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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续集
抢滩暑期档

“后高考时代”怎么过？
“过来人”教你如何科学报考、合理安排假期

十年磨一剑，莘莘学子埋头伏案，只为最后的厚积薄发。昨天下午5点，随着2014年高考最后一门英语考试结
束的铃声响起，我省今年的普通高校招生考试顺利结束，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接下来，他们将进入等待成绩
揭晓、分数线公布、选报志愿阶段。“后高考时代”如何度过？大学校园里的“过来人”为学弟学妹们送上“报考建
议”、“假期安排建议”等贴心提醒。省招生办新闻发言人介绍如何通过正规渠道获取招考资讯，同时提醒：发现
招生诈骗，可拨打0371-68101612举报。郑州晚报记者 张竞昳 张勤/文 马健/图

■科学报考注意四个步骤

“我们刚刚经历过高考，记忆犹新。考生在考后很容易碰到填报志愿无从下
手、漫漫长假不知如何安排、对大学生活憧憬却不知所措等问题。”郑州大学女生
小雪说，作为过来人，他们深知高考的不易，考后面临的问题也非常多，希望能给
考生们带去切实的帮助。

■填报志愿四个步骤：

1.了解考生所在省份的高招政策和考生想报考院校和专业的信
息；2.了解考生所在省份的填报志愿的规则和投档录取的规则；3.了
解考生想报院校和专业的信息以及了解考生自己的一些特点；4.根
据前三个要求，形成一个科学合理完整的志愿表最后网上填报。

■抉择前别忽略“十大”关系：

1.一本与二本院校之间的关系
2.家长与子女之间的关系
3.第一志愿与参考志愿之间以及参考志愿与参考志愿之间的关系
4.院校志愿与专业志愿之间的关系
5.“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专业志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
6.省内院校与省外院校之间的关系
7.学校与地理位置之间的关系
8.2B类院校与三本和专科院校之间的关系
9.院校名称与院校实力、专业名称与专业内涵之间的关系
10.第一志愿缺档率与参考志愿之间的关系

预防心理问题

放松型：外出旅游

刚从紧张的高考中解脱出来，利
用这段时间尽情游玩，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放松身心，增长见识。

实践型：兼职打工

“从小到大都是在不停学习，想利
用这两个月的时间来磨炼自己，更多
地接触社会。”相信很多同学都有这样
的想法，可以丰富社会阅历，提高交际

能力。进厂进店打工，进社区当志愿
者，到农村搞调研……利用假期锻炼
自己，以便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

充电型：培训学习

还有考生希望利用假期学一些感
兴趣或以前没时间学的东西。很多毕
业生积极报名参加各种技能班、学习
班培训“充电”，比如上驾校，及进入各
类教育培训机构学习，学一技之长让
整个假期变得更充实。

各市、县（区）招生考试综合服务
大厅：提供招生考试全过程咨询服务。

省内外院校咨询电话、网站，省
内各院校招生考试综合服务大厅：提
供相关院校的招生咨询。

河南省教育厅网站、河南省招生
办公室网站、河南招生考试信息网：公
布往年院校报考和录取情况统计信
息、院校招生计划信息、分数线和分数
段信息；公布院校生源情况和投档录

取情况统计信息、各批征集志愿。
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服务

平台：考生查询档案运转情况。
《招生考试之友》杂志（专业目

录）：公布各批各院校分科类招生计
划和分专业计划数；各院校联系方
式；招生政策问答及填报志愿指导。

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http:
//gaokao.chsi.com.cn 或 http://gaokao.
chsi.cn）举办高招生网上咨询周活动。

省招生办提醒

对寒窗苦读的学子来说，突然间休
息下来，部分考生不知接下来该做什么，

“后高考”时代，考生容易出现心理问题。
考生有空可上网搜下想报考的大

学，为填报志愿做准备。也可出去旅游，
感受大自然的风光，体验户外运动，但要
注意自身安全。像通宵上网、彻夜喝酒狂

欢对身体不利，不值得提倡。
每年考完后，有些考得不理想的

考生由于心情烦躁，成天待在家里，
郁郁寡欢。随着高考成绩公布时间
的日益临近，考生的心理压力骤增，
遇到这样的情况，家长要积极引导，
劝孩子出去散散心，适当放松。

假期如何安排

昨天下午5时，19中考点，考生结束考试后轻松走出考场。

每年的高考结束后，总有一些不法
分子和中介组织，以谋取钱财为目的，进
行招生诈骗活动。省招生办特别提醒考
生和家长高度警惕，以免陷入骗局。

考生和家长发现可疑情况，要及
时举报。河南省打击招生考试诈骗活
动办公室举报电话：0371-68101612。

骗子惯用伎俩：冒充高校招生人
员，或谎称是院校招生代理，与学校
领导和招办人员有“特殊关系”，标榜

可帮人上大学；混淆自学考试、成人
高考、网络教育与普通高校招生的区
别，蒙骗考生；声称“低分高录”，有办
法让不够一本的考生进一本院校；炮
制所谓“小计划”、“外省指标”、“内部
指标”等借口哄骗；以“定向招生”“自
主招生”“单招”诱骗；扬言录取不用网
上操作，直接交纸介质档案，再交几万
元钱就可“搞定”。考生及家长要高度
警惕，防止陷入骗局。

了解正规招生咨询与信息发布渠道

发现招生诈骗可举报

“过来人”支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