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分考，三分报。高考结束，志愿填报成了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问题，理想与现
实、兴趣与就业，学校与专业，谁前谁后，孰轻孰重？今天，让我们一起探讨如何科学合
理填报浙江省新高考志愿，帮助你在迈出人生关键一步时，选择好正确的方向。

把握政策：吃透录取规则与招生章程

浙江新高考普通类招生设置了80个专业平行志愿，实行平行志愿投档规则，根据
考生位次和志愿顺序检索，直接投档到所填报的专业志愿，体现了以生为本的录取原
则，有利于让考生真正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在填报志愿前，考生要熟练掌握浙江省
新高考录取相关政策，知晓自己所在类别的志愿设置和投档录取规则，在规定时间登
录官方网站填报志愿。志愿集中填报期间，要尽量提前准备、错峰填报，防止上网高峰
拥堵或临时停电等突发情况。

由于新高考志愿采取“专业+学校”志愿方式，没有服从调剂选项，在填报志愿时细
读高校招生章程显得更加重要，是考生降低退档风险的必然选择。招生章程是高校招
生录取的重要依据，高校对具体专业的特殊要求会在招生章程中明确。考生在填报志
愿时，应认真阅读目标院校的招生章程和相关录取政策，了解专业体检要求、单科成绩
要求、选考科目要求和语种要求等，以免进档后被退档。

找准学校：匹配高考位次与目标院校

志愿填报虽然直接填至专业，但考生在选择适合自己专业时要兼顾选择与自身高
考成绩相匹配的院校，确保自己的考分效益最大化。

考生位次是高考成绩在相应招考类别中的全省排名，是新高考投档录取的核心依
据。考生选报志愿时，可将位次作为志愿定位的核心依据，对填报志愿的“天花板”和

“底线”有一个相对明晰的认识。考生可以对照分段线和位次合理定位，参考往年录取
数量，选择一批与自己高考成绩匹配的目标高校。

如何鉴别高校的综合实力，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考生可在选择出一
些匹配的目标院校后，再综合考虑高校地域、办学特色等因素进行院校梯度排列，以便
确定志愿填报顺序。

选对专业：了解个人特长与专业发展

志愿填报季，如何选专业是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在选择专业时，考生
要注意结合未来发展规划，厘清个人专业偏好，综合考虑，慎重抉择。如计算机专业的
就业率、薪资水平都很高，但要考虑IT行业的工作强度；法学专业的就业率不算高，但
从薪资和环境来看是很多家长期盼的。专业水平可以通过查询是否为国家级一流专
业、省级一流专业或优势特色专业等进行判断。专业对应的行业是国家战略、民生产
业、新兴行业，还是即将被淘汰的传统产业，这些对于毕业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考生可以借助成熟的测评工具进行自我认知分析，确定符合自己未来发展的职业方
向，选择与理想职业方向相对应的专业。

合理参考：确定填报方向与报考策略

在选定院校和专业的基础上，最后的志愿填报排序要理性选报、合理定位，根据平
行志愿特点，保持较大的志愿梯度，“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报考策略上，既可以侧
重学校，以院校梯度为主线来填报专业志愿，也可以侧重专业，以专业志愿优先填报，
还可以院校和专业兼顾，交叉填报，因人而异。

考生在填报专业志愿时要依据个人自身实际情况做出选择。对于高考成绩优异
或毕业后想继续深造的考生，可优先考虑院校同时兼顾专业选择；高考成绩不是特别
理想但希望就读更好的学校或专业，可选择偏远地区的院校或考虑偏冷专业冲冲看；
有明确专业取向，毕业后先考虑就业的考生可优先考虑自己喜欢的专业。此外，还可
以关注选考科目对录取的影响，比如选考物理的考生志愿选择范围更加宽泛，可以多
冲一冲；未选考物理的考生志愿选择范围相对小一些，投档分数相对会更高。在尽量
报足志愿的前提下，还可以适当关注招生计划数变化、高校办学模式变更、新增专业等
信息，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高考志愿填报是一项系统性工作，需要考虑到多方面因素，希望上述建议能够助广大
考生一臂之力。筑梦新高考，一起向未来，预祝各位考生前程似锦，欢迎报考中国计量大学。

中国计量大学学生处处长、招生办主任
杨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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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结束后，考生最重要的事就是志愿填报。许多考生和家长对志愿填报十分重
视，但又比较迷茫，感觉无从下手。一方面考生对自己的特长、爱好不甚了解，或者说
是对自己未来发展和选择还没有深入的思考，因此很难做出较为准确的选择；另一方
面是考生对大学、专业的陌生，对大学人才培养、就业、职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不了解。

