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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志愿的填报是人生的一个重要选择，其不仅关系到考生能否被
理想的专业所录取，更会影响到考生未来的职业去向，甚至整个人生和
事业的发展。那么填报志愿前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在填报志愿时需
要注意哪些？如何提高志愿填报的成功率？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采
访了河南省实验中学的特级教师李功毅。李老师结合自己多年带毕业
班的经验，提醒考生在填报志愿时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晚报记者 吴幸歌

提前搜集相关信息
高考志愿的填报其实是一个从信息搜集、

资料准备到自我认识、综合考量的复杂过程。
因此，李功毅提醒考生和家长在高考之前就要
着手一些信息的准备，提前圈定部分学校和专
业，不要等填报志愿时才临时“抱佛脚”。

对已经“圈定”的学校，除了要了解它的地
理位置、师资状况、课程设置以及毕业生的就
业情况外，还要了解学校所在省（市、区）投放
的招生计划数和招生专业，搜集近年来目标学
校在当地录取的最低分、平均分、分专业录取
分以及实际录取人数等数据。掌握了这些基

础信息之后，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平时学习成
绩、统考分数、实考发挥情况等，大致推断出自
己在本校、市里排名，在实力相当的基础上考
虑学校。

“一般来说，各个学校在某个省（市、区）投
放的招生计划、招生专业都有一定的延续性，
每年的变化不会很大。考生如果基本‘锁定’
了报考的学校，可以参考近三年来该校某些专
业在该省的录取分数线高出相应批次省控线
的情况，结合自己的情况决定是否报考。”李功
毅说。

因为第一志愿是考生挑选高校意愿时最具
倾向的表达，从录取院校来说，绝大多数招生院
校都希望录取第一志愿的考生；从录取程序上
看，首先录取第一志愿考生；从近几年录取结果
看，绝大多数院校(专业)，特别是重点大学、热
门院校、热门专业第一志愿的录取率为 85%以
上，有的已接近 100%。因此，李功毅提醒考生
在填报时一定要慎之又慎。

在填报之前除了要了解该校近三年来在当
地的录取情况，最低分、最高分、平均分，结合自
身做一个评估外，还要关注招生计划的变化。

如某个学校，原来在本地招收 60人，今年还是
60人，这说明该校在本地的招生分数不会有大
的变化；如果原来在本地招收 60人，今年只招
收 30人，那考生就要引起注意，今年的录取线
就有可能提高；相反，如果招生计划有所增加，
那就说明今年录取机会有所增大。

此外，李功毅提醒考生，在填报志愿之前还
要详细了解所报院校的招生章程。有些军事院
校对考生的身体条件、政治条件、相关科目成绩
都有限制，在填报之前要了解清楚，以免因为这
些问题被挡在“门”外。

二、三志愿马虎不得
“第一志愿固然十分重要，但并不意味着

第二、三志愿就可以轻视和马虎。”李功毅介
绍说，由于生源充足，各学校第一志愿录取率
逐年持续升高，但名牌学校和热门专业的招生
计划有限，录取时难免与有些考生失之交臂。
这就要求考生重视并填报好二、三志愿，以争
取录取机会。应当把眼光放开些，研究和选择
填报招生计划多、有可能愿意接收非第一志愿
的学校。

“凡录取第一志愿考生不足招生计划数的
学校，都要从填报了第二志愿的考生中补充选
择录取新生。这就是说，考生所填报的第二志

愿只有当该校按第一志愿录取后尚未完成招
生计划时才起作用。”因此, 李功毅提醒考生在
填报第二志愿时尽量不要选择一些太热门的
学校，因为这类院校第一志愿的考生生源十分
充足，一般不会录取第二志愿考生，即使选择
了，也要选报一些相对冷门的专业，这样才能
提高录取机会。

“此外，有些学校的招生章程里明文要求
只招收第一志愿的学生或者只把招生计划中
的 30%作为录取第二志愿里的高分考生，考生
在填报时尽量不要把这类学校放在第二志愿
或第三志愿里。”李功毅提醒道。

所谓的志愿“梯度”，是指在同一批次的学
校，由于多种因素，录取分数高低不同而形成的
差异。志愿梯度还包括专业梯度，是指在同一
院校中的各个专业，在录取时形成的分数之间
的差异，这种分数高低的差异被称为“专业梯
度”。

在填报志愿时，首先要强调的是第一志愿
的重要性，因为每年很多高校录取时，第一志愿
就满额，所以就无从说第二或其他志愿了，也就
无所谓志愿院校梯度了。填报不妥当，即使超
过本一线的分数，也可能跌到本科二批、专科层
次，甚至落榜。

