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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述 

为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使学生有更大的学习发展空间，让

学生能“学其所爱、学其所长”，我校实行自由、宽松的转专业政策，

不设报名门槛。近年来，每级转专业学生有300余人，占年级总人数

的15%左右，转专业的满足率75%左右。 

二、 Q&A 

Q1. 转专业工作流程是什么？如何申报？ 

A1：转专业工作一般每学期的第十五周启动，本科生院网站发布通

知，公布专业接收人数。 下学期第二周结束。具体流程如下： 

本科生院
发通知

学生
网上申请

学业指导

学院
组织选拔

本科生院
公布入选名单

学业指导

学生到新专业
办理报到手续

进入
正常学习

第十五周
及期末

开学前两周 第三周之后

学分
抵免

补退
课程

退
教材  

Q2. 我校哪些类型的学生不能够转专业？ 

A2：目前我校规定如下学生不具备转专业的资格： 

（1）休学（或保留学籍）期间的学生； 

（2）录取到国际学院相关专业的学生； 

（3）招生时确定为定向、委托培养的学生及高水平运动员； 

（4）外语中学推荐并被录取到英语专业的保送生。 

此外，录取到烟台研究院相关专业的学生，只能在烟台研究院开

设的专业之间转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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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无门槛转专业体现在哪里呢？ 

A3： 对学生的成绩不设限制；对学生年级不设限制；对申请专业不限

制；对申请次数不限制。 

Q4.无门槛转专业是否意味着申请即可接收？ 

A4：不是的，无门槛不等于所有学生的转专业要求都能得到满足。有

以下三种情况，可能不予接收： 

（1）有些热门专业的容纳能力有限，报名转入的学生数量远远超过可

以接纳的数量，学院需要对申请者进行面试选拔。 

（2）根据国家招生的有关政策（例如指定专业的定向培养政策等），

不允许有关学生转专业。 

（3）学生本身条件确实不适合转到新专业，包括对新专业了解很少或

身体条件不适合。 

Q5. 目前转专业中比较热门的专业有哪些？  

A5：目前经济学类、工商管理类、园林、生物科学类、食品科学与工

程类、动物医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学与应用数学、传播学、法

学等专业的转专业申请人数较多，在选拔过程中竞争会比较激烈。 

Q6. 我是高年级学生，转专业是否需要降级？ 

A6： 高年级学生若提出转专业申请，如被接收且所修课程未达到转

入专业本年级培养方案规定的必修课学分总数50%者，原则上应编

入低一年级学习，具体是否降级，由转入学院在面试环节确定。 

三、 学长经验谈： 

【“数学与应用数学”转“工业设计”】设计 131班 王圯旭 

以前喜欢临摹点动漫人物，喜欢艺术方面的，看了看专业列表便

相中了工业设计。看了看培养方案，跟认识的那个专业的老乡学姐聊

了聊也觉得不错，就报名、面试、成功地转过去了（没降级，但补修有

些课冲突便只交作业，对打专业基础是不利的）。有几门专业基础课的

确有意思：设计素描，平面构成与设计等等。但还有些更枯燥、无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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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课程。然后专业核心课程也不如想象中有趣。我的个人经历中想

对大家说的就两点： 

1.不要以兴趣为借口。兴趣是很广泛和善变的，可能今天喜欢这

个，明天接触了另一个就转移了；兴趣很可能是表面的，你可能只是喜

欢它表面的美好，当你把它作为主业，日日重复练习、学习其精深难懂

的内容，会不会不再喜欢而是感到一丝厌烦？学好任何学科都得经过

晦涩、艰深的阶段，只有深入了解过才可谈感兴趣与否！我的观点是从

自身优势出发进行专业选择，脑子注重逻辑和抽象学数学就挺好，擅

长实际操作可以去学工科。 

2.早认清自身形势早作规划。尽早认清自身优势、自身家庭形势、

社会形势等，毕竟大多数人上大学还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比如，我认识

有贵州的同学学动科，想毕业后回家发展家畜养殖业，家里有经验，家

乡政府也扶持；有同学想从事科研，这几年大大小小的 urp、科研比赛

等参加了不少，获奖不少，虽然绩点不高，但学术保研了（这些都可以

在校网上查看，更可以向老师、学长学姐等咨询）；也有同学家庭条件

不好，想尽早工作，早早了解信息，大三后开始实习积累经验。我的建

议是大二结束时对此就要有清晰认识，国内读研的争取保研，出国、工

作的做准备，其中工作也分很多种：国企、私企、外企、公务员、选调

生之类的。对于信息的获取，咨询老师、学长学姐都可以，他们也大都

会耐心解答，尤其是把自己走过的弯路告诉你；另外自己对于信息的

搜集和筛选也需要锻炼，现在网络发达，好好利用吧；也不要局限于校

内资源，校外资源如行业顶尖、名校老师、其他学校学生等也可以啊，

有同学想做科研就早早地发邮件咨询了许多名校的老师，得到一些指

导和建议，这无疑对其学术路线的规划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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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业科学”转“应用气象学”】气象 131班 杨诗妤 

 转专业申请过程: 