报考志愿除了与分数有关，最重要的是在分数、个人特点、学校专业之间找到适合
自己的契合点，如何结合自己的分数更好的在选学校与选专业之间找到平衡点。志愿
填报是个性化选择，适合别人不一定适合自己，如果能提早确立比较明确的专业兴趣
或者职业发展方向，使志愿选择更科学，将来发展一定也会更顺畅。

明白了高考志愿填报实质是找到适合自己的契合点和平衡点的本质，在厘清思路
中紧紧抓住这些影响因素，考生从自己的内心需求出发，做好自己的学涯规划、职业规
划、人生规划，适当了解大学和专业，认真分析往年录取数据，应该就可以找到自己的
理想学校和专业，实现自己的大学梦。

一是理思路，明方向。在高考结束后，考生与家长就应该开始为志愿填报理清思
路，或者说做好考生的人生规划或职业规划或学业规划。即理清为什么读大学？怎样
读大学？毕业后继续深造还是就业？今后想在哪些区域发展？在哪些行业从业等。
理清了这些思路，也就基本明确了志愿填报选择哪些区域和城市的高校，选择什么层
次的高校，选择哪些专业。

二是找对标，定草案。在有了较清晰的思路，明确了求学方向（城市、高校、专业）
后，从网络上收集近三年各段的投档线，按位次号降序排序，以筛选的方式删除不符合
自己要求的院校和专业。一旦高考成绩公布后，就可以在表中找到自己对应位次号的
位置，向上挑选 40~60 个自己喜欢的院校专业志愿，再向下挑选 60~90 个自己可以接
受的院校专业志愿。从而形成100~150个填报志愿草案。

三是重策略，谋突破。在选考科目限制的专业选择上，要确定优先顺序。建议顺
序：要求三门选考科目>要求二门选考科目>要求一门选考科目>要求选考科目二选一
>要求选考科目三选一>无选考科目要求。并且在六门选考科目中，可以分别确定优
先顺序，如物理设为最优先级，其次化学，等等。根据这一选考科目确定的优先顺序，
考生和家长再对原确定的填报志愿草案进行排序和删减，甚至还可在原排序表中，再
向上选择几个冲刺型的志愿。

高校当年新增专业，也是志愿填报必须考虑的一大要素。因为新增专业没有往年
录取数据可供参考，考生在志愿填报时如果仅仅参考往年的录取数据，就非常容易忽
略，这也是各校新增专业往往录取分数偏低的原因。因此，适当重视选报新增专业，也
可能会取得新突破。

中外合作院校和专业，也是今年低分考生上好大学的突破口。因为受疫情及其他
因素影响，近两年中外合作高校或中外合作项目普遍降温，今年虽然可能有所回升，但
也不容乐观。其实有些高校中外合作招生专业，进校后是可以转专业到非中外合作专
业的。因此，这应是一个捡漏的方式，当然如果选择某高校的中外合作项目，一定要咨
询该校中外合作专业转专业的详细政策。

四是究细节，保成功。在基本确定志愿填报的院校与专业后，考生还应逐个查找
相关院校的招生章程，了解各高校、各专业对外语语种、身体状况、性别比例、单科成绩
等是否有特殊要求，对照自身是否符合有关要求。如果不符合要求，就应该删减相关
的志愿。只有符合要求才能避免投档后被退档的风险。

重视招生计划的变化，可以避免考生掉坑。各专业录取分数容易受招生人数的影
响，因此考生在志愿填报时，要善于对所选择志愿的招生人数进行往年与今年的比较，
从而评估分数（位次）可能的变化。

经过以上四步，考生基本可以形成自己的80个志愿了。这时，再根据“冲、稳、保”
原则，依据考生的规划、兴趣、特长，在保持一定梯度的情况下，对 80 个志愿进行排序
组合即可。根据近年来考生志愿填报与分数的契合度越来越高的特点，建议冲稳保可
按30:30：20的比例进行选择。

总之，志愿填报不难，关键是考生要知道自己要什么。相信考生可以以认真的态
度，合理的定位，科学分析各高校和专业往年录取数据，详实了解高校和专业的特色，
找到影响志愿填报各方面因素的契合点，选择适合自己的平衡点，科学填报，被自己心
仪的高校与专业录取。

浙江万里学院招生办副主任
徐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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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志愿填报：
找到契合点和平衡点

筑梦新高考
一起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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