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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琦敏

■本报记者 吴金娇

高考出分在即，志愿究竟怎么

填？俗语云“有数字有真相”，那么只

看数字指标的筛选方法，真的适用于

报考吗？

日前，在2023届复旦大学附属中

学专场高校咨询会现场，一幕场景让

人印象深刻。一位考生母亲来到一所

名校招生组咨询，抛出的第一个问题

便是：“贵校试验班学生保研率多

少？”在得到招生组十分明确的答复

后，她才开始详细了解专业培养方案。

当天，现场约有 36所高校驻场

“摆摊”，除了复旦、上海交大、同

济、华东师大等一批沪上名校，清华

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等一

批全国知名学府也派出招生团队，为

考生和家长提供升学指导服务。

一上午咨询下来，多位负责高校

招生的老师们不约而同谈到一点：这

一届考生和家长们，“问”得很细。高

校的就业率如何？升学率多少？毕业

生去向如何？这是被问得最多的3个问

题。甚至可以说，判断一个专业值不

值得报，这3个指标已成为不少家庭的

重要参考因子。

显然，在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相

对严峻的当下，考生和家长以大学的

“出口”作为填志愿的参考无可厚非，

但也有招生老师直言：“过度考虑数据

指标并不可取，考生本人的兴趣特

质、学校给出的人才培养方案是更值

得参考的内容，盲目循着数字追热

门，很容易错过好专业。”

三个指标好看与否，正在
影响招生

就业率、保研率、大厂率——到

高招咨询会现场采访，记者很快发

现，这3个指标不仅是影响考生和家

长报考的重要“风向标”，不少高校也

有备而来，将其作为招生宣传的一大

法宝。

比如，有的高校在招生宣传单上，

除了列出常规的专业目录、招考要求、

近三年录取分数线，上述3个指标也被

印在了醒目位置，吸引家长的注意。

在现场，有部分“双一流”高校

罗列了更精确的数据，把各学院专业

的毕业去向数据做成专报，供考生及

家长参考。还有一所外省市理工类高

校更是将2022届上海生源毕业生毕业

去向一一罗列。看到不少毕业生前往

海内外名校深造或进入名企工作的信

息后，不少考生家长加入到了排队咨

询的行列……

“为了最大程度吸引考生及家长，

高校招生组也卷起来了！”一位高校招

生组老师无奈表示，即便招生宣传单

上没有写清楚往届毕业生的相关数

据，家长也会步步追问。

“通常，高校会建议考生结合自己

的选考科目、兴趣来介绍优势学科，

但家长的咨询重点是就业好不好、薪

水高不高等更加实际的问题。”另一所

来自中部地区高校的上海招生组老师

坦言，如果招生时拿不出一些“好

看”的数据，招生的效果就会打折扣。

上海财经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彭

曦发现，近年来，家长和考生们对保

研率的关注持续上升。他特别提到，

由于大学生毕业人数不断上升，在市

场招聘时，用人单位对学历的要求也

水涨船高，这就进一步导致不少高分

考生的家长更期望孩子完成硕博学位

再就业。

比如，有的家长就会以保研率高低

来给不同学校的不同专业排序，在咨询

中货比三家。对于这种做法，彭曦的建

议是：这样的排序站不住脚、并不可

取。就以上海财大为例，学校各个专业

近年的保研率基本均衡，且具体数字每

年都在动态调整。彭曦坦言：“并不存

在专业保研率更高就更好的说法。”

专业冷热切换是常态，不
存在“万能金专业”

谈到考生和家长跟着“3个指标”

