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志愿填报是每年招生季考生和考生家长的“头等大事”，怎样选择理想的院
校、合适的专业，不仅要根据考生的分数和位次号来选择制定填报策略，也要全面了解
目标院校的层次、实力、特色和文化底蕴，同样还要考虑考生与填报专业的“适配
度”——是否与个人兴趣、爱好、特长、志向相匹配。考生需要通过搜集获取各方信息
全面了解院校专业，准确定位目标，读懂志愿设置，掌握政策变化，尊重自身意愿，科学
填报志愿。下面谈几点建议，希望能给予广大2022届高考考生一些帮助。

三看三问，从容选择理想大学和合适专业

“本科选好大学，研究生选好导师”现今被奉为志愿填报的黄金法则，选理想大学
前应要三看：一看大学层次，是否“双一流”、“2011计划”、省部共建以及省重点建设高
校等。二看大学实力，比如办学综合实力、师资力量和学科实力、人才培养和科研水
平、在各类大学排行榜中的排名情况等。三看大学文化，学校的办学历史、办学特色、
校园文化等。浙江工业大学是“省部共建”高校，入选国家首批“2011计划”和首批“省
重点高校建设计划”。学校有化学、工程学、材料科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农业科学、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计算机科学、药理学与毒物学等8个学科进入ESI全球学科排名前
1%，去年科研经费到款10.32亿元，综合实力排名稳居全国百强高校。

选择专业时要结合考生个性特点，尊重自身兴趣、志向，同时坚持三问。一问专
业层次，专业有没有入选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双万计划”，是不是国家、省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有没有经过教育部等专业认证。二问学科实力，专业所在学科是否是国
家、省一流学科，有没有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以及国家、省部级教学科研平台和精
品课程、教学名师等教学资源多不多等。三问就业前景，专业对应产业行业是否国
家、省规划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或重点发展产业。浙江工业大学拥有1个国家重点培育
学科、18 个省一流学科，9 个博士后流动站，13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2 个博士
专业学位授予点、29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3 个一级学科未覆盖硕士学位授权
二级学科、22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予点；有 52 个专业入选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双万计
划”，其中 38 个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4 个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有 17 个专业
通过教育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学校去年本科毕业生升学率达 41.42%，2021 届本科
保研率达12.6%。

形成梯度，精准填报80个专业平行志愿

考生填报专业平行志愿应坚持“梯度”和“冲稳保”相结合的原则和策略，80个专业
平行志愿要形成“梯度”，既可以学校“梯度”为主线，也可考虑专业“梯度”优先，将 80
个专业志愿按其往年录取的最低位次进行“梯度”排序，传统的“冲稳保”志愿填报策略
现今仍然适用。此外，要注意了解专业（类）的录取条件、招生计划数和专业热门程度
等方面的情况。一是要关注填报时的选考科目、体检、英语单科成绩等专业录取条件，
特别要注意招生专业（类）选考科目设置要求有“或”有“和”。二是要关注专业的“冷
热”和招生计划数的“多少”，考生在填报专业志愿时要平衡把握好“冷热”和“多少”，如
浙江工业大学的化工与制药类、机械类、药学类（“2011 计划”创新实验区）、计算机类
等招生计划数均达 150 人以上，可大大提高录取可能。三是要关注高校的转专业政
策，选择心仪高校的冷门、低分专业填报，后续通过自身努力和转专业政策通道最终进
入感兴趣的专业就读，也是一种“曲线式”的志愿填报策略。浙江工业大学自 2016 年
起全面放开转专业，学生在第二、三、四学期都有转专业的机会。

识变应变，密切关注招生政策变与不变

今年高考改革、教育改革等的一些新变化，需要考生特别注意。一是去年开始新
两段线分别按实考人数的 60%和 90%划定，另按实考人数的 20%划定特殊类型招生
控制线，变中有“不变”，考生可以参照 2019 年、2020 年以及 2021 年《浙江省普通高校
招生投档及专业录取情况》，结合自己成绩位次号，对标定位，精准填报。二是新的两
段划分后，一段线上考生、特别是前 20%的考生要注意 80 个专业平行志愿务必形成

“梯度”，尤其要选好保底的学校和专业，防止“掉段”“滑档”。此外，考生要注意新政策
带来的相关时间安排变化，普通类提前录取和第一段、艺术类第一批和第二批第一段、
体育类第一段和地方专项、高校专项、高水平艺术团、高水平运动队等都在同一时间段
填报志愿。三是今年大多数省属高校“三位一体”采用线上面试的方式，部分考生可能
入围了多个高校。已经“入围”考生要积极全面了解相关高校的专业情况，比如是否可
以转专业、体检是否符合等，给自己多一次更好的选择机会。浙江工业大学 2022 年

