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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评价录取框架下如何填报志愿
专家给出中肯建议

随
着选择的增加，如何根

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兴

趣爱好、职业规划等因素，在高考

出分后完成高考志愿的填报，专家

们的建议值得考生参考。

记者 郭漪

“战略上重视，战术上轻视” 
复旦大学校长助理、招生办主任 丁光宏

所谓“战略上重视”，指的是考生和家长都应了解

2017年高考志愿填报办法的“新”在哪里，做到心中有

数。

就这届考生来说，比如一个学生可能是较为全面

发展的，或者对多个专业都有兴趣，他更心仪于某一

个学校能给他提供的整体的教育资源，那么他可能按

照“甲校+A专业”、“甲校+B专业”……这样的方式填

报，尽最大可能增加考入该校的几率；另一个学生可能

已经想好了专业和职业发展方向，更倾向于专业主导

志愿，他可以按照“甲校+A专业”、“乙校+A专业”……

这样的方式填报，尽最大可能增加考入某专业的几

率。

所谓“战术上轻视”，当然不是让考生忽视填报技

巧，而是特指在离高考只有两个多月时间的当下，在这

个关键时期，建议考生将主要精力放在检验自身复习

准备的程度和效果上。根据往年的经验，一般6月23日
左右高考出分，到那时，包括综合评价批次在内的各批

次才开始填报。考生只要根据学校的安排，以比较轻

松的心态参加之前的模拟填报系统操作，熟悉流程即

可。等到高考结束以后，考生有大约两周的时间，充分

了解自己感兴趣的学校，关注心仪的专业，通过届时各

高校举行的各种咨询活动了解信息。

合理定位，体现兴趣和特长
上海纽约大学中方招生办主任 周鸿 

一是要合理定位。从高校角度而言，最希望录取

的是成绩优异且适合学校培养理念的学生。考生可在

接下来的2个月左右时间内，根据模拟考试的成绩情

况，大致了解自己在全市考生中的位置，这样将有助于

更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合自己实际的院校和专业。既要

选择一些可以“冲一冲”的院校和专业，也要选择一些

肯定可以被录取的院校和专业“稳一稳”。在高考成绩

出来后，再根据实际考试结果进行相应调整，最终选

择与考试成绩相匹配的24个院校专业组填报。

二是在志愿填报中体现考生的兴趣爱好和特

长。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填报框架下，高校往往

把选考科目要求相近或相关度比较大的专业归为一

组，供考生填报。如有的考生对信息学领域有兴趣，就

可以把开设计算机科学、软件工程、信息安全、数据

科学等专业的高校，参考以往录取分数高低，从高到

低进行排序填报。建议在专业选择上适当考虑与选

考科目的相关性，尤其是一些单科成绩特别出色的学

生，更要考虑专业与学科之间相关性，为以后的大学学

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是不要忽视综合素质评价。纵观世界一流大学

的招生，基本上都坚持一个理念：既要求学生有优异

的学业成绩，又要求学生在社团活动、科技创新、体育

竞赛等综合素质方面有出色表现。以上海纽约大学为

例，招生过程也是在达到一定学业要求的学生中，通过

“校园日活动”等考察，选拔出适合学校培养理念、具

备强烈求知欲和开拓创新精神、热爱尝试新事物、拥

有“世界公民”素质的学生。

学会自我规划  把握选择机会
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 周傲英

认识自己，主动自我规划

考生需要对自己的个性、兴趣和能力有所认

知，就自身情况与院校专业组的匹配程度做好分

析。一种方案是参考传统的志愿填报方法，以院校为

首选范围，依次填报某目标院校的所有专业组；另一种

方案则是以专业组为填报单位，优先填报心仪专业的

不同院校的专业组。不同的选择，都建立在考生对自

我有清晰认知的基础之上。

了解院校，把握选择机会

以华东师范大学为例，部分专业通过大类招

生、宽口径培养，帮助考生在高考选择阶段做一个缓

冲。在学生入学之后，还有申请转专业的机会，为学生

的成长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和发展空间。

在选择机会大大增加的当下，建议考生充分了解

政策与目标院校的学科特色，适当参考往年各高校及

专业的录取情况，结合自己的高考分数与兴趣，知己知

彼，做到梯度、灵活、精准填报。

读懂“院校专业组”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副校长 叶银忠

以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为例，今年设置了四个

“院校专业组”，分别是“物化生、物化地、物化史、不

限”。其中，“物化生”组包含了4个专业大类和17个专

业，“物化地”组包含了1个大类和7个专业，“物化史”组

包含了4个专业，“不限”组中有2个大类和9个专业。比

如建筑学专业属于工科，但带有技术和艺术相结合

的特点，含有历史底蕴，因此被归类在“物化史”专业

组，如此一来，考生不仅可以凭借理科的优势，也可以

发挥文史科目的优势考入这一专业。

学会选择，奠基发展
上海市建平中学校长 杨振峰

原来高校招收专业仅有“文科专业、理科专业及

文理兼收专业”三大类，现在的方案依据学生选考的

学业水平等级考科目与高校对于选考科目要求的吻合

度，增加为40多个“院校专业组”大类。比如：原来方案

中选修“政治、历史或地理三科中任一科目”的考生就

可以报考文科专业或文理兼收的专业，现在学生要考

虑自己选考的等级考科目与高校对于选考科目要求的

吻合度选择合适的院校专业组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