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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广东高考将改为分数出炉以后再填志愿。还有半年时间

，考生该如何应对？ 专家建议，吃透政策，见招拆招，稳定

心态，复习第一。 背景：半年变阵“不算突然” 考前半年调

整高考政策，近日消息一出，让高三师生连呼“吃不消”。 

记者了解到，就预留的准备时间而言，还有比这更“突然”

的：今年4月，安徽省突然传出消息，高考填志愿将由考后分

数公布前填报，改为分数公布后填报，距离高考仅2个月。 

相比广东本省，今年的改变也不是最“突然”的：1999年全

省考生已按照一贯做法在考前填报了志愿，但国家突然宣布

高校扩招，大多数的高校招生计划都有了大幅度增加，直接

导致已经填报的志愿失去意义，广东省临时决定在分数公布

之后重新填报志愿。 据了解，广东省高考在1986年之前采用

的是考后填报志愿的办法，从1987年开始考前填报志愿

。1999年考后填报志愿，扎堆现象严重，2000年又改回了考

前填报志愿，直到2007年。 比较：三种填法各有利弊 高考前

填报志愿、考后估分填报志愿、知分填志愿，三种填报方式

哪种最好？招生考试部门认为，其实各有利弊。 考前填报志

愿能够充分体现考生的意愿和平时真实水平，招生考试部门

也有充裕的时间进行录取信息处理。但考生和家长心中无底

，风险也相对高。一旦填报不能更改，考生在考试中心理压

力较大，无论是高考失手或超常发挥，都会抱憾终生。 考后

估分填报志愿考生可以根据自己发挥情况和教师指导估出的



“考试成绩”进行填报志愿，减少了部分盲目性，填报志愿

的“命中率”相对更高一些，但特别是在使用标准分地区，

同样存在考生估分和实际成绩的差距，考生对自己在当年总

群体中的排名亦不能准确把握。 成绩公布后填报志愿降低了

高考失准导致的风险，也减小了考试中的心理压力，但考生

由于只知自己成绩，不知排名状况，志愿“撞车”现象更为

明显，甚至导致高分落选。同时还有可能造成尖子人才过度

集中于目前所体现的热门学校和专业，热门的学校(或专业)

扎堆，冷门的学校(专业)生源不足，甚至需要适当降分录取

，不利于人才在各种行业的均衡分布。 心态：别管无法改变

的事 广州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医生彭子文认为，面对

突如其来的变化，人们通常会出现应激反应，如果感到焦虑

恐慌，或心慌意乱情绪低落都属于正常现象，但要积极调整

。 “感到恐慌通常是对应激元因素认识不清导致，”彭子文

说，“就好像黑暗中传来的声音让人害怕，看清了原来是只

猫就不怕了。” 彭子文建议，学校、舆论应尽快将新政策解

读清楚，让考生全面认清局面，不要让大家乱猜，或者小道

消息满天飞；家长如果自己还没理解，最好不要和孩子讨论

，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讨论得越多越恐慌，应该趋利避害

，多讲可能的好处，少讲可能的坏处。 考生在吃透政策的基

础上，尽量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知识以外的事情上，特别是

自己无法改变的事情上，如果感到明显的焦虑，可以结合自

己的情况进行一些放松练习，比如听音乐、深呼吸，如感觉

自己调整不好要及时找心理老师沟通，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

，学校还可以组织团体心理辅导。 对策：目光放远心态放平 

广东广雅中学校长黄永光建议，平时成绩较为优秀的考生，



由于自信心强，容易成为“高分扎堆”的一分子，在知分填

志愿时要尽量保护自己，首要注意“留有余地”。“最拔尖

的学生在填报一流大学一流专业时，要谨慎分析当年形势，

看自己是否的确遥遥领先，是否出现高分集中的现象。”黄

永光说。 广州市27中校长赵卫平则表示：“对平时成绩不拔

尖的学生可能有一点损失，就是不能搏猛当‘黑马’了。” 

作为对策，黄永光建议高分考生不要集中报考省内名校，要

把视野放到全国范围；老师要做好近年来各个高校各种批次

、专业的录取分评估，特别是2007年的分数，由于同样是原

始分，考试科目结构也相同，是重要的参照标准，但同时也

不能只看2007年，因为填报志愿的先后也会影响录取，不少

高校还有大小年之分，要多看几年，取其平均值。 老师们建

议，聪明的学生应该充分利用改革带来的客观上的好处，即

赢得了半年不受干扰的复习时间、无后顾之忧的考场心态。

“其实所谓对策，都是空谈，最重要的还是安心复习，打好

基础。”赵卫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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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