“三位一体”计划招生 500 人，录取机会大，热忱欢迎“入围”考生积极填报。四是今年
省内高考报名人数增加，省属高校招生计划较往年有一定的增量。考生应合理定位，
关注心仪高校的招生计划变化，合理调整自己的填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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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志愿填报是学生人生道路上一次重大选择，其填报结果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大
学生活和今年的职业发展方向，是其人生轨迹中的关键一环。而高考志愿填报本身是
一项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极具个性化的工作方案。因此，很多学生和家长
既感到高考志愿填报的重要性，面对众多的院校、专业选择又感到非常迷茫。在此，笔
者结合多年招考工作经验给考生和家长提几点建议供参考。

“政策”“变化”两知晓，熟悉掌握录取规则

今年虽然是我省实施新高考招生录取的第六年，但是对于今年的考生来说则是第
一次经历高考，这就需要考生和家长提前充分了解新高考改革的的变化，还要吃透各
个高校的招生章程，在此基础上确定志愿填报的技巧和策略。

目前，浙江省高考录取为普通类、艺术类和体育类三类进行。普通类采用分段填报
志愿，从2021年起招生录取分段由三段改为二段。新一段线按实考人数的60%划定，
新二段线按实考人数的90%划定。普通类专业分提前录取和平行录取，提前录取实行
传统志愿，平行录取实行专业平行志愿。艺术类专业分第一批和第二批，艺术类第一批
录取实行传统志愿，艺术类第二批录取实行专业平行志愿。体育类专业分两段填报志
愿，实行专业平行志愿。考生和家长务必清楚了解传统志愿和专业平行志愿的区别。

“生涯”“博弈”两结合，合理准确定位自己

考生在志愿填报时需要对自己的高中生涯规划进行延续和对接，做到“知己知彼”，
考生要进行分析比对，寻找自己感兴趣、能发挥特长、跟自己性格匹配、符合自己价值
观、符合家庭意愿、能成就理想的适合学校和专业。也就是说，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从博弈论的角度，高考志愿填报的基准取决于高考分数，高考分数限制了考生志
愿选择的范围，每个考生对自己的“天花板”和“底线”在哪里要有合理的预期。在填报
志愿时，发挥分数的最大效能，即“把分数用足”，尽量进入你所能够到的理想高校和专
业的组合。博弈的结果取决于考生分数和院校专业投档线的比较，报考某高校专业

（类）的考生从高分到低分排列，按 1∶1 比例投档，最后一名考生分数即为投档线。院
校专业的分数线每年都会因考试难度、招生计划、选考要求等不同而发生变化，专业分
数线或平均分使用一般很难起到有效的参考，在全省高考人数基本保持稳定的基础
上，运用一分一段表，以考生位次号去比较往年专业投档线对应的位次号或平均分对
应的位次号，参考意义较大。

“院校”“专业”两选择，收集信息圈定范围

以综合的评估选学校。根据个人成才目标和职业发展理想，综合评估后列出自己
最想进的学校、比较想进的学校、一般想进的学校、可以进的学校等。

以发展的眼光挑专业。选热门专业还是冷门专业？这是很多考生和家长面临的最
大难题。信息时代，变化日新月异。所谓的冷热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不断更替。因此，
要用发展的眼光选择专业，不能盲目跟风。建议考生和家长在选择专业的时候要基于自
己的兴趣爱好、性格特征、发展方向，“慧眼”识别所选院校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理性分
析专业的“冷”与“热”，找准自我定位，合理安排专业志愿梯度，做到冷静思考，理性填报。

“筛选”“排序”两运用，综合排序填报志愿

志愿填报难在定位和排序，如何筛选不同梯次的目标院校，如何筛选不同梯次的
目标专业，是志愿填报过程中的重点。“筛选”的前提是全面评估，要充分考虑考生自身
的兴趣、爱好、特长和性格特点，要充分考虑目标院校专业的就业与发展前景，要充分
考虑家庭环境所能提供的帮助，然后根据自己的高考成绩、位次号和高考一分一段表、
各校各专业往年投档线、录取位次号等信息，筛选出拟报考的不同梯次的“院校+专业”
组合的拟报考目标志愿。考生需要注意的是，在参考往年数据时不能机械地照搬，需
要综合权衡和灵活运用。

考生每次填报的志愿均只有一次投档机会，一旦被投档到其中一个志愿，其余志愿
即失效。若投档后被退档，其他志愿也不能再投档。因此，考生80个目标志愿在填报
时一定要有“梯度”。在对目标专业志愿进行优化排序时，传统的“冲一冲、稳一稳、保一
保”的志愿填报策略仍然适用。80个专业类志愿中，前20~30个左右的专业志愿可以
冲一冲，中间 20~30 个左右的专业志愿要稳一稳，后 20~30 个左右的专业志愿要保一
保。具体比例可以根据每个人的风险偏好、承受程度的不同，作不同调整。

总之，高考志愿填报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考生和家长在前期要多收集一些
招考信息和资料，多做一些分析和比较，做足功课，才能四“两”拨千斤，制定出最适合
自己的志愿填报方案。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浙江师范大学学工部、人武
部 副 部 长 、学 生 处 副 处 长

林凌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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