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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志愿填报六重点

艺术类分数低但要艺考

量“分”而行 文理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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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隽（高中：上海市第四中学 现上师大大二)

一本选专业二本选学校
张晨（高中：鲁迅中学 现江南大学大二）

钱嘉妮（高中：洋泾中学 现华师大大一）

高考志愿怎么填？ 5 月 14 日起，本市 2012 年高考就要开始第一次志
愿填报。 虽说有了平行志愿， 但高考填志愿仍然是门
“技术活”，是事关高考成败的头等大事。 为此，本版今
天请出 4 位高考“过来人”，请他们结合自己的亲身经
历，教大家如何填好志愿。

高考志愿之于高考是一个十分重

要的步骤。 “一失足成千古恨”，与自己
心仪的大学或专业失之交臂是常有的

事，于是，填好志愿也变得很有讲究。
因为上海实行的是平行志愿，有些

同学便把学校以分数为界由高到低排

列依次填了上去，而专业也是同样的方
式。 这样的做法，既没有认真了解过每
一所学校的拔尖专业，也没有为自己将
来的人生方向作思考。高考不是一种解
脱，而是攀登理想高峰的关键。

同学们可根据一模二模成绩来估

算自己的高考水平 （一本、 二本或大
专）。 若介于一本和二本之间读文科的
同学，相对于一本拔尖的文科学校，理
科学校往年的分数线反而更容易接受

些， 那你就可以在一本前几栏里填报
一些理科学校， 填一些实用性较强的

专业，如人力资源管理、工商管理等，
而在一本后几栏里依旧填上你心爱的

文科大学。 在二本一栏里注意避免填
两所分数线一样的大学， 并在觉得最
有把握进的大学专业一栏里深思熟

虑。 多去网上查询历年来专业的就业
率并留意教育部最新公布的 10 个“红
牌专业”，但并不是说这些专业都不能
填，每个人有适合自己的职业，适合的
才是最好的，或许你能“变废为宝”。 另
外， 在二本的最后一栏填上保底专业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理科生同样
可以运用上面的建议。

周围的同学们今天还与你讨论着

未来， 明天或许就因为专业不同走上
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不要人云亦云，也
不要全盘托予父母。 命运在自己手中，
谁都夺不走。

高考填志愿的时候， 很多人都纠结过是先选
择学校还是先选择专业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难平
衡的问题，我当年也郁闷纠结过，最后的选择出奇
的简单，随心，问自己的内心到底想要什么。

还记得我当时一本选择的 4 所学校是：同济、
华政、上大和江南大学。同济和华政，大家都知道，
专业性比较强，上大是什么都有的普及型学校，其
实填江大是一个很冒险的选择， 因为对它一无所
知而且还是外地的，其实当时我最想填的是上音，
很意外吧，但是被阻止了。我还记得我同桌特别可
爱，非常豪迈地填了复旦，她云，虽然肯定考不上，
但是将来好歹还能向自己小孩炫耀当年她妈妈在

几万人的高考中填过复旦。其实这也是一种心态，
很多考不上一本的同学也不必伤心， 该怎么填就
怎么填，给自己希望，给自己回忆，给自己鼓励。

二本我更加偏重专业。 当时觉得二本学校也
就这样了，选个喜欢的专业也蛮好，不过二本的专
业还蛮难挑的。 我记得我最后一个二本的学校选
的是上海体育学院，雷倒一批人，因为我的体育基
本就是被同情才爬上及格线的。 其实大家可以注
意一下体院的专业，蛮好的，很有针对性，就业的
话，我以为也很有竞争性，像体育新闻和体育医学
就不错。

回到学校和专业的问题， 我觉得， 一本选专
业，二本选学校最为明智。因为一本的学校重点学
科会被加强打造，在行业内会很有名，比如我现在
的学校，没什么人知道，但是问从事工业设计的人
全都推崇， 而且学校的和师资也是其他专业不能
比拟的。二本选学校，很多二本的学校都能分配工
作或者有对口的单位，能得到就业的保证。

上海的高考， 艺术类专
业原则上是有两个志愿学校

的， 但是一般来说以第一志
愿为准， 也就意味着如果第
一志愿落空了， 那么第二志
愿也就不算数了， 当然也有
少部分例外。 只不过，这个可
能性微乎其微， 所以很多学
生决定志愿的时候一定要思

