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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E8_80_83_E5_BF_c65_104083.htm 填报高考志愿是一个复杂

的过程，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填报志愿是“第二次高考”

。 每年高考放榜后我们都曾听到这样的消息，某个考生分数

很高，但是却没有被理想的大学录取；两个分数相同的考生

，一个被名牌大学录取，另一个却名落孙山；同一个学校，

同一个专业的考生，高考的分数可以相差上百分⋯⋯为什么

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怎么才能避免这样的现象发生呢？ 目前

，高考填报志愿的时间或方式有三种：考前根据实力填报、

考后估分填报和考后公布分数填报。一般来讲，影响考生是

否被录取的因素主要有四个：高考成绩、自己的成绩在本省

（区、市）所有考生中的位次、所报考学校报考人数的情况

、所报考学校的投档线和录取线。不论是上述哪种填报方式

，对考生来讲，后两个因素都是绝对未知的，因此，填报高

考志愿必然有一定的风险。 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对初次参加高考的考生以及他们的家长而言，要掌握好填报

志愿的技巧确实是一门“深奥”的学问。而了解之前的各种

数据、信息就成为了志愿填报的基础工程。 一 了解高考“两

线一分” 录取线的全称是普通高校招生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

。它是指省级招生部门根据当地全体考生当年高考成绩水平

和国家下达的招生生源计划，按照一定比例相应确定的一个

录取新生的最低成绩（总分）标准。这是确定考生录取资格

、执行招生政策的一个重要指标。录取线分为各省（区、市

）最低录取分数线、各高校录取分数线、高校的专业录取分



数线。这三条录取分数线的划分根据的具体情况的不同有所

不同，对考生的升学有重要的影响。 投档线（调档线）的全

称是招生院校投档分数线，是省级招生部门在该投档前，根

据招生学校当年招生计划并扩大一定比例(一般是1:1.2)，按照

填报该校志愿考生的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形成的，是省

级招生部门给各招生学校提供考生档案的最低成绩标准。通

常情况下，投档线会高于或等于省(区、市)划定的该批次最

低录取控制线。一个考生在升学志愿中选报了某高校，能不

能被录取，首先取决于他的成绩是否达到了这所学校的投档

线。 高考总分是指一名考生的高考各科成绩分、政策性优惠

加分的总和，招生录取中称之为档案分。现阶段普通高校录

取新生时，主要以考生的高考总分(档案分)为依据，综合德

智体美全面考核、评价，择优录取。也就是说，高考总分是

录取时的基本指标，确定考生的投档资格、录取资格等等，

都是以该指标为主要依据。 二 看清当前高招形势 每所高校每

年即使在同一个省，录取平均分数线也会高低不同，我们把

这种现象称之为“大小年”，也就是说，录取分数可能一年

高一年低。从报考心理来讲，当报考学校过去录取分数线较

高时，很多考生会选择放弃，而报考另一所投档线较低的学

校。由于招生数量有限，不可能每一个考生都能如愿，报考

的考生越多，该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就会越高；反之，报考的

考生越少，则此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就会越低(当然，这种“低

”是有限度的，考生必须达到学校所处招生批次的最低录取

控制分数线)。因此，就某一所高校来说，往往会出现录取平

均分一年高一年低的现象，这就是一些高校的录取分数线出

现“大小年”现象的主要原因。 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发展



对各专业人才的需求不一，一些专业相对于另外的专业来说

，毕业生将来的就业机会多一些，或者是某些专业的毕业生

在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方面都强于其他专业的毕业生，这样

就在高校专业中有了冷门与热门之分，即使是你达到了某个

学校的投档线，如果专业选报得不好，也有可能考不上这个

学校。在同一个学校中，各专业的录取平均分数相差悬殊(最

高与最低可能相差很大，甚至超过100分)。 因此需要考生家

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要分清当前的形势，避开“大小年”的

问题，科学选择专业和学校。 三 科学的利用专业分数线填报

志愿 一般来讲，一个大学经过长期的建设和发展，在社会上

以及广大考生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都是比较稳定的。大多数

学校的录取分数也是比较稳定的。参考学校录取分数线，特

别是各专业的录取分数线，可以帮助你科学填报志愿。 1、

正确估量自己的实力。考试的分数是录取的最关键的因素。

考生选择学校，要在自己的分数能够达到的一类学校进行选

择。对于分数在一本线以上的考生，如果在省(区、市)内名

列前茅，就可以考虑报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一类的名校

；如果成绩比较优秀，超出当地一本线几十分以上，可以考

虑报考其他的名牌大学；如果分数超出当地一本线不多或者

刚刚达到一本线，可以报考比较冷门的一本院校。对于分数

没有达到一本线的考生，主要是填报好本二批或本三批院校

。填报的原则和第一批差不多。上述三个层次的学生在报考

的同时，还要注意填报好下一批次的志愿，这样才能够做到

“双保险”。 2、认真分析学校的招生计划。中央部委直属

的重点大学，一般是在全国范围内招生，但是不同地区，投

放的招生计划也不一样。有的学校投放计划比较均衡，主要



依据当地考生的数量和往年生源情况投放汁划。有的学校有

历史上形成的生源重点地区，不太考虑考生的数量。地方院

校计划大多投放在本省，在全国跨省招生的计划投放不太多

。但是，有一点是比较肯定的，那就是不管哪一类的高校，

在高校所在地投放的计划一般都要比其他地区多，有的甚至

达到50％以上。因此，报考本地区的学校或者在本地区招生

计划较多的学校，录取分数一般会低一些。 3、科学利用专

业分数线。一个学校的不同专业之间的录取分数差别很大，

一些所谓的“热门”专业报考的人数相对较多，分数线也就

相应较高。但是今天的“热门”并不意味着就是四年后的“

热门”，因此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一定要多加考虑，慎重

选择。 4、考虑地域因素：象北京、上海这样的中心城市，

高校云集，且不少是重点大学、名牌大学，当然是莘莘学子

向往的地方。但是，这些重点大学、名牌大学的录取分数线

，着实也令人望而生畏。因此，若非拔尖的学生，报考京、

沪名校一定要慎重。同样的分数，如果避开京、沪等热点地

区，可以上一本院校；如果报考京、沪地区高校，也许只能

上一个二本批次的普通本科院校。因此，根据自己的分数情

况，在填报志愿时应注意考虑地域因素，也可以提高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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