考虑。专
业的限制与放宽，都应该在合理
的范围内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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