填报志愿的现象，不少高教界专家也

发出提醒，专业本身并无“好坏”“冷

热”之分，其报考热度、就业数据往

往受到社会环境、产业更新、技术发

展等多种因素叠加影响，一直在变化

之中。简言之，单一以指标论英雄的

行为并不科学。

就拿电商专业来说。2020年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将“互联网营销

师”列入新职业，再加之电商经济、

直播经济的兴起，该专业曾迎来一波

报考热潮。但两三年后，这个专业

“光环”不再，报考情况和其他普通专

业相差无几。

“实际上，大学的专业，尤其是新

兴专业，一定会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迭

代更新。”在上海财大教授崔丽丽看

来，电商专业的快速冷热切换，其实

暴露出考生对专业、对职业认知的局

限性。比如，不少人将电商专业直接

与网上卖货画等号，认为专业培养的

就是带货主播。但实际上，电商涉及

主播、供应链、运营等行业全链条。

“当下，正逢电商数字化转型，就拿上

海财大来说，我们主要聚焦学生从事

数据分析、智能化决策和管理能力的

培养，这些能力也是不被AI打败的关

键。”崔丽丽说。

还有专家提醒，往届毕业生的去

向数据与学生进入大学学习4年甚至7

年后的情况，存在一定“时差”。不难

发现，近年来，包括心理学、医学、

教育学等在内的一批专业，都纷纷

“回暖”；而物流管理、公共事业管理

等一批专业，则开始有所“退烧”。

以心理学为例，近年来，国人对

心理健康的关注不断提升。根据教育

部等发布的相关规定，中小学校每校

至少配备一名专兼职心理教师，相关

专业人才需求量也由此增加。

多位负责招生的高校教师表示，

如果家长或考生仅仅跟着某些数据指

标来填报，很可能会错过一些有前景

的好专业。

“如今，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已经从

培养‘学会’知识的学生，转向培养

‘会学’的学生。在填报志愿时，相比

过度考虑数据指标，家长和考生更应

当从个人专长、学习能力、未来规划

的角度做好思考。”彭曦给考生和家长

的建议是：在填志愿时，高校为人才

培养制定的具体方案，包括学校的师资

结构等，都是值得关注的地方。而所谓

专业的“冷热”，很多时候都是人为制造

的定义、“标签”。“考生把眼光放长远，

就会发现，没有永远的热门‘好专业’，

也没有永远的冷门‘差专业’，更没有适

合每个人的‘万能金专业’。”

