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统一程序 网上填报

考生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浙江省教育
考试院网站（网址：www.zjzs.net）按相关
系统提示填报志愿，这是我省高考志愿填
报的唯一网站。我省高考首轮志愿统一
在 6 月 29 日至 30 日填报，包括普通类提
前录取和第一段，艺术类校考批和统考批
第一段，体育类第一段考生。高校专项计
划、高水平运动队招生合格考生，与上述
同步填报；已填报这些志愿但又放弃录取
的考生，只能参加普通类第二段及之后录
取。普通类第二段、艺术类统考批第二段
和体育类第二段同时填报志愿，安排在 7
月下旬进行，具体另行公布。

考生所填志愿，均需符合高校专业选
考范围要求。分段填报志愿时间截止前，
考生可多次登录系统修改，以最后一次修
改确定并成功提交为准。考生须合理设
置密码并妥善保管，严防信息外泄，以免
志愿被篡改造成不良后果。若忘记密码
无法登录，须到所在报名点招考机构申请
重置，登录后立即更改。

关键词：三个步骤 理性选报

第一步，初步筛选。登录志愿填报系
统，使用有关筛选及辅助选报功能，以自
己的“考生位次”等指标对比拟报考“高
校+专业”志愿往年“投档位次”等参考数
据，分析预测今年投档可能性，选择足量
备用志愿。

第二步，分析优化。针对初步筛选备
用志愿，结合高校综合实力、专业特色、
招生计划，研判其近年投档位次变化趋
势，将明显不喜欢或不合适的“高校+专
业”予以删除，综合优化和保留一定数量
志愿。

第三步，志愿排序。确定拟报志愿排
序优先级，至少保持“冲”“稳”“保”三层次
梯度，从高到低按降序排列。可将自己最

想去又可以“冲一冲”的志愿排到最前面。
比如普通类 80 个志愿的排序，研判

后将优势不大又很喜欢的放在前面 25 个
志愿，研判有一定优势也较喜欢的放在中
间 30 个志愿，研判优势很大能接受的可
放在最后 25 个志愿。

上述三步走，只是众多思路之一。高
考志愿选报是一道多选题，答案并非唯一
也没有统一标准。先选高校再选专业，或
先选专业再选高校，以及综合起来考虑都
可以，考生需要结合自己实际，理性选报
志愿。

参考依据及误区规避

平行志愿设置，有效地减少了大多数
考生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的风险，但选报
不当也会导致无法投档或投档后又被退
档。考生需要通过权威渠道获取信息，进
行底线思维，主动规避志愿填报有关误
区。

关键词：权威信息

考生选报志愿要注意选择权威参考
依据。

高校招生章程。考生需确保自己符
合高校招生章程明确的各项报考条件，了
解选考科目、外语语种、单科成绩、体检以
及综合素质评价等要求，弄清具体专业志
愿投档规则、办学性质、层次，以及学历证
书、学费等情况。

往年高考权威数据。高考招生数据
繁多，但每年试卷试题、分数线、录取平均
分、考生群体都不一样。其中，按全体考
生高考总分（艺、体类按相应类别的综合
分成绩）高低进行排名形成的“ 考生位
次”，才是投档录取的顺序依据，与之相对
应的以往高校招生专业的“投档位次”，其
参考性相对较大。

高校专业招生计划。高校当年的专

业招生计划是填报志愿、投档录取的重要
依据，6 月 22 日左右由省教育考试院核准
后统一在纸质版图书公布，后续可适时在
志愿填报系统进行电子版查询检索。另
外，一段招生投档录取后二段志愿填报时
招生计划会有变化，我省会及时以电子版
形式公布剩余计划，考生可登录志愿填报
系统对照查询。

关键词：规避误区

考生选报志愿需要规避相关误区。
误读分段划线原则。现行新高考分

段线以全体考生实考人数为基数划定分
段线，不同于传统高考按各批次招生计划
划分批线。因此，一段线不是本科线，二
段线不是专科线，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也
不是传统高考的“一本线”；考生分段填报
志愿要规避定位过高，同时需在不同志愿
之间拉大“梯度”，若有疏忽将导致无法投
档或录取预期落差。上了一段线的考生，
理论上只要符合选考科目范围的本科、专
科专业均可选报，但因考生选考等情况不
同，可能无法录取到某些有特定选考要求
的本科专业。

误解平行投档原则。绝大多数考生
初次高考接触专业平行志愿，往往只是认
为平行投档机会多多，以为前面被退档之
后还可再投档。实际上，每段平行志愿实
行“一次投档”，每位考生最多只有一次机
会，一旦某个志愿符合条件被投档，意味
着前面的志愿肯定投档不了，而后续志愿
同步失效；此外，少量考生被投档后，会因
某些条件（体检结论、单科成绩）不符被高
校退档，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一段一次的投
档机会已经使用，本段其余志愿不可能再
投档，只能等待全省剩余计划发布后的再
次填报志愿。

误用高考录取数据。对比参考使用
往年高考录取数据，需同步跟进因素分析
和趋势研判，不可盲目误用，以免造成志
愿定位偏颇。首先注意报考因素影响，志
愿选报大家都是背靠背，纯属市场行为，
报考生源多少以及考生成绩高低，都会影
响“投档位次”波动，甚至会导致志愿选报

“大小年”现象。二是注意选考因素影响，
包括专业选考组合要求及选考结果，以及
部分高校办学模式、性质变化或升格等因
素，都将导致同样总分录取本科专业分数
线不同。三是注意招生计划变化，在报考
生源、考生成绩、选考等相对稳定情况下，
年度专业计划增减会导致“投档位次”变
化。

需要提醒的是，绝大多数考生属于首
次选报志愿，切勿轻信或依赖各种所谓

“高考大数据志愿填报软件”。若仅仅考
虑分数、位次使用最大化而忽视考生个性
需求，会放大志愿选报风险甚或造成误
导。

高考志愿选报，需与考生兴趣特长相
符，跟自己性格特征匹配；需与高考成绩、
体检条件相符，跟职业生涯规划吻合；需
结合家庭期望、经济条件，跟自己真实意
愿统一。高考志愿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合
适与否之别。归根到底，考得好不如选得
合适，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2024高考志愿选报方略
把握这些关键词
特邀专家 浙江省教育考试院 鲍夏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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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考 志 愿 填 报 期

间，省教育考试院网站

开设“一站式”服务专

窗，考生了解招生规则

章程、参考高考权威数

据、分段填报高考志愿

以及最后录取结果查

询，实现“一网通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