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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教育部给冷门专业亮黄牌

一、热点概述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近年来，高校毕业生人数持续攀升，青年就业问题持续牵动社会神经。日前，

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 2025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全力

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通知》中明确，要加强学科专业动态调整优化。各地各高校要结合

本区域发展实际，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主动布局新兴学科专业，扩大急需紧缺学科专业

布点，提高高校学科专业设置对高质量发展的响应度，更好促进供需适配。对就业质量不高的专业实行

红黄牌提示制度，及时调整或更新升级已经不适应社会需要的学科专业。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已进行多次大规模的学科专业调整，近年来更是力度空前。伴随数字

经济、大数据、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等新经济的爆发式增长，催生了大量新业态，一些专业逐渐显露

出与时代脱节的问题。有数据显示，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缺口已超过 500 万，大数据人才缺口将高达 230

万人，新能源汽车人才缺口达 100 余万人，低空经济催生的“飞手”(即无人机操控员)人才缺口达到 100

万人。这种结构性矛盾折射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深层需求——当高质量发展成为主旋律，战略性新兴

产业人才储备已成为影响国家竞争力的关键要素。

二、专业点评

1.教育部：

支持灵活就业和自主创业。各地各高校要充分挖掘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就业潜力，引导毕

业生发挥专业所长，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创意经济、低空经济等多领域灵活就业。配合

有关部门落实灵活就业社会保障政策。充分发挥创业带动就业作用，落实创业支持和减税降费政策，在

资金、场地等方面向高校毕业生创业者倾斜，为高校毕业生创新创业孵化、成果转化等提供服务。

2.中国民族教育：

一直以来，立足服务国家战略需求都是高校本科专业设置的一个重要目标。从新增专业的设计与布

局来看，“数字”“智能”“技术”成为新增专业中的关键词，这响应了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教育、科技、

人才“三位一体”统筹推进的客观要求，强调高等教育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作用，标志着高校本

科专业设置正从传统的学科框架中走出，向服务国家战略的新兴产业靠拢，旨在培养能够引领未来技术

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高素质人才。

2.光明网：

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高校作为教育科技人才的交汇点，是助

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当前，科技创新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战场，我国在芯片制造、核心元

器件、基础材料、医疗器械及精密仪器等领域仍存在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现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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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提高。这要求我们进一步聚焦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部署，在融合发展上持续发力。广大

高校要紧盯科技前沿、服务国家大局，坚持边教学、边科研、边聚人才、边出成果，聚焦关键共性技术、

前沿引领技术、颠覆性技术等，加强深度合作、协同创新，推动高水平科研成果加速产出和转化，为培

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更多动能。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 2025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全力促进高校毕业

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其中明确到，要加强学科专业动态调整优化。对就业质量不高的专业实行红黄牌提

示制度，及时调整或更新升级已经不适应社会需要的学科专业。有人支持此举，认为能缓解就业结构性

矛盾，也有人担忧过度侧重“热门专业”会导致基础学科边缘化。对此，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社会现象）——答题结构【点题表态-分析意义-分析问题-提出对策-

总结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表态：

教育部的这一调整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是适应时代发展和就业市场变化的积极尝试，具有重

要意义……

第二步——分析意义：

有人认为这可以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我认为确实如此……

（1）缓解就业矛盾。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与企业招工难并存，黄牌预警机制有助于倒逼高校优

化专业设置，缓解人才供需错配问题……

（2）增加人才储备。这一决定符合国家战略需求，可以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型领域和产业提

供人才支撑，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提升资源效能。对学科专业的动态调整可以避免低效专业占用过多教育资源，促进资源的合

理分配……

第三步——分析问题：

也有人认为这会让基础学科边缘化，这种担心也不无道理……

（1）不利于教育的多样性。哲学、历史等基础学科虽就业面窄，但对文化传承和学术创新至关重

要，简单裁撤可能损害教育生态多样性……

（2）区域差异可能被忽视。部分专业在特定地区仍有需求，统一调整标准可能加剧区域发展不平

衡……

第四步——提出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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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将就业率与学科贡献度、社会价值等指标结合，避免单一就业导向……

（2）因地制宜科学布局。鼓励高校结合地方产业特点，发展特色专业，避免盲目跟风热门领域……

（3）推动产教深度融合。通过校企合作、定向培养等方式，提升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适配性……

第五步——总结结尾：

教育是国之大计，专业调整既要服务当下，也要着眼未来。黄牌预警制度唤醒了高校的危机意识，

未来需构建兼顾效率与公平、平衡冷热专业的生态系统。唯有如此，高等教育才能真正成为支撑国家发

展的智慧引擎，既培养出适应时代需求的“专才”，也守护好传承文明火种的“通才”……

（二）你怎么办

1.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 2025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提出对就业质量不

高的专业实行红黄牌提示制度，及时调整或更新升级已经不适应社会需要的学科专业。通知公布后，部

分师生对政策理解存在偏差。学校计划开展政策宣传解读活动，如果由你负责，你会如何策划和组织？

◎审题判断——你怎么办（计划组织）——答题结构【点题-分条论述-总结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

教育部提出的红黄牌提示制度是优化高等教育结构的重要举措，但部分师生对政策理解存在偏差，

可能影响政策落实效果。开展政策宣传解读活动，有助于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为后续工作奠定基础。

作为活动负责人，我会从以下方面策划和组织……

第二步——分条论述：

（1）做好准备工作。深入学习和理解政策背景，明确活动目标，并进行摸底调研，了解本校是否

有一些可能被亮牌的冷门专业。根据师生时间安排合理规划活动周期，并提前对接好教务处、宣传部等

相关工作人员。此外，也要提前做好相关政策解读专家的邀请工作……

（2）丰富宣传形式。首先，可以通过举办政策宣讲会，由校领导或专家主讲，系统解读政策背景、

目标及实施细则……其次，开展师生座谈会，邀请各专业的师生代表，倾听意见、解答疑问……此外，

开设线上解读专栏，通过学校官网、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发布政策图解、问答等内容，方便师生随时查

阅……

（3）做好意见收集反馈。通过设置意见箱、开展满意度调查等方式，收集师生对政策解读活动的

反馈，了解活动效果。根据反馈调整宣传策略，确保政策解读深入人心……

第三步——总结结尾：

政策的宣传解读活动是推动政策落地的重要一环。相信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这项政策一定能

成为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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