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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69/2021_2022__E6_A1_88_

E4_BE_8B_E8_A7_A3_E5_c65_569230.htm 每年考生角逐的热

点易局限在京津沪院校。毋庸置疑，京津沪地区经济发达，

高校密集，在这里上大学个人能够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向

来吸引着众多考生的报考视线。同时考生也必须看到，京津

沪地区虽然名牌院校集中、数量众多，但相对于来自全国各

地众多高手的竞相报考来说，高校的数量不仅显得很不够，

而且要考取这里的高校竞争也异常激烈，每年为此而落选的

考生甚至是高分落选的考生大有人在。就全国而言，除北京

以外的地方还有许多高校，避开京城的拥挤状态，独辟蹊径

选学校，将进攻的策略瞄向京城以外，往往会出奇制胜实现

双赢。有时，放弃是为了更大的获取。反其道而行之，明确

自己的需求，不要将眼光只盯在京津沪高校上，做出“丢车

保帅”的决策，不仅有利于自己的长远发展，而且还能产生

“低分高就”的奇效。 情系京津沪 逐鹿失利 《孙子兵法》中

说：“见胜而战，弗见而净。”有取胜的把握就要争取，否

则须按兵不动，逐鹿京津沪亦如此。考生实力不足时，就该

适度的放弃。以下案例可给予考生以启示。 案例1.非北京院

校不报，高分落选 陕西省2001年理科考生小郑，考后估分填

报志愿，高考成绩601分(标准分)。录取结果：落选。 小

郑2001年参加高考。他一心想去北京上大学，因而他的一本

第一志愿就选择了北京化工大学，结果该大学2001年在陕西

的第一志愿最低录取分就达615分，该生自然与该校无缘。但

他的二本第一志愿仍然选报了录取分较高的北京工商大学，



而该校当年在陕西省第一志愿录取分竟达627分，他再次无缘

。由于小郑第一、第二批本科的第一志愿选报的都是地处北

京的大学，第二志愿填报的又是早在一志愿都录满的学校，

属于无效志愿，致使他当年落榜。如小郑在第一志愿填报中

南大学就应该能够被录取，因为该校第一志愿的录取分数

在708~599分之间，中南大学也是国家重点大学，小郑的二本

第一志愿若选报青岛大学，则更有把握被录取，青岛大学为

山东有名的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该校当年的第一志愿录取

分数在699~573分之间。 -点评：据录取资料显示，近年来不

仅是在陕西，在全国其他地方，像这种考生竞相报考北京、

天津、上海等地高校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出现志愿严重的扎

堆儿，导致不少考生或高分低就或滑入二本院校甚至落选。

若这些考生选报了其他地方的高校，则会比较顺利地被录取

，且在专业的选择上还会有很大的主动权。所以，报志愿莫

挤京津沪。不顾自己的实力，盲目选报京津沪等地的院校，

是造成很多高分考生落选的根本原因。 案例2.冒险报考北大

，阴差阳错 米涛，两次高考，第一次630分落选，复读考取复

旦大学。 米涛从小就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进入高中后升

学目标很明确，就是要上中国最好的大学北京大学。2004年5

月，他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冬令营活动，获得保送推荐生的资

格。可是高考成绩一出来，他的心里没了底，630分，比自己

预料的成绩少了20分。老师劝他说：报复旦吧，那也是我国

最好的大学之一。可他不顾老师的善意劝告，义无返顾地在

志愿表上填上了北京大学的英语系，第二志愿想都没想地填

上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很快北京大学的录取分数揭晓了，他

的北大梦彻底破灭。在伤心之余，他把希望寄托在北京外国



语大学，心想只要能进北京也行，四年后再考北大的研究生

。但是由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早在第一志愿就录满了，最终名

落孙山。 虽然他报考时抱着“大不了再复读一年”的想法，

可当他重新坐在教室里时，却远非那样轻松，内心承受了比

应届生高出许多倍的压力。尤其是到了第二年填报志愿时，

他原先的那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早已化为

“前怕狼后怕虎”的胆怯，面对志愿表他慎重地填上 “复旦

大学”。后来却得知，这次他的成绩高出北大录取分数线24

分。 -点评：在前一次报考北大已有落选的征兆下，米涛仍强

行报考北京大学，结果败下阵来。而第二年由于心理因素又

导致能上北大却上了复旦大学。成绩优异的考生，经过一年

的复读一般成绩都有大幅度上扬，但是由于复读一年的挫折

心理，却又导致高分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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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