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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16/2021_2022__E5_A6_82_

E4_BD_95_E5_8F_82_E8_c65_216924.htm 在研究高校录取比例

时，可以发现有些学校的录取比例几年来呈现波浪型态势，

前一年录取比例小于1，后一年却远远高于1。这种录取比例

呈较大反常的现象，便是“大小年”现象。参考“大年”和

“小年”其实对考生填报志愿颇有帮助，记者为此采访了长

宁区教育考试中心高招办主任王大东，解读“大小年”现象

。 [独家填报经] 从“大小年”参考录取比例改变趋势 据介绍

，所谓“大年”就是指某学校或专业在某年内特别火，报考

人数特别多，分数线也就水涨船高了，这年就是它的“大年

”。而“小年”正好相反，由于报考人数少，分数线降低。 

一般来说，“大年”、“小年”是相隔一年或两年交替出现

的。因为如果前一年某校或某专业分数特别高，当年报考的

学生会担心不被录取而纷纷改报其他学校或专业，从而导致

报考人数减少，分数线降低。而后一年的考生看到这一年分

数低，则都集中到这里来，分数线自然又会升高，以此循环

往复。 王大东指出，通常情况下，看“大小年”一看录取比

例，比如上海海事大学文科第一批次，2005年的上线一志愿

录取比例1.81，是“大年”；2006年却下降到0.75，成为“小

年”。二看报考情况。报的人多说明是“大年”，报的人少

则是“小年”。三看录取分数。录取分数高说明“大年”，

录取分数低则说明是“小年”。 考生在填报志愿时，可关注

“大年”、“小年”的动向，参考几年来这个学校的录取比

例的改变趋势，尽量避免去挤太窄的“独木桥”。 如何参考



“大小年”？简单来说，某学校今年若是“大年”，家长、

考生往往第二年不会去选择报考，那明年该校极有可能出现

“小年”，如果考生家长反其道而行之，则有可能在报考该

校时遇上“小年”，从而以相对较低的分数进入理想高校。 

比如同济大学第二批第一志愿理科，2003年由于第一年招生

，录取比例只有0.64,到了2004年就上升到4.19，这样一来，考

分自然就高上去了。因此对于一些名校去年新设的专业，若

去年的文理科录取比例都小于1，那么今年可能会大幅度上升

。 可见，对于那些新办的学校或者新开设的专业，考生在填

报志愿时一定要谨慎。同时可以猜测，今年新开设的高校专

业,也有可能因为报考人数不多而遇到“小年”，这也是考生

填报志愿时可以作为参考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