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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滢校对晁粉娟

高考志愿填报
“提前出发”才能少走弯路

近日，随着各地陆续公布高考分数线，众多考生和家长又开始面对一场关于志愿填报的
“考试”。教育部前不久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6月15日，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072所；
2023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再创新高，达到1291万人。
高考志愿填报的逻辑就是将尽可能多的考生科学合理匹配到3000多所大学和专业中。规则

看似简单，操作起来却因人而异，是个“技术活”。信息来源多、服务面对面，但在不少考生、家长眼
里，志愿填报还是“有难度”。

图片来源：知乎

“难”在哪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一方

面，“难”在考生、家长、高招部门、高校以及第

三方机构的站位不同，信息的“供”“需”不完

全匹配———高招部门和高校通过各类平台发

布招生资讯，原则是“客观、公正、明确”，然而

考生填报志愿，还需要综合城市、院校、专业、

家庭背景、学习能力、就业等诸多因素。

另一方面，“难”在部分考生、家长缺乏提

前准备意识，且不具备短期内搜集、分析相关

数据、信息的能力，又存在“压线入围”的捡漏

心态。因此，官方提供的信息、服务等就无法

完全覆盖每个人的个性化诉求。

填志愿是个“技术活”

很多参加高考的考生、家长，恨不得

拿出“做一篇特别有分量的科研论文”的劲

头，来填报志愿。

近期，上海的周女士正为女儿填报志

愿操心：“学校发了三本填报志愿参考书，

有关于高校和专业的，有关于往年录取分

数线和排名的，这三本书要结合起来翻来

覆去地看，非常复杂，我研究了好几天都没

有研究透。”

周女士告诉记者，孩子的考试成绩在

“一本线”附近，可选的学校和专业非常多，

而网络上的海量信息难辨真假，所以她最

担心的就是因“信息差”而浪费分数。

“除了参考书上的信息，我还需要了

解每个专业的具体情况、就业形势、学校特

色、学生评价等等。比如，‘信息工程’和‘电

子信息工程’有什么区别？”周女士说。她还

担心遇到“滑档”“退档”的情况，希望了解

投档的具体流程。

涉及诸多细节，家长不免觉得，“未知

因素实在太多，想一网打尽，却力不从心”。

一名一线教师坦言，近些年，高考改

革较多，二三本录取批次合并、志愿填报要

从选择“院校”变为选择“院校专业组”等，

让考生的选择更加多元。他们日常承担教

学工作，对政策研究不深，在学生填报志愿

时，只能凭经验给出相对保险的建议。

志愿填报市场兴起服务良莠不齐

旺盛的需求下，高考志愿填报市场迅

速兴起。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3年，高考志
愿填报市场付费规模预计达到9.5亿元。相
比2016年1.3亿元的市场规模，增长了6倍多。
互联网大厂纷纷入局———2013年，百

度首次在移动端实现“报考查询功能”；

2019年，阿里推出“夸克”，提供志愿辅导、
模拟填报、AI录取预测等服务；2021年，腾
讯推出“招生通”和“新高考通”；前不久，抖

音上线“高考主会场频道”……

对于智能填报系统，反映的问题包

括：“页面过于花哨，不知道点哪里”“成绩、

位次、选科一经确认无法修改”“录取率只

有1%的学校放到最前边”“不适用于提前
批次模拟填报”“不适应于预科”“具体问题

需要咨询各校招生办”“点来点去又导向付

费课程”“不同系统，冲保稳设置梯度也不

完全相同”……

线下的“高考志愿填报规划师”，服务

质量也是“参差不齐”。有家长发现，人社部

公布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
中，没有这一职业资格。许多教育培训机

构推出的考证服务，往往花几千元就能获

得证书，报考条件甚至仅需满足“大专及以

上学历”“年满18周岁”。“专家”不一定“专
业”，如果匆忙下单，很难得到满意结果。

围绕志愿填报服务还不时会产生一

些纠纷。记者以“高考志愿填报”为关键词

搜索，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找到400余篇文
书，比如，有家长花费数万元，为孩子购买