就业率、保研率、大厂率成不少考生和家长报考“新指南”，高教界专家提醒——

填志愿“唯数字论”，可能错失好专业

端午节来临，大学校园粽叶飘香，

美好祝福接“粽”而至。今年，除了传

统的肉粽、蜜枣粽，沪上不少高校“上

新”定制粽子。从上海交通大学的抹茶

味糯米粽、同济大学的蒲烧鳗鱼粽，到

上海大学的西米水晶粽——大学的创新

文化也围绕粽子开展起一场场实力比

拼。除了品尝情有独“粽”的新口味，

传统节日元素也悄然融入丰富的校园活

动中。

如今，会包粽子的年轻人越来越

少。上海大学宝山校区食堂的开放日活

动中，不少同学们撸起袖子，来了一番

包粽“初体验”。有人很快发现，包粽子

并不简单，手中的糯米“不听话”，一边

裹一边漏；还有的同学，好不容易把粽

叶裹起来、却发现绳子扎不好，一不小

心粽叶就散开、漏出了糯米……在几位

大厨手把手地教导下，大家慢慢学会了

收口，并用绳子把一个个粽子扎得结结

实实。“让年轻学子亲力亲为，更有助于

他们体验传统节日的仪式感。”上海大学

后勤保障部总务办饮服中心主管余登丽

表示，本月初开始，学校各食堂均有各

式口味粽子供应，并推出了多种形式的

体验活动，让同学通过动手实践，体验

传统习俗的魅力。

这个端午节前夕，上海交大请在校

生免费吃粽子——学校一共派送约14万

只粽子。不少同学“先尝为快”，软糯香

甜的糯米搭配清新的抹茶粉、夹着红豆

沙馅，香气浓郁、甜而不腻。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交大此番“上

新”的粽子包装盒，设计上也独具匠

心，融合了爱国情怀与端午元素。盒体

以粽叶的绿色为底色，点缀以橙黄色的

文字和纹饰；盒体两侧一面印有校训

“饮水思源，爱国荣校”，另一面是校

友、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旭华院士的一

句话“国家也好，家国也罢，有国才有

家”。包装背面选用的主体建筑形象为学

校的新行政楼和旁边的龙舟河道，龙舟

上还有拟人化的小粽子们。据学校相关

负责人介绍，这代表着一代代奋发图

强、齐心协力的上海交大人，克服重重

困难，风雨同舟，先驱们的精神也鼓舞

着更多厚积薄发的上海交大学子披荆斩

棘、踏浪前行。

今年，在端午文化交流游园会上，

上海交大中外师生通过包粽子、做香

囊、系五彩绳、品尝异域美食等趣味活

动，领略中华民族端午传统民俗的魅力

和全球文化的多元交融。古筝、古典舞、琵琶独奏等丰富

的中国风表演，也让师生深切体会到中国文化深厚的底蕴和

内涵。

作为长期关注民俗文化和传统节日的学者，华东师范大

学民俗学教授田兆元介绍，端午节可被视为中国人的“狂欢

节”，活力、浪漫和快乐是端午文化的底色。在历史上，端午

节的内涵极为丰富。正如老百姓用吃粽子来纪念屈原的传统

一般，这些历史故事和传说就源自浪漫的楚文化。

在田兆元看来，多元的民俗活动正助力传统文化在当代

复兴。比如，在端午期间密集上演的龙舟竞渡，就是端午传

统的回归。“很多人只知道龙舟，但实际上凤舟竞渡也是一种

重要的活动。过去上海黄浦江里也有凤舟，眼下，湖北、四

川、广东等地都还保留着这样的仪式。”他也建议，更多年轻

人能积极参与和传承龙舟、凤舟竞渡等民俗文化活动，展现

奋发向上的端午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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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学生体验包粽子。 （校方供图）

■本报记者 储舒婷

本报讯 （记者张鹏）2023年上海市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文化考试成绩即将公

布。昨天，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6

月23日 （星期五）14时至7月3日 （星期

一）12时，考生可登录上海市教育考试院

“上海招考热线”网站“成绩查询”栏目或

东方网、“一网通办”PC端、“随申办市民

云”移动端，输入本人9位高考准考证号和

密码（考生本人身份证最后不含字母的6位

数字） 查询统一文化考试成绩。网上可查

询到的科目成绩为语文、数学、外语（6月

份）以及附加分。

6月24日 （星期六） 起，考生成绩通

知单将由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分公司 （EMS） 按照考生高考报

名表上填写的本市通信地址投递到考生

家中。

考生成绩通知单提供以下内容：语

文、数学、外语 （1月份、6月份） 科目成

绩；考生选考的3门等级考等级及对应分值

成绩；总分和附加分。

考生可于6月24日8时后，通过中国邮

政速递物流官网查询成绩通知单投送情况

（具体操作办法如下：点击进入高考成绩

通知单界面查询，输入本人准考证号及

相关验证码，即可搜索到考生本人成绩

通知单的邮件号及邮件投送情况）。成绩

通知单经两次投递后仍未收到的考生可

拨打查询电话：021-52609738（查询时

间：6月24日至25日每天8时30分至17

时）。6月28日12时后，仍未妥投的高考成

绩单全部退回上海市教育考试院 （地址：

杨浦区民星路465号）。

考生若对本人成绩有疑问，可在6月24

日（星期六）9时至16时，登录上海市教育

考试院“上海招考热线”网站“成绩查

询”栏目申请成绩复核。成绩复核科目为

语文、数学、外语（6月份）。

6月 25日 12时起，考生可登录“上

海招考热线”网站查询成绩复核结果，

成绩复核结果查询截止时间为7月3日12

时。成绩复核只核查答题纸姓名、准考

证号是否与考生本人对应，试卷有无漏

评、漏阅，小题得分是否漏统 （登），各

小题得分合成后是否与提供给考生的成

绩一致等；不重新评阅答卷。复核结果

只向考生提供所复核科目的成绩总分。

不得查阅答卷。

本周六起成绩通知单将投递到考生家中

    年上海高考成绩明日公布

拧开螺丝、撤出垫片，一支长约20厘

米的石英管子从带着黑色灼烧痕迹的陶瓷

保护管中“冒出头”来。看到乌黑泛光、

表面起泡的铟硒半导体晶体，中国科学院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究员刘学超兴奋地

说：“很成功，晶体在太空长得不错！”

