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填报志愿 是高考成功的一 个非常重要 的环 节。 志愿 填报得好 ， 会使考试分 数得 到充分 的利

用 。 如 果 把好学校 比作 熊掌 ， 把好专业 比如鱼 ， 你想要 哪
一 样 呢 ? 相信很 多考 生和 家长肯定会

异 口 同声地说 ： 我们都 想要 ， 可 是 这 不 可 能呀。 其 实 ， 在填报高考志愿 时， 只 要 遵 循下 面几 条规

律 ，

“

鱼
”

和
“

熊掌
”

亦可 兼得 。

填 报 志愿 的八 字方针
填报志愿 不 是 撞 大运 ， 而 是 有规律可 循 的。 根据 多年 的研 究 ， 我总 结 出填报志愿 的八 字方针

知己知彼 ， 积极慎重 。

怎样 做 到
“

知 己
"

第一

， 要 知道 自己高考 的总成 绩。

全 国高考 填报志愿 的时间有三 种 ： 第 一

种是 考前填报志

愿 ，

一 般来说 ， 把 一 模 、 二 模 的成绩加在 一 起 除以2 ， 就可 以作

为自己高考 的预测分 数。 第二 种是考后估分 填报志愿 。 比较 严

格的估分 ， 就是把各 门课 估分加在一 起 ， 即是高考成绩的估分

参考。 第三 种是考后知分报志愿 ， 这 就不 需要估了， 你 自己会 知

道 高考 的总分 是 多少了。

第二 ， 了解 自己 的总 分 在学 校 、 区 里 甚 至 市里 的排 名位

置 。 高 考总 分 很 重 要 ， 但 考 生 把握 自己 在学 校、 区 里 、 市里 的

排 名更 重要 ， 这 些 信息 是可 以在 当地 的教 育考试 院 的网站上

查询到 。

第三 ， 考生要 了解 自己填报专业 的相关分 数 ，

一 般说 来 ，

招生学校对考生报考相关专业 的成绩要求比较高一 些 ， 例如 ，

考生 甲报中文系 ， 那 么 对他 的语 文成绩相对要求要 高 一 些 ， 如

果他语 文成绩很 突出， 被录取 的可 能性就很大 。 考生 乙也报中

文 系 ， 两 个人 的总分 相 同 ， 但 考生 乙语 文 成 绩差 ， 招生 学校会

录取 甲不 录取 乙 。

第四 ， 考生 要 明确 自己是 否 有加 分 ， 国家政 策允许加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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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在高考总 分 内 ， 成 为投 档 的分 数 。 但 是相 当多的学 校 ， 在

录取 时是按 照 实分 来排 名录取 的， 这 就要 求考生仔细 研 究要

报考学 校 的招生 章 程 ， 必 要 时 电话 咨询 ， 或 者 当面 咨询 这 个

问题 。

第五 ， 考生要 了解 自己的身体检查情况 。

考生不仅要了解自己的体检结果 ， 同时还 要 了解报考学校的

专业 对身体条件的要求 ， 因为有些专业 对身体要求比较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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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做到
“

知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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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 了解报考学校的录取 分数 ， � 般来说f 把你报考 的
藏 壤骛 蕊 疆 ％

高校在本省连续三 年的录取分 数加在 一 起 除以3 ， 就是推测该

校 今年录取 分 数 的一 个参考。

第二 ， 了解该 校填报 志愿 是 不 是 有分 数级 差 ， 大 多数高

校都 有志 愿 分 数 的级 差 。 例 如 ： 第 一 志愿 填报该 校 它的录 取

分 数 是 6 0 0 分 ， 第 二 志 愿 填报该 校 它的录 取 分 就可 能是 6 3 0

分 ， 甚至 6 5 0 分。

第三 ， 要 了解所报学 校招生 的
“

大小年
”

情况 。

填报 志愿 的八 项 注 意

1
充分 掌握 高考招 生 的相 关信息 ，

重 点抓 三 个方面 的信息

第 一

， 了解 当年高考招生 的形式 ， 比如 了解该 省当年是 否

实行平 行志愿 。

第二 ， 反复研读全国各省高校在本人所在省的招生章程、

招生专业 、 招生 人 数等 ， 作为填报志愿 的重要依 据 。

第三 ， 反 复研 究全 国普通 高校在本人 所 在省招生 的录取

分 数以及 近 几 年 的统计 资料。 包括三 年 内全 国高校在该 省招

生各专业 的计划数、 上 线人 数、 录取 人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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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谓
“

大年
”

， 是指去年报考某 校 的人 数非常多， 而 该 校

的招生 名额 又 有限 ， 例如 ， 报名5 0 0 0 人 ， 该 校 只 招 i 0 0 0 人 。 于

是 ， 今年高 考不 少考生不 敢报这个学校 了， 这个学校今年又 可

能成为
“

小年
”

， 比如有1 2 0 09 ,
． 报考了该校 ， 它的招收名额还 是

10 0 0) ,
． ， 那 它今年就是

“

小年
”

了o
“

大年
”

、

“

小年
”

是考生对这

个高校 的期待造 成的， 是考生心 态状况造成的， 考生 对 自己报

考学校 的大小年情况也 要 有一 个充分 的估讥

怎样做到
“

积极慎重
"

。

?

