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咨询前要先做好“家庭作业”
“早在二摸成绩出来后，报考咨询就成了我们

考生家长的一份重要工作。”记者的朋友王祖德的儿
子是复读生，他告诉记者，如何获得最佳报考信息，让
孩子上个好点的学校，成了他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家长只有这时才有机会和学校招生办、主管
招生权威机构有面对面的机会。许多对学校、
招生资料、招生政策不清楚的地方，都有机会
直接提出并得到比较准确、权威的解答。”原郑
州一中心理咨询科研中心主任、从事多年高考
与中招心理研究的路应杰认为，正确、理智、科
学地准备好参加中高招咨询时要问的问题，提
出最有价值的疑问，是家长在咨询会前必须做
好的准备。

路应杰说，这种准备，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家
长在要提前做好“家庭作业”。一般情况下，在咨
询现场，家长提问七嘴八舌，弄得学校工作人员不
知回答什么人的什么问题,而且，家长也极易陷入
思维混乱误区，甚至忘了自己的最终目的……到
最后，转了半天问题还是不明白。

中高考研究专家、曾任郑州市高考指导中心
成员的牛新哲接受采访时表示，为保证在现场咨
询时不至于遗漏问题，家长最好把想到的问题罗
列出来，在咨询时照单提问。“对有针对性提问的
家长，我们也会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一位招
生的老师表示。

咨询问题要细化和有针对性
“对孩子想要报考专业的一些高校要详细咨询

了解，比如该高校该专业的实力，历年在河南招生的
人数，以及近几年来专业的录取分数及该校一般情
况比一本线高出的分数。”路应杰老师认为，咨询会
上，家长要抓住时机对细节性的关键问题咨询。

另外，路老师还特别建议家长和考生，在咨询

时要注意高校的专业设置，要主动咨询了解清楚
该校的优劣学科，并针对学生想要报考专业，具体
询问该专业在河南近年来的招生情况、专业间分
数差等。“对一些特殊类院校具体的招生政策，如
农林院校要关注是否降分录取，建筑学专业需不
需要加试徒手画等信息。”

“先多了解你想知道的问题，实在没有把握
的，或者你非常关心的问题，可放在会上来问。”牛
新哲认为，对于家长和考生而言，最要关注的是录
取人数、往年分数、调剂情况、在河南省的录取计
划等信息。这些问题掌握了，考生以后填报志愿
也就心中有底了。

家长“代办”咨询不可取
在此前本报举办的由全国著名高考专家王明

祥等主讲的如何填报志愿讲座中，98%的是家长
“代劳”。而从前两年的咨询会看，咨询由家长“代

办”已成为普遍现象。原因是不少家长怕耽误孩
子复习时间，或牵扯精力。对此招办老师提醒家
长，这样的做法并不好。

“上大学选专业对学生来说是很重要的环
节，最好让孩子参加招生咨询会，多了解各种专业
信息，在比较中选择自己喜爱的专业。”路应杰说，
家长的意愿和孩子的选择有时候并不是一致的，
在参加咨询会时，家长最好能带考生一起参加，这
样能让考生利用此次机会，提前对所希望报考的
高校有所了解。而且很多咨询会是多所学校联办
的，学生可以就自己喜欢的专业多比较几所学校
再决定如何填报学校及专业。

王明祥也提醒家长，咨询会如果孩子来不了，
家长要及时和子女沟通，了解孩子对学校、专业、
今后就业的想法。家长最好也与班主任联系一
下，听取对考生的报考意见，选择有孩子喜爱的专
业学校进行有的放矢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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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 2009 年
高考的临近，教育
主管部门及机构、
招生学校举办的
招生咨询会越来
越多，为能报考个
好学校，考生家长
和考生也会相继
参 加 一 些 咨 询
会。那么，他们在
参加咨询会时应
主要关注哪些信
息？怎样让提出
的问题能博得招
生人员详细答复,
以得到最有参考
价值的信息？记
者采访了数位从
事多年高考研究
的专家，为家长和
考生提供些参考
意见。

晚报记者 唐善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