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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七分考，三分报”，如何填报志愿是摆在很多家长和考生面前的一道难
题，每年都有一些考生因为高分低报而浪费分数，或者因为低分高报而与大学失之
交臂，所以科学填报志愿尤为重要。因此，如果把志愿填报比作一场没有硝烟的战
争，那么我们如何才能“百战不殆”？只有做到“知己知彼”。

“知己”是前提

1.要清楚认识分数
高考比的就是实力，谁的分数高谁就有优先选择权。目前实行的是“知分填志

愿”的原则，也就是说高考后已经知道自己的分数、位次号，考生可以有根有据地填
报志愿。考生要清楚自己高考成绩在全省高考成绩的位次号，然后将自己的成绩位
次号与目标院校近三年投档线的最低位次号进行比较来定位，以便作出准确的分析
判断，这样才能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少吃闷亏。

2.要清晰认识自我
不能否认，热门专业是大多数考生所向往的，但本身的兴趣爱好、性格特征也是

客观存在的，二者的适配度要是不高的话，纵然进入热门专业，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
可能会逐步出现跟不上、厌学等情况，甚至导致退学；并且所谓的“热门专业”不是一
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停动态变化的。因此，选择专业时不能盲
目跟从，而是要清晰地了解自己的学习兴趣、性格特征、职业取向等因素。试想，面
对一个自己根本不感兴趣、完全不喜欢的专业，本身就是一种折磨，何谈积极主动地
去深入学习研究呢？另外，如果一个考生性格内向，平日少言寡语，不喜欢与陌生人
打交道，如果选择导游、市场营销、师范等需要与人沟通的专业，结果不言而喻。因
此选择符合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扬长避短，才是最佳选择。

“知彼”是关键

1.要了解政策变化
政策变化是考生填报志愿的指南针，考上心仪大学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考

生家长要知道全国各省市的高招录取政策，尤其是要对本省（市）高考志愿的相关政
策，如加分政策、考生人数、招生计划、志愿设置、填报时间、录取规则、投档方法等变
化了如指掌。

2.要了解目标院校
对于目标院校一定要下工夫备好课。要详细了解目标院校的隶属关系、办学层

次、学费收缴、历史沿革、地理位置、办学条件、近三年招生计划及录取分数、位次号
等情况。同时还需了解开设专业的课程设置、发展趋势、就业方向、转专业条件等基
本情况；另外，务必认真研读报考院校当年招生章程，看清有关规定和要求，其中要
特别关注有些专业的特殊要求，如外语语种、单科成绩、身体条件等是否符合报考条
件。

“填报”是核心

考生在填报志愿时，要认真对照近三年相关院校专业的投档位次号、录取平均
分及高考成绩分段表来定位，采用“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的策略，最终确定志愿
顺序。具体来说，考生可以把前 30 个左右的志愿作为冲击志愿，填报录取有希望、
优势不大的志愿；把中间 30 个左右的志愿作为稳妥志愿，填报个人最喜欢、录取有
优势的志愿；把最后 20 个左右的志愿作为保底志愿，填报自己不排斥、录取有把握
的志愿。

第一步，确定不同梯度的院校。
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高考成绩、位次号，结合各校往年投档线、录取位次等资

料，按照“冲、稳、保”的办法确定不同梯次的院校。
第二步，选择不同梯次的专业。
从选定的院校中，根据往年专业录取情况，将其中不喜欢的专业或是估计录取

可能性不大的专业删除，选出拟报考的不同梯次的专业。
第三步，填报科学合理的志愿。
根据第一步和第二步的筛查，结合个人意愿和家庭承受力，综合考虑院校性质、

地域、喜好程度等因素，从高到低排列，正式确定志愿。
需要提醒的是，浙江高考录取已由 3 段改为 2 段，一段线上考生若无法投档录

取，只能与其他考生一起参加后续二段志愿填报。另外，近几年浙江省考生人数持
续增加，但是招生计划增加不多，因此，相比以往，考生要保持更大的志愿“梯度”。
建议一段线上的高分考生，要尽量填报足量志愿，进行充分保底；一段线上的低分考
生尽量放低预期，利用一段填报志愿机会，扩大填报优质高职高专院校志愿数量，优
先抢占心仪学校。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工
部部长、学生处处长、招生就
业处处长、人武部部长