1.想清楚自己未来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了解各专业的具体情况，

以此为参考分析自己为什么不喜欢现在的专业，想好自己想转的专业。

专业没有好坏之分，只有自己喜不喜欢。决定过程中听听家长，老师，

学长学姐的多方建议。（个人当时离开草业科学只是不太能接受饲草的

味道，不太喜欢每天泡实验室做实验。草业科学也是大有发展的领域

呢。自己不排斥搞科研，喜欢做数字统计分析，通过分析揭示一些规律

让自己很快乐，选择了应用气象） 

2.补课的压力衡量转专业是否需要降级。（建议想转专业大一就积

极关注转专业信息，争取大一下就能进入新专业） 

3.转专业是按自己的兴趣来选择，不需要担心一个全新的环境自

己能不能适应，只要努力，困难都是能克服的。 

4.农大转专业的政策超级棒，基本算零门槛，很感谢学校提供这

么好的条件。学院组织转专业面试，大家真的能表现出对想转专业的

喜爱，对转专业自己是有过深入思考和分析的，当你的转专业理由能

打动你自己的话，相信新专业的老师们都会同意接收你。 

5.具体流程:关注学校转专业的公告，按要求申请；关注学院公告

或学院短信通知，按时参加转专业面试；关注学校公告，查询转专业结

果。转专业成功，就能进入新的班级了。 

 新专业的适应: 

1.和新同学一起住，一起学习生活，会熟悉得快很多（自己转专业

是大一下，当时还和动科同学一起住，一起上课做实验，积极参加班级

活动，和班级同学比较熟悉；大二东迁西和资环同学一起住，积极参与

学院组织的活动，积极担任班委，渐渐就认识了全院的同学） 

2.适应新环境需要时间，刚开始和新同学不熟悉，很多事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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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不要太担心，积极和新同学沟通交流，积极参与各类活动，一

起度过一些快乐的时光，大家的关系会慢慢好起来。既然在之前的专

业能找到好朋友，那么在新的专业也要相信自己可以的。 

3.补课。需要补修的课程，一定要按学院的要求按时补修。建议转

到同一学院的同学大家一起补修。一般是和下一年级的同学一起上补

修课程，也可以认识一些下一年级的同学，积极沟通上课涉及的信息。

补修课和其他学期必修课有冲突了，及时和上课老师沟通，老师们人

都挺好的，会理解大家转专业补修的难处，但有考试一定要记得去考

试。（自己趁大二下课少时和其他转到资环的同学补修完了 4门补修课，

虽然东西区来回跑比较辛苦，想想自己之后能学自己喜欢的专业，一

定要坚持下来。） 

 学业规划: 

补完所有课程后，转专业的你和院里的同学上的都是一样的课程

了。在选择专业的时候能想好自己要不要搞科研是最好的，想搞科研

的话，在补完课之后就能参加一些国家级、北京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

目等科研类的项目，同时最好从大一就好好学习，争取拿到保研资格，

能有机会进入其他更好的学校深造；想毕业就工作的话可以找些实习。

当然在顾着学习的同时，还是得多参与各类学校、学院、社团活动以及

一些志愿活动。 

经历过转专业，大家会更多地思考自己想要什么，会更努力地向

自己的目标靠近，祝福大家都能进入自己想学的专业，前程似锦。 

 

【“计算机”转“经济类”】金融 131班 王新程 

我从信电转到经管之后，大二又指导了几个信电的学弟学妹转到

经管。所以我个人对转专业还是有一些感触的。下面我就来分享一下

我自己从信电转到经管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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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填报的所有大学的第一志愿都是经济

学。查到农大的录取信息之后，才发现自己被调剂到了计算机专业。

来到农大之后，为了验证自己是否真的对经济学有兴趣，我在大一上

学期旁听了三个老师教授的微观经济学课程。在听课过程中，我感觉

自己非常喜爱经济学。因此，我确定自己如果转专业，之后三年多的

学习生活我是能够接受和坚持下来的。同时，我认识了一部分经济专

业的同学，这也为日后我对新学院的适应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凭借着

我旁听的微观经济学课程，在转专业面试中，我非常清楚地阐释了不

少经济学的专业知识。这让面试的老师明白，我不是心血来潮或者随

波逐流才要转到经管学院，我做出转专业的决策是经过了周密的准备

和认真的计划的。 

在这里我要给学弟学妹们讲讲我同学的故事。当时我们班一共有

七位同学想要转到经管学院。其中两位同学已经通过了转专业面试，

只需转交档案就可以转入经管学院。但她们俩仅仅听了一节宏观经济

学课，就对我说：“我们觉得转专业之后要学到的东西太虚了，还是

学一门计算机这样的技术比较踏实。”几天之后她们就放弃了转专业

的想法。对于这件事我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我认为在转专业之前一

定要对将要转入的专业有一定的了解，否则如果出现像我这两位同学

这样的情况，岂不是白白浪费了自己为转专业做准备的时间？ 

我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至少兴趣可以让你不至于在接下来

三年多的大学生活中备受煎熬与折磨，不是吗？一定要确定自己对即

将转入的专业是否真的喜欢，是否真的有兴趣。 

 当然，转专业之后难免会有一段时间不适应。我推荐各位转入

新专业的学弟学妹们积极参与班级活动，在班级活动中多与新同学交

流沟通。参与班级活动是认识新同学和融入新集体的最好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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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怕挑战，那你可以申请当一名班委。成为班委之后，和新同

学的联系必定会增多，也可以大大加快你适应新环境的速度。 

 总之，想要转专业的学弟学妹们，一方面要确定自己对想要转

入的专业是否真的感兴趣；另一方面要提高自己大一上学期的绩点，

以增强自己在转专业选拔当中的竞争力。最后，祝各位学弟学妹顺利

转入自己的理想专业！  

四、 建议： 

1. 不要盲目，理性选择 

 认识自己的兴趣、能力 

 明确自己的学业发展方向  

2. 多渠道了解拟转入专业的情况 

 查看学院网站、本科生院网站“转专业专栏”； 

 企业号“教学服务”平台，预约该学科的“一对一咨询”； 

 咨询学院教务老师、专业教师、学长。 

3. 充分了解转入专业的学习压力  

 应在最长学习年限内完成新专业培养方案，一般专业六年，

动医专业七年； 

 降级或课程补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