昨天，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迎来了神舟

十五号载人飞船带回的空间站高温材料

科学实验柜 （高温材料柜） 首次下行材

料样品，以及无容器实验柜下行的第四

批样品。这些从空间站旅行归来的材料

样品，被来自天南地北的科学家分别接

回实验室。他们将从中求解材料科学的

奥秘，为提升我国先进材料的工艺和性能

探索新路径。

期待接收材料，兴奋到失眠

6月4日，装在高温材料货包中的高温

材料柜与无容器实验柜中的样品，随“神

十五”载人飞船返回舱从中国空间站返回

地面。本批次样品包括5个高温材料实验

样品和3盒无容器材料实验样品，分别涉

及高温合金、半导体材料、功能晶体等。

昨天的交接仪式上，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空间应用系统副总设计师刘国宁将这批

样品郑重地一一交接、分发给了中国科学

院金属研究所、半导体研究所、上海硅酸

盐研究所和西北工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上海电机学院的科学家。

“得知今天接收材料，我们兴奋得凌晨

两三点都没睡着。”作为高温材料科学实验

系统主任设计师，刘学超掩不住内心的兴

奋。作为我国最新一代的空间材料实验装

置之一，高温材料柜是开展太空微重力材

料科学实验的重要平台。2022年10月31

日，该实验柜成功发射入轨，迄今已稳定

在空间站运行200多天。

由于晶体生长缓慢，一旦实验启动，

需要少则十几小时、多则上百小时的连续

值守。为此，高温材料实验系统团队在北

京的地面控制中心开启了“双岗双人”的

值班模式。

天上一分钟，地上十年功。为与空间站

实验获取的样品进行比对，科研人员还在地

面上进行了大量匹配实验。“这张图上有33

万个数据点，来自十几个小时的地面实验。”

刘学超指着一张图纸说，只有这样，才能保

障天上仅有的实验成功。今年5月，高温材

料柜完成了第一批空间材料科学实验，这次

带回的5个样品是它的首批成果。

打开第一支样品，晶体生长良好

交接仪式现场，刘学超打开了第一支

样品管，一眼看上去，晶体生长良好。这

支样品管中的铟硒半导体样品，是上海电

机学院教授金敏的“宝贝”。一次偶然的机

会，金敏教授在办公室“手撕”铟硒半导

体这种层状材料，无意中将其折叠又展

开，发现它竟然没像其他半导体材料那样

脆生生断裂，而是具有柔韧的塑性。于

是，他对这种材料产生了兴趣。

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科学》上发表

相关论文后，金敏又联系更多同行，进一

步研究铟硒半导体。“一般半导体材料在空

间生长，晶体的缺陷可减少上百倍。”金敏

希望从这次获得的空间生长晶体中，探寻

这种材料的更多奥秘。

几乎每位接收样品的科学家，都提到

了空间站微重力为研制新材料带来的好

处。无容器材料科学实验系统主任设计

师、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究员余建定说，

无容器实验柜避免了容器带来的影响，在

空间站微重力条件下，可以获得多种组分

均匀分布的新材料，“有些材料在地面重力

影响下会像水油一样分层，几乎无法做到

水乳交融”。

这次送来的无容器实验柜样品已是第

四批。一只不过15厘米见方的样品盒中，

可装载29个样品，每个样品直径仅有两三

毫米，上天时共带有10盒样品。

此次带回的3盒样品中，既有金属材

料，也有非金属材料。“它们有的对研发大

飞机叶片、提升其性能，将起到重要作

用；有的则意在对小行星早期的星胚形成

过程进行探索。”余建定说，无容器柜自

2021年4月29日随天和核心舱成功发射

后，迄今已稳定运行700多天，“未来我们

还将设法进一步提高实验温度，并在更宽

的参数范围内对材料进行测试”。

筹划二次上天，新一代实验
系统已在路上

刚收到返回的样品，金敏已在筹划铟

硒半导体材料实验的二次上天，“材料的研

制，仅靠一次是不够的，必须经过多次验

证、迭代，才能不断提高性能，接近最终

目的”。

对此，余建定也有同感。如今，上海

硅酸盐研究所正在承担飞机发动机叶片新

材料的研制，“未来要研制第四代高温合金

材料，必须上天研究其性能变化。”

余建定介绍，大多数飞机发动机叶片

的报废，都因为金属材料在浇铸过程中，

从1500℃高温冷却到室温的过程中，由于

收缩不均匀，导致性能不达标。而要搞清

冷却过程，就得把材料体积测得非常准，

“空间站环境受重力影响小，小球形变少，

可更精确地测得体积，还能测试材料的表

面张力和黏性”。这有利于测定浇铸过程中

的基本参数，并据此通过仿真改进工艺。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副所长苏良碧说，

自1992年载人航天工程实施以来，上海硅

酸盐研究所在空间材料实验装置方面开展

了30年研究。目前，他们已投入到新一代

新型材料综合实验系统的研制中。新设备

将利用激光加热，实现材料制备最高工作

温度2200℃以上，与空间站现有的材料实

验装置形成互补。

“神十五”带回的实验样品昨在上海被来自全国的科学家接回实验室

空间站旅行归来的“宝贝”将揭示哪些奥秘

    招考季新观察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

究所的科学家展示从“神十五”

样品盒中取出的存有硒化铟的石

英管。

 本批次随高温材料货包一

同返回的样品中包括五个高温材

料实验样品。

均本报记者 袁婧摄
制图：冯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