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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考生的前途和命运。新华社供图 自从1999年教育部推出高

考改革的若干政策以来，改革一直围绕着“三个有助于”的

原则进行，其本质是维护高考的公平性和科学性。 在公平性

方面，继续维持了以考分高低作为排序的主要因素的做法，

在科学性方面则推出高校自主招生、特长生特殊录取政策等

。有些省份更是先行一步，将中学阶段的学业成绩和品德表

现提供给大学作为录取依据之一，这些措施无疑都是进步的

尝试。尽管如此，当下的高招录取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录取

新生中少数人不报到，部分新生报到后要求转换专业等等，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 采取多种措施充分表达考生意愿 要采

取多种措施，充分表达考生的意愿，包括考生对大学与专业

的选择、考生要求退档、考生与高校及考试机构对话，以及

考生了解录取的过程等等。 由于大学的学科层次、办学条件

和收费标准各不相同，考生的兴趣、学习能力及其家庭背景

各不相同，考生选择大学是一个十分艰苦的摸索过程。我国

现在的录取过程基本是考生和大学各进行一次选择的过程。

志愿填报阶段是考生选择大学，录取阶段是大学选择考生，

这样一个来回考生就定了终身。由于考生对大学的状况及录

取规则的认知程度存在差异，每个录取阶段都有人因为志愿

填报不当而落榜。 在教育程度较高的国家，考生有多次选择

大学的机会。法国的大学录取（实际上是一流大学预备学校

录取）体制是有一个管理大学录取的全国招生办公室（只负



责一流大学录取，不负责普通大学录取），负责向各大学投

送考生档案。但是它不负责划定录取分数线，分数线在法国

没有公认定义。法国考生一次填写6个志愿，由招生办依次向

各学校投档。学校录取依据考生在高中阶段的学习成绩和学

校的评语。学校录取结果在互联网上公布，这时考生可以选

择接受，也可以选择拒绝。选择拒绝的考生档案退回招生办

，加入第二次投档。如此可以有4次反复定夺的机会。考生的

意愿在这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勉强服从现象大为减少，不报

到现象大幅下降。 我国目前实行分省录取体制，并且全部实

现网上录取。一个省通常要处理数十万考生的资料。为了缩

短录取时间，压缩网络传输的信息量，考生填写的志愿表格

设计得比较简洁，缺少有条件服从的项目。上世纪90年代的

纸质志愿表可以填写有条件服从的选项，而现在只能填写服

从或者不服从，这使得考生缺少了一些选择，无法完整地表

达自己的心愿，有些人只能勉强选择服从，其效果不能令人

满意。 同样的原因，考生对学校和专业的选择在目前的录取

体制中也经常遭遇尴尬。在同一批次中，如果考生的考分不

是特别领先，他将面临两难的选择。当一位考生对专业特别

看重时，他心里的打算是：第一志愿选择一所本批次堪称一

流大学的理想专业，第二志愿选择另一所稍次一点的大学的

同样专业。但是他的想法在现行录取体制中难以实现。因为

当他的分数达到第一志愿学校而达不到其理想专业时，他的

档案只能被该校其他专业录取，而不能跨过学校门槛进入第

二志愿学校的理想专业。这是当前投档到校而不到专业存在

的问题。 当考生获悉自己被某所大学录取到某个专业时，由

于不是第一志愿的专业和院校，他可能并不满意这种结果，



但他不能向录取的高校申请退档。道理很简单，因为在志愿

表上他填报了这个学校，至少填报了服从学校或服从专业。

既然如此，录取他是符合录取规则的。这样在规则上虽无不

当之处，但仍存在着不能满足个人最大愿望的遗憾。 个别考

生接到录取通知书后由于各种原因放弃入学资格，选择不报

到，这在上世纪90年代及以前可能在若干年内禁止其报考高

校，近年来由于高考录取率的提高，大多数省份取消了这项

措施，但仍然存在着考生接到入学通知书不报到的现象，需

要我们认真研究对策逐渐减少这种现象。 细化志愿填报规则

和录取规则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导致部分考生不能最大限度

地满足自己的志愿，进而产生厌学、家庭矛盾、心理困惑等

问题，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在以人为本理念日益明确、

计算机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我们在理论上和技术上要做到

更加人性化、科学化，要达到人民满意、高校满意、政府满

意的效果，笔者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1．增加志愿表格和考

生信息栏的项目，让考生可以进行更多、更复杂的选择。比

如让考生填写有条件服从的选项，让考生在备注栏填写自己

最需要说明的想法，让高中的班主任能够充分描述考生的一

贯表现，而不是现在那种比较简单刻板的文字。 2．分阶段

填报志愿，让考生有充分的时间思考、填写志愿表。 一次性

将本科志愿填写完毕的做法，虽然看起来节省了一道程序，

但是许多考生对后面的志愿没有仔细考虑，随意性大，出现

二本和三本学校录取而不报到的问题，既浪费了高校的招生

计划，也阻挡了一批急切想上学而考分偏低的学生圆大学梦

。适当细分填报志愿的阶段，将一本、二本、三本和专科等

批次进行适当的组合填报，在每个批次后面都安排补充志愿



的填报，可望大大满足各类考生的不同需求。 3．修改志愿

设置方法，将二级志愿合并为一级志愿设置。如某省原来给

考生提供3个学校志愿，每个学校内可以填报6个专业，该考

生原则上可以选择18个专业。但他其实最多只能选择6个专业

，因为他的档案进入一所学校后只能在这个学校内选择他所

填报的专业。其他12个专业都作废了。如果按专业大类录取

而不是按学校录取，他就可以实际上将18个不同学校的专业

进行排序（由于专业合并为专业大类，大类数要明显少于专

业数），这样的排序不但更符合考生的意愿，而且模糊了学

校的分数线概念，有利于淡化高校之间的恶性竞争。这样做

的缺点是一个学校需要拥有多个代码，一个代码表示一个专

业大类，与此相应，必须增加计算机录取的信息处理能力。

4．录取过程更透明。高校公开录取信息，考试中心发布高校

录取信息，允许考生反悔一次或多次。反悔后的考生档案退

回待录取状态，等下一批次（或下一小批次）再次投档。这

样做虽然使录取时间延长、给录取人员增加负担，但有利于

多次选择学校和志愿，最大限度地满足考生的愿望。■南京

大学金陵学院 钱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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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