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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什么拯救理工科？ 

曾经“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丌怕”，而今却是“逃离理工科”成潮流，问题究竟出在哪儿?我们又该拿

什么拯救理工科？ 

 

 

中外都在“逃离理工科” 

34 岁的丸幸弘是日本异色研究者集团的 CEO，在他带领下的异色研究者集团尝试以商业

行为的力量解决日本儿童不喜欢理工科及学习能力低下的问题。 

丸幸弘在东京大学取得了农学博士学位。在他看来，在 2000—2001年左右，日本社会

开始对“理工科被疏远”的话题投入关注。日本总务省估计：日本数字技术行业缺少近 50

万工程师，日本青年人正在向西方靠拢，偏向选择金融、医药或艺术行业，而不愿进入“平

淡无奇”的制造业。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逃离理工科”正成为潮流。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最优秀的学生争着上理工科，而现在则纷纷选择金融、管理等热门专业。城市家庭的

孩子尤为明显。根据麦可思调查显示，2012届来自“非农民与农民工”家庭的毕业生中，

就读理工科专业的比例，本科为 40%，高职为 53%，分别比来自“农民与农民工”家庭的该

比例低 12个和 10 个百分点。 

是否是因为就业不理想而导致理工科被疏远?事实上并非如此。《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

业报告》显示，工科专业就业优势明显：2010、2011届工学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分别

为 93.3%和 92.5%，且薪资收入也不低。可为什么城市的学生对就业占有优势的工科专业，

就读意愿不高呢？ 

 

工科就业好，为何选择少？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杨钋在接受本文记者采访时表示，城市学生较农村学生更少选

择理工科，可能有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农村和非农村生源选择专业的动机不同，获取信

息的途径也不同。根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2012年对北京 3.2万余名本科、专科生的调查显

示，非农村生源选择专业动机是看重能否建立人脉关系以及是否能更容易通过专升本、留学、

研究生入学考试等；而农村生源选择专业的动机更多是扩大视野、增进对社会的了解、提高

自我认知和明确自己未来发展方向。其次，就业率和就业质量并不是选择专业的全部原因，

非农村生源可能更加看重工作所提供的生活环境和发展空间。理工科专业的就业地点可能在

非一线城市，工作地点流动性大，工作环境较差。在这种条件下，城市生源可能会回避理工

科专业，而选择未来工作环境较好专业。以工科专业为例，根据麦可思 2012届毕业生就业

调查显示，工科大类月收入中位数与其他专业无显著差异，仅在收入分布的 75%分位数点之

上，其收入才开始高于其他专业。因此，规避收入风险的城市生源也可能因此而不选择工科

专业。 

毕业于中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伊洋，目前在北京一家生物疫苗公司工作。她向本文记

者表示，她现在的工作就是“凑合”，基本是在做模仿其他国家做过的事情，原创含量很少。

工作内容枯燥乏味，工资收入一般。伊洋这样描述她一天的工作状态：八点二十到单位，打

扫一下卫生区，有实验就做，没实验就在办公室和其他同事聊天。中午吃饭，下午到点上班，

重复上午的工作，五点下班。伊洋对做重复、枯燥的实验兴趣并不高，她认为在这行没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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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空间，现在的工作只是“缓兵之计”，计划出国读书的她目前正在准备托福考试。 

中国高等工程教育认证协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教授王孙禺教授曾指出，大量拔

尖学生不再“投身”水利水电、测绘地矿等工科专业，而一拥而上地奔向金融、法律等行业，

同样也说明了当代大学生选择职业的价值取向：经济、金融、管理等领域不仅“有名有利”，

而且过上光鲜亮丽的“白领”“金领”生活，是多数人的期待。但这实际上有悖中国市场需

求，理工科人才培养是高校的当务之急。面对学生、家长对理工科兴趣的每况日下，如何让

社会大众对理工科重新提取兴趣？ 

 

关注大学前的理工科培养 

避免大量优秀人才逃离理工科带来的失衡，提高学生对工程、科技的兴趣，这或许要从

幼儿园开始。 

美国工程教育学会为了激发孩子对理工科的兴趣，专门开展了一项名为“K12”的工程

教育计划，“K”的意思是幼儿园（5~6岁），“12”代表 12年级（通常在 17~18岁）。计划

旨在从孩子们上幼儿园开始到进入大学前系统地培养他们对理工科的兴趣。 

此外，杨钋向本文记者介绍，美国同时还在研究如何提高 STEM 专业的生源和就业劳动

力数量。其中 ACT（美国高考）等机构在进行对高中生的科学素养、高中选修科学课程情况

和大学阶段选择科学专业兴趣的研究，也在为提高学生对理工科的兴趣而努力。 

美国 ACT在其“发展 STEM教育管道”的研究中指出，美国学生对工科的学习兴趣正在

下降，在过去的五年中，ACT对学生主修专业兴趣的测试显示，学生对计算机和信息科学的

兴趣已从 4.5%下降到 2.9%。ACT的研究表明，学生最有可能在大学选择 STEM专业，主要因

为他们在进入大学前就开始学习具备大学水平的科学和数学课程。 

ACT的研究成果也为教育界和政策决策者给出了拯救理工科教育的良方。学校应该建立

中学教育和中学教育后的衔接工作，在适当的时候评估和改进 K-12课程的框架，确保语言

艺术、数学、科学的重要性；其次，为了提高学生学习 STEM课程的能力及技能，ACT建议

所有高中学生参加至少三年严格、具体的大学数学和科学预科课程学习；各学校应招聘、培

训、指导并奖励、留住那些在数学、科学与技术专业的高素质教育工作者。ACT会继续帮助

教师、辅导员、家长了解 STEM计划，让他们鼓励学生进入这些领域。启动新的奖学金计划

并扩大现有的奖学金计划，吸引更多学生进入 STEM领域。 

同时，ACT建议教育机构在学生小学时对其进行基础科学和数学技能的评估，以了解学

生水平。同时完善对初中和高中生科学和数学的学习进度评估，建立 STEM课程评估模型，

并确保模型的严密性和有效性。 

在杨钋看来，美国的“K12”计划和“STEM 计划”对中国理工科教育有着更多的启示意

义。我们需要拥有危机意识，中国虽是理工科毕业生大国，但是毕业生质量与其他教育强国

的理工科生相比是否处于优势地位还有待考证，同时我们需要了解中国拥有达到要求技能水

平的理工科毕业生供给情况，并研究供给与我国产业升级需求之间的匹配情况；其次，需要

进行充分的调研，我们目前不清楚高中生的科学素养水平如何，以及他们对大学理工科专业

的兴趣程度，也不清楚大学理工科学生的整体发展路径和求职就业情况。这些都值得进一步

研究，以便于为国家的政策调整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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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做无意义的闲谈， 

我们是靠谱数据的生产者； 

我们不提供杂货铺千篇一律的商品， 

我们是高教管家，贴心定制。 

专注高等教育，麦可思良心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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