路清楚，是求稳，还是险中求
胜。

现在艺术类一般有这么

几种：美术、音乐、表演、播音
主持、编导。 这几个是大类，
下面还有各自分支的小类。

我最初选择艺术类志

愿， 是因为自身的学习不是
很好，所以打算走一条捷径，
但是在真的选择了艺术类的

专业后才明白， 每一种选择
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想要文
化分数低一点， 那么艺考就
要很努力。

艺术类志愿， 一般都是
需要参加上海市艺术类统考

以及想要报考的学校的校

考， 有些学校没有校考的就

以统考成绩作为录取标准 。
艺术类学生可以多多关注一

些学校的校考信息， 有什么
问题也可以咨询一下自己的

学长学姐们。
一般志愿是在二模考后

开始填写的， 同学们一定要
将自己的实际考试成绩 ，自
己的艺术类考试分数， 和想
要报考学校的往届分数做一

个比较，让自己心里有底。
求稳的同学一般可以选

择考分与自己分数相近的学

校， 或者是自己分数超过的
学校，这样比较稳，但是不代
表可以不用努力哦。 想要险
中求胜的同学， 就要做好心
理准备了，要选择自己“跳一
跳”可以进去的学校，就是分
数略微有差距， 但要是努力
一下还是可以达到的院校 。
我当初就是为了求稳， 选择
了一个中等分数线的专业 。
还有一种就是参加艺术类院

校校考的时候就被录取了 ，
那么只要达到该院校给出的

文化分数线就可以录取啦！

了解自身实力。 俗话说“知己知
彼，百战不殆”，越来越多的高校咨询
会让“知彼”这一点做得很好，但是更
重要的是能够“知己”。 了解自身实力
是在填报志愿时最重要也是最基础

的。 自己在学校大致的排名和学校在
市里面的排名都是应该注意的。 千万
不要唯我独尊，也不能妄自菲薄。

二模成绩会有区排名，这是同学
们定位自己的一个好方法。多了解同
科目同学成绩的同时，也记得关注一
下非同科目同学的语数外 3门成绩，
毕竟加一科的考分会有些许偏差，重
点还是要放到语数外上面。

爱好结合成绩。 如果因为成绩好
而放弃了自己想读的专业，这是不值
得的做法。 成绩只是暂时的，而兴趣
动力却是永恒的。 如果因为不想“浪
费”自己的成绩而选择了一个自己不
喜欢的专业，到了大学一定会后悔；反
之如果选择了分数并不怎么高但是

自己很喜欢的专业，相信在这片领域，
你也一定可以做出一番成绩。

选择调剂因人而异。每一个院校
最后都有一档“是否愿意调剂”，我想
说，千万不要为了“想要进这个学校”
就贸然填上“愿意调剂”。或许很多人
会信誓旦旦地说念了一年以后转专

业，但是转专业并不是想象中那么轻
松的。首先，热门专业之所以难报，是
因为招收的名额有限，即使到了转专
业时亦是如此；其次，在大学学习了一

年以后， 如果原先的理科生调剂进了
文科专业，就会有很大的难度。缺乏毅
力或者信心者，很容易失败。所以调剂
与否还是应该因人而异， 做凤尾和做
鸡头，还是应该多考虑取舍。

就业前景需要考虑。就业前景会
被很多同学列入重要考虑范围，这么
做是正确的。一个有对口工作的专业
往往是最好的。当然，如果是大类，那
么还需要同学自行考虑以后需要考

哪些方面的证书，针对哪些方面有更
深入发展，从而投入到工作中。 不要
以为就业还很远，一进了大学，工作
问题就紧迫起来啦！

保底要切合。 自己的成绩怎样，
进行保底是很重要的。如果考到一本
分数线却因为对自己估计错误而落

到二本院校，相信很多同学都会心有
不甘。 所以再次提醒各位同学，希望
能够在找到自己喜欢的学校、专业的
同时，切合实际情况填写保底专业和
院校，以免留有遗憾。

有余力者不妨了解一下专业课

程。 为了避免同学到了大学后对课程
怨声载道或者说和自己想象完全不

同，我建议同学们可以预先了解一下
所学专业的课程。尤其是在理科生选
择专业时，很有可能因为自己擅长加
一科目而选择了这方面的专业，但是
如果数学不好那么就需要有充足的

心理准备，因为大学里的学习很可能
会给你们带来沉重打击！

戴佳雯（高中：育辛高中 现上师大大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