虽然第一志愿满额率较高，但在每年的录

取中，总有部分院校第一志愿生源不足，要录取
第二或第三志愿，甚至通过调剂才能完成招生
计划。填报时，一定要讲究技巧，拉开梯度，慎
重填报第二、三志愿。“如果缺少梯度，二、三志
愿就会形同虚设。经验证明：志愿间以拉开30
分的间隔为宜，志愿间梯度越大，保险系数越
高。”李功毅说。

李功毅认为，拉开“梯度”的目的，在于同样
的分数应该如何填写院校和专业志愿，使得考
生被自己所中意的院校和专业的录取机会达到
最大化。当然，考生向往的大学、城市、专业以
及兴趣爱好等这些有关自身的问题，在填报志
愿之前首先应该明确。

在高考录取中，往往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出
现，正好处在调档线的考生被录取了，而分数
高者反而被退档。究其原因，除了专业志愿缺
乏梯度、热门专业志愿过于集中之外，在志愿
表上选择“不服从调剂”也是导致落榜的原因
之一。对此，李功毅特别提醒考生，在选择“服
从调剂”之前一定要三思。

他个人建议考生在填报时最好填写“同
意”，尤其是河南的考生，考试压力大，升学压
力大，这不仅可以增加录取的机会，降低因第
一志愿落空带来的风险，对考分竞争优势不明
显的考生也十分有利。

有些高分考生由于担心自己被调剂到不
想就读的专业，通常都会选择不同意调剂。对
此，李功毅介绍，本着对学生负责任的态度许多
学校的招办老师在调剂之前都打电话问考生是
否同意调剂，而且在调剂时也会选择专业倾向
相近的专业为考生进行调剂。此外，现在各大
高校，对专业的限制也不是很强，学生只要进入
该校，如果对专业不满意，到校后可以申请转系，
还可以通过修双学位等方式选学其他专业。因
此，学生大可不必担心，如果是自己理想的学校，
最好同意调剂。“但如果考生非本专业不学，那
就要另当别论了。”李功毅说。

■相关链接

高考填报志愿六大误区
误区一：盲目攀比、从众选报过高

有的考生容易“跟着感觉走”，听
说哪所学校好，哪个专业“热”，就跟着
填。有的考生见别人填的学校层次
高，感到自己填低了没面子，也就跟着

“摸高”。有的考生对自己的实力和长
处估计不准、不足，缺乏信心，简单地
填报低层次学校，最终导致的结果是
遗憾。

误区二：将志愿选择等同于未来
的职业选择

近几年招生中，有的学校（专业）
第一志愿在同批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上
的人数为计划招生人数的两倍、三倍
甚至十几倍之多，还有的学校某些专
业却很少有人填报甚至无人填报。专
业不服从调剂的考生逐渐增多，其原
因主要是受人为的、传统的、世俗思想
的影响，许多人将志愿的选择等同于
未来的职业选择。其实考生如果成绩
不太突出，为安稳起见最好在专业上
避“热”就“冷”，转而在学校上选“优”。

误区三：高分一定能被录取到好学校
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的考生，按

理说，都应该被录取到好学校、好专
业，但事实却不尽然。原因主要在于
志愿选报不当，考生填志愿时，主观臆
断，盲目认为，自己是学校第一名报某
某校肯定没问题，甚至固执地只报一
个专业，又不肯到其他学校及专业就
读，一旦失误就很可能名落孙山。

误区四：对学校专业不了解，或望
“名”生义，或心存偏见

一是填报志愿仅看校名，以为校
名有着“地质”、“石油”等字样的学校，
就只设这些艰苦专业，其实这些学校
也有其他专业;二是心存偏见，将师
范、农业等划分为艰苦专业，认为就业
出路不佳，其实这些学校和专业的就
业率也很高;三是对一些省外学校不
了解，有的学校只因为不在直辖市或
者省城，考生就不愿填报。

误区五：填“服从分配”会吃亏
“是否服从分配”一栏包含两层意

思:一是所报各志愿学校都未被录取
时，是否同意分配到其他院校;二是当
档案被某所大学调入后，所报的各专
业均未被录取时，是否同意分配到其
他系科学习。这项规定，显然扩大了
考生本人被录取的机会。因为规定填
报的几个院校和专业，都是有限的，如
填了“同意服从分配”，就会增加上百
个院校、几十个专业录取的机会，绝不
会吃亏。

误区六：过分依赖长辈，甚至由父
母包办

考生的家长、老师，凭着人生阅历
及对社会的理解，对考生选择志愿时
正确加以帮助引导，是很有必要的。
但万事不可过头儿。如果忽视考生的
主体作用，由长辈大包大揽，强制学生
作出某种选择，那就难免出现偏颇，甚
至引发令人痛悔一生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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