?

第一

， 所 谓
“

积极
”

就是要 有实事求是 的态度 ， 不 要 缩手

缩脚 ， 不 要 太低估 自己 。 我这 里 特别想强 调 的是农村考生 ， 因

为有的农村 考生 家庭条件 比较 困难 ， 家长希望 孩子 能上 大学

就 行了。 这 种心 态往往会 造 成高分 低 就 的局 面。

第二 ， 所 谓
“

慎重
”

就 是 要切 合实际 ， 不 要 盲 目听人 讲什

么
“

高考会 超 常发挥
”

之 类的， 要 根 据 自己 的平 时成绩 ， 综合

考虑后再作决定 。



2充分咨询 
充分地向要报考的学校，或者向现在就读学校的负责 

管理填报志愿的老师咨询，以得到更多的信息，更好地知己 

填报志愿学校重要还是专业重要 多 
我认为，学习成绩优秀的考生，在学校和专业的选择上， 

以学校fa~，因为进入了好的高校自己的素质会得到很大提 

高，进入社会会很快适应，有广泛的发展前景。成绩中等的考 

生在学校与专业的选择上，我建议两者兼顾，既选一个相对比 

较满意的大学，也选一个相对比较满意的专业。对于成绩差的 

考生，在专业和学校的选择上，我建议争取有大学念，不能挑 

剔学校，这些学生在专业选择上，我建议最好选农、林、水、 

地、矿、油等专业及比较艰苦的专业，因为这些专业的录取分 

数比较低，录取的机会比较大。 

兼顾实力和兴趣 

考上自己理想大学靠什么?就是靠实力，说白了就是靠 

高考的总分。填报志愿实力是前提，实力是基础，当然也要考 

虑到自己的兴趣爱好，但是不能兴趣至上。实力允许我考虑 

兴趣，我就考虑兴趣，实力不允许我考虑兴趣，我就不能一味 

充分重视第一志愿 

第一志愿报得好，可以说是高考录取成功了95％，很多学 

校有规定，在第一志愿没有录满的基础上才接收第二志愿考 

生。而且还有报第二志愿的级差问题。人家报第一志愿600分 

就被录取，你第二志愿填报可能就需要630分。 

中国高考志愿填报改革正在实行平行志愿录取方式，所 

谓平行志愿录取方式，就是每个录取批次的学校中，考生可 

填报若干平行的学校，然后按照 “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 

则进行投档录取，改变了过去志愿优先的录取原则。 

厂 囝拉开志愿学校的分数梯度 
填报志愿时，无论是第一批次、第二批次、第三批次，每 

个批次的几个志愿学校都要拉开一定的分数梯度。例如，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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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报北京大学生物系，第二志愿报清华大学生物系，实际上 

北京大学提档进不去，清华大学你也进不去。因为这两所学校 

都是全国著名的学校，录取分数线相当接近。如果你第二志愿 

报北京理工大学，有一定的分数梯度，就比较合适。 

另外，也要注意填报志愿时的专业级差分数。比如说，你 

第一志愿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每个专业的录取分数也是不一 

样的，有的专业分数高一些，有的专业分数相对低一些。 

考生除了要注意报考学校分数级差的问题，也要注意同 

一 学校不同专业的分数提档问题，形成一个合理的志愿学校 

和合理的专业结构。 

填报志愿要考生做主／ 
据我十几年关于高考填报志愿的研究，相当多的考生忙 

于学习，对填报志愿的情况了解甚少，实际上都是爸爸、妈妈 

帮助收集资料，爸爸、妈妈出主意，事先把志愿给孩子填好 

了。有的家长会跟孩子商量—下，有的家长甚至都不和孩子商 

量就让孩子抄上去。 

一 定要改变家长把自己的意愿强加或者变相强加给孩子， 

一 定要明白上大学是孩子上大学，不是家长上大学。上了大学孩 

子发现自己不喜欢这个专业，对学习就会产生不利影响。 

我建议填报志愿时，坚持十六字方针，即：充分讨论，民 

主协商，学生做主，家长参谋。 

家长与 

要心平气和 

填报志愿的时候家长和孩子可能意见不一致，这是很正 

常的现象，因为大家从不同角度看问题，才会出现意见不一 

致的现象。我们不要害十白填报志愿时家长和考生出现不同意 

见，关键是在这些不同意见中发现哪些是有利于我们的条件， 

哪些是不利于我们的条件，均衡利弊选择才是我们的目的。高 

考填报志愿如果大家意见不一致，着急上火，就容易造成判断 

失误，容易造成情感代替理智，影响填报志愿的准确性和科学 

性，后果是孩子吃亏。 

填报志愿是大事。是难事。但是只要做到八字方针#nYk 

项注意，一般来讲还是能做到比较准确、比较科学的。 

衷心祝愿考生金榜题名，家长心想事成。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