高考志愿填报或一对一职业测评、学业测

评、专业选择等服务，后续却未被目标学校

及专业录取；还有家长因服务机构宣传“强

基计划”等优惠政策购买服务，实质上并不

清楚相应服务内容，在发现孩子不够条件、

无法被录取后，主张自己是“受诱导签订的

合同”；更有人浑水摸鱼，组建“高考志愿填

报群”，表面为填报志愿提供帮助，实质上则

打着“招收复习学生补课”的旗号进行诈骗。

关注权威资讯消除“信息差”

要真正将填报志愿与个人兴趣、专业

排名、高校情况等结合起来，使高考成绩发

挥最大化效果，到底应该听谁的？怎么做？

教育部给出提示———考生在志愿填

报前要做到了解国家需要、了解个人情况、

了解高校情况、了解招生政策。立志在服

务国家和社会发展中体现个人成长价值，

并综合考虑自己的高考成绩、兴趣特长、未

来志向等因素，理性考虑意向学校。还要

了解意向高校近年录取分数（位次）情况、

学校招生章程内容和该校在本省招生各

个专业人才培养、就业前景等情况，了解本

省（区、市）志愿填报办法、投档录取规则等

信息。新高考省份考生注意高校招生专业

的选考科目要求，遇到不清楚的地方，及时

向有关招生考试机构、高校和中学咨询。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党委书记、院长

刘玉祥也表示，读懂招生政策和志愿填报

办法，选定拟报院校与专业，并且掌握往年

录取要求，就是填好志愿的根本要义。

提早帮孩子种下为什么学习的种子

提早关注官媒、关注官方服务，基本

就能跟上高招步伐，解决眼下填报志愿存

在的部分问题。

然而，要更高质、高效完成志愿填报

工作，构建有益供需双方的科学填报体系，

一位中学校长建议，学校、家庭要多做功

课，“帮孩子种下为什么学习的种子”。

甘肃省会宁县教育考试院院长刘流远

指出，这其实反映了生涯规划教育有所

缺失。他建议，教育部门加强顶层设计，

注重中学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的开设，面

向教师开展相关培训。“这是个长期工

作，每个教学环节都要渗透，还需要掌

握更多科学知识。”刘流远说。

记者注意到，一些能提早规划未来

发展方向的考生及其家长，在面对志愿

填报时更能做到“胸有成竹”。

家住兰州的刘先生是2022年某志
愿填报APP甘肃群的群主。他认为，高考
志愿填报可以参考大数据，也可以购买

专家指导服务，但最为重要的是，作为

家长，一定要和孩子建立一个良性的教

育互动，树立共同目标，实时掌握孩子

的学习情况。

在刘先生看来，高中生学习是一个

“爬坡”的过程，在高二下半学期，大多

数孩子都抵达坡顶，此时，家长可以介

入孩子的志愿填报工作，按“冲保稳”比

例，提前模拟填报数据。

女儿上高中期间，刘先生多次和女儿

聊起未来的人生规划。看到白衣天使在疫

情期间“冲锋陷阵”，女儿有了学医的想法。

刘先生对此充分尊重，对先前整理的数据

又进行深加工，还利用假期，带女儿走

访了部分心仪院校。高考结束，女儿得

偿所愿，本硕连读学习医学。

作为志愿填报主体的考生，若早

早树立为自己人生负责的态度，报志

愿时也能更有“把握”。

6月28日上午，2023届考生杨心茹
提交了志愿表。她清楚自己擅长的方

向，很想学汉语言文学专业。高考

后，结合成绩、位次、心仪城市等因

素，杨心茹很快就筛选出了几所想报

考的院校。

她翻阅了学校给的官方资料，听

取了班主任、家长的建议，在一些社

交平台上查找了感兴趣的信息，给两

所高校招生办打电话咨询，加了一个

学校的招生群，就将首选院校确定了

下来，“我有信心，被录取的几率很大”。

在杨心茹的心中，志愿填报是与大

学的美好邂逅，完成了志愿填报，也不代

表学习之路走向终点，而是再次开启全新

征程。 据《北京青年报》

尹华东师范大学举行2023年校园
开放日暨本科招生咨询会。

图片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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