余益峰

特邀专家

高考一结束，高校的招生咨询热线瞬间火爆起来，虽然各高校都安排了充足的

力量接听考生咨询热线，但因咨询时段集中、咨询量庞大，常常会碰到占线和忙音，

倘若接通了电话，有机会与目标高校招生办老师直接交流咨询，考生真的会问问题

吗？真的能在有限的几分钟内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吗？笔者觉得，未必！接下来，笔

者将结合长期接听咨询热线的经验，谈谈考生该如何有效地提问，希望给考生们一

些帮助和启示。

首先，列举频率最高的几个无效提问。

问题 1：你们学校今年分数线是多少？咨询这类问题的考生通常是缺少对高校

招生录取规则的了解。首先，高校每年的录取分数线不是由学校事先确定的，而是

无数考生在志愿填报过程中共同产生的一个结果，说的直接一点就是报的人多则分

数高，报的人少则分数低，因此要录取投档后才能知道具体的分数线；其次，高校每

个专业的录取分数线都是不一样的，同一高校不同专业之间少则差几分，多则可能

差十几分甚至几十分，严格讲没有学校分数线之说；再次，录取分数线是一个绝对

值，每年会视高考的难易度及考生的总体水平而变化，直接拿来参考意义不大。因

此，考生可在省考试院网站下载往年各高校录取分数线，再结合自身的位次号来选

择填报区间，通常可用自身位次号乘以0.9到1.1的比例来确定冲和保的区间。

问题 2：你们学校什么专业比较好？咨询这类问题的考生通常缺少对报考专业

的规划。事实上作为一所高校，的确有优势专业和非优势专业的区别，有的专业办

学基础好、师资力量强，也有的专业则相对弱一些。但从考生的角度来说，作为个

体，热门并不代表是最好的，办学基础好的也不一定是最适合的，考生只有结合自己

的兴趣、特长、资源、发展方向等因素选择的专业才是最好的。

问题 3：你们学校能不能转专业？咨询这类问题的考生通常是基于两点考虑，

一是对自己的选择不自信，二是想通过转专业来实现低分读高分专业。首先，转专

业是一项基本的政策，各高校都允许学生申请转专业，但真的都能顺利转成功吗？

当然不是，因为每所学校对转专业都设有条条框框的限制；其次，不少高校转专业还

要看届时申请转出的人数及目标专业可接收转入的人数，同时还要看自身的情况，

因此，高校通常不会确切回答能否转成功；第三，要注意区分“可以申请转专业”和

“可以转专业”的区别，前者只是考生的权利，后者才是高校确定性的答复。

问题 4：你们学校能不能专升本？专升本是国家一项基本的学历提升政策，任

何全日制普通专科学校的应届毕业生都有权利参加专升本考试，无须咨询。所要咨

询的是学校对参加专升本的学生有没有辅导政策、参加专升本学生是否要参加顶岗

实习等问题。

那么如何才能进行有效咨询呢？不妨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要事先做足功课。考生在拨打咨询电话前一定要先从招生网上了解学校

的总体概况、招生计划、历年分数等基本信息，再浏览学校当年的招生章程，特别要

留意章程中的录取规则相关条款，凡能在学校官网上找到答案的，尽量不重复咨询。

二是要提前备好问题。考生要提前将需要咨询的问题做一个梳理，写在纸上，

接通电话后逐一咨询提问，并简要记录招生办的回复。

三是要主动自报家门。高校招生录取类型比较多，省份也比较多，所以考生在

接通电话时首先应该主动把自己的基本情况准确地告知招办老师，如是哪个省份

的、什么类别的考生、分数和位次号是多少、想报考什么专业等，如此，招办老师才能

根据考生的情况作评估和判断，才能更准确地给出报考建议。

四是要会听弦外之音。高考志愿填报及录取有一定的规律性也有一定的偶然

性，所以凡事没有绝对的答案，通常招生办老师在回答考生问题时往往会比较保守，

甚至会加一些副词或虚词，如录取“基本上”没问题，录取“应该”问题不大，录取“还

是”有希望的，因此，考生要学会听弦外之音，如上述三个回答，第一个回复说明是

“保”的，中间的回复说明是“稳”的，最后一个可视为可“冲”的。

志愿填报是一个立体的、多维度的选择，还是要早做谋划、做足功课，多咨询、多

了解报考的院校，同时也要学会甄别信息的可信度。

志愿填报季
如何向高校正确咨询提问

宁 波 城 市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招生办公室副主任

陈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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