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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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你在人生关键时刻选择正确的方向，迈向理想
的未来。

把握政策：吃透录取规则与招生章程

在填报志愿前，考生和家长要未雨绸缪，主动收集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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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拟和正式填报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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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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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了解高校的录取规则、收费标准、就学地点、颁发学历证书的院校名称及证
书类型等，清晰目标院校对专业的体检要求、单科成绩要求、选考科目要求和语种
要求等，规避限制条件造成的退档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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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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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年录取情况，结合今年的招生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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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可以从是否为
“双一流”、部省共建、省重点，也可以从学校隶属关系、历史沿革、办学特色等多角
度分析，还可以从师资力量、学科实力、硕博点数量、ESI 全球排名、学校排名等多方
面来判断。

选对专业：了解个人特长与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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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兴趣特长和未来发展规划进行综合考虑。选择专业时既要了解自身爱好、性
格、特长、理想、家庭期望，也要考虑专业的就业前景、专业水平、行业趋势等。例如
不能只看到计算机类专业的就业率、薪资水平，还要看到 IT 行业较大的工作强度和
较快的工作节奏；不能仅仅聚焦于金融学的高收入潜力，还得正视行业内的激烈竞
争和持续学习的压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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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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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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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定位、理性选报，根据
平行志愿特点，保持合理的志愿梯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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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对未来职业道路已有清晰规划的考生，可以将个人兴趣及就业前景
作为首要考量，选取最符合自己职业愿景的专业。此外，还可以关注选考科目对录
取的影响，比如今年同时选考了物理和化学的考生志愿选择范围更加宽泛，建议多
冲一冲。

高考志愿填报是一项系统性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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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考生高考顺利，前程似锦，也欢迎报考中国计量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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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志愿填报是高考结束后摆在考生和家长面前的重大课题。新高考改革在
一定程度上将考生对于未来求学和职业的规划前置到了选考科目环节。此时此刻，
如何结合自身的选考科目，结合考分和位次，结合个人性格特征和兴趣爱好，进行
综合考量和慎重填报，是破解这一重大课题的关键钥匙。

科学选考，提前规划

影响志愿填报成功与否的因素，除了分数位次，还有选考科目的限制。科目的
选择，决定考生在高考之后可以报考的专业，影响考生未来的择业方向。所以在高
一阶段确定选考科目时，考生就需要结合自身学习情况、志向爱好，提前了解相关
行业领域的发展方向，明确自己将来在大学的学习方向，选择适合自己的选考科
目，将生涯规划、志愿填报的准备工作前置到位。

浙江考生选科的重要参考依据便是浙江省教育考试院于 2021 年底发布的
《2024 年普通高校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其中，文科类专业大多不提科目要求，
理工农医类的大多数专业都要求考生同时选考物理和化学。以浙江中医药大学招
生专业为例，学校医学、理学、工学类各专业均要求选考物理和化学（其中护理学、
助产学要求选考一门化学）。所以高一已经立下学医志向的学生，需要早做准备；
马上要填报志愿的高三考生，要结合自己的选考科目，发挥出选考科目的优势，填
报符合自己兴趣爱好和选考要求的专业。

全面思考，知己知彼

做好自我探索是志愿填报的重要前提，每个考生都需要对自我有一个全面的认
识。自我探索就是对自己个性特征的摸索和世界观的界定，是对自己性格、兴趣、
智商、情商和职业价值观等的集成分析。一般可以通过自评、他评和心理测评来认
识自我，通过探索自己的职业兴趣、职业技能、职业价值观和职业性格来帮助自己
选择合适的专业。只有做到充分了解自己、看清自己，才能在做出选择的时候进一
步看到是否适合自己。

做好环境探索是志愿填报的决策依据，每个考生都需要对学科专业、院校情况、
城市地域和相关政策规定等环境因素有充分的了解。一是对专业信息的了解。对
专业最基本的认识可以通过阅读相关院校的专业介绍来了解，也可通过阅览行业发
展资讯、请教行业从业人员来进一步观察意向专业的就业领域和行业发展前景。二
是对院校的选择。开设相同专业的院校有很多，是在综合性院校中学习某一个优势
不明显的专业，还是在专业特色鲜明的院校中学习优势专业，是大部分考生和家长
需要面对的问题。同时，高校办学层次不同，有 985、211、双一流等高水平院校、省
重点建设高校、普通本科高校、独立学院、高职院校等不同层次，办学水平和育人成
效总体存在较大差异，考生在选择院校的时候不能仅停留在对院校名称的粗浅理
解。三是对城市地域的考量。高校所在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就业机会也应纳
入志愿填报和专业选择决策中来。良好的经济发展趋势势必会带来较为充足的就
业岗位和择业机会。四是对政策规定的掌握。考生填报志愿前，需认真了解所在省
份当年高考招生政策各项规定，全面掌握自己所在类别的志愿设置和相应投档录取
规则，仔细研读各意向院校的招生章程。考生填报志愿可参考的主要数据资料包括
当年的招生计划、近三年各院校投档及专业录取情况、各院校招生章程等。除了了
解普通类志愿填报和录取规则外，选择填报像“三位一体”“基层定向”“军校招生”

“定向军士生”等普通类提前录取志愿或可增加自己的录取机会。此外，要学会批
判性地甄别信息，应以院校官方发布的招考信息为主。

理性报考，掌握规则

保持理性，充分利用规则是志愿填报的必要手段。经过科学选考和提前规划，
自我探索和信息整合，考生要做好信息的综合工作，结合个人分数与位次，综合考
虑志愿填报与专业选择，为自己的大学生涯和职业规划设立目标，确定大体的发展
方向。“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的志愿梯度口诀，要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之上，
在确保有效性的前提下对志愿的先后顺序做优化的排列才是最佳的方案。同时尽
量填满 80 个志愿，不要轻易浪费每一个志愿给自己带来的机会。特别要指出的是，
每年因为抱着不浪费分数的心态而选择自己并不喜欢的学校和专业，入学后发现无
法适应而无奈选择终止大学学习的情况并不少，广大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前规避风
险，要记住填报志愿不是做买卖，千万不要过分追求所谓的“分尽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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