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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志愿填报需谨慎高考志愿填报需谨慎

““冲稳保冲稳保””是法宝是法宝
巧用排名和校线差巧用排名和校线差

报考时，考生常会有这样的困惑：专
业优先还是学校优先。这类问题一般没有
绝对的先后次序之分。通常来说，如果考
生的分数超过一本控制线，建议首先考虑
在本一院校中选择一个好学校。因为

“985”或“211”这样的本一院校往往具
有更高质的学习资源和更充分的就业机
会，而且这些院校大都有进校转专业的机
会，即便被录取到一个不太满意的专业，
也有机会在进校后换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专
业或者辅修第二学位。

如果考生的分数在二本控制线上，建
议考生首先考虑选择一个好的专业。考生

可以根据自己的实力，分别列出自己最想
进、比较想进、可以进的学校等，再根据
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找到对应的具有实力的
院校，并通过平行志愿填报来实现。比
如，某考生喜欢工商管理专业，可以以工商
管理专业为线索，列出开设工商管理专业
的高校，根据自己的高考分数与高校近几
年录取分数来选择相应的高校填报志愿。

另外，考生在选择大学和专业时切忌
道听途说，而要尽量全面考虑，理性分析
学校和专业，同时以自身的兴趣为准则进
行决断，必要时可通过各种方式联系心仪
院校的招生办或者师兄师姐。

继《清华附小推荐小学生必看20部
经典电影》，本报向广大小读书推荐“最
强书单”。这个书单是由10岁小书虫平行
开出的，她用10天时间写就了一篇5000
字的科幻小说《天上那颗蓝星星》的小书
虫，与妈妈花了3个月，从1900本书里
精挑细选出来书目，让小读者们在暑假提
高阅读兴趣，爱上阅读。

一、桥梁书籍
架起孩子走向热爱阅读的道路，以绘

本和有趣轻松的小说式儿童作品为主。
1、国内：孙幼军《小布头奇遇记》，曹

文轩《野风车》，汤素兰《小巫婆真美丽》，梅
子涵《戴小桥和他的哥儿们》，沈石溪《动物
小说》，周锐《书包里的老师》，葛冰《窗外有
一张怪脸》，冰波《晚安，我的星星》，郑渊洁
《皮皮鲁鲁西西系列》，杨红樱《非常系列》，
杨鹏幻想系列《装在口袋里的爸爸》

2、国外：捷克《鼹鼠的故事》，美国《我
的宠物是恐龙》、《黑森林的秘密》、《雾灵三
部曲》，德国《胡桃夹子》，英国《冒险小虎
队》，法国《列那狐的故事》等

二、文学作品
1、国内：曹文轩《大王书》，黄倍佳《我

要做好孩子》，刘慈欣《三体》、《乡村教师》，
何夕《平行》、《伤心者》，王晋康新人类系列
《海人》、《癌人》、《类人》、《豹人》，金庸《金
庸全集》，龙应台散文《目送》，于丹《重温最
美古诗词》，刘墉《杀手正传》。

2、英国：安娜《黑美人》，达伦·山《吸
血侠达伦.山》，尼尔《鬼妈妈》，柯南·道尔
《福尔摩斯探案系列》，怀特《夏洛的网》。

3、美国：埃莉诺·波特《波利安娜》，布
莱特维特《小猫杜威》，玛·金·罗林斯《一岁
的小鹿》，罗兰布鲁克《马背上的女孩》，亨
利·梭罗《瓦尔登湖》，罗尔德·达尔《查理和
巧克力工厂》，劳拉·英格斯·怀德《小木屋
系列》。

4、日本：松浦寿辉《河鼠也有梦想》，
畠中惠《我的宠物是小妖》，安房直子《花香
小镇》。

5、加拿大：艾丽丝·门罗《逃离》。
三、数学与自然科学书单
1、数学：
低段：《数学花园漫游记》、《好玩的数

学》、《奥德赛数学大冒险》、《幻想数学大
战》、《数学真好玩》、《数学帮帮忙》、《我是
数学迷》、《天哪，数学原来可以这么学》

中高段：《冒险岛奇遇记》、《李毓佩：数
学童话系列》、《奶牛为什么不在半径范围
内吃草》、《小学生数学报》、《1000个思维
游戏》、《可怕的数学》、《九章算术》、《从一
到无穷大》、《数学之美》、《1000个思维游
戏》，《发现数理化章回体通俗演义》

2、科学类：《神奇校车》、《什么是什
么》、《可怕的科学》、《昆虫记》、《森林报》、
《科学小侦探》、《趣味科学大全集》、《发现
数理化章回体通俗演义》

四、地理历史书单
《鬼脸历史》、《中华上下五千年》、《历

史是个什么玩意儿》、《明朝那些事儿》、《重
现中国历史》、《中国国家地理》、《世界国家
地理》

五、影视阅读书单
《夏洛特的网》、《暮光之城》、《堂吉柯

德》、《金庸全集》、《鬼妈妈》、《查理和巧克
力工厂》、《百家讲坛》、《我的一本课外书》、
《全纪实》、《冬吴相对论》、《中国汉字听写
大会》

六、杂志书单
《科幻世界》，《新发现》，《知识家》，《科

学世界》，《读者》，《当代》，《幽默大师》，《十
月》，《微型小说月刊》

七、其他
韩国《哲学家讲的哲学故事》，法国《写

给孩子的哲学启蒙书》、《沙漠里不只有
沙》，美国《艾伦.坡暗黑故事全集》、《荒野
生存》，澳大利亚《一的力量》，英国《巧克力
秘闻》、《与时光赛跑：环球航海日志》、《脑
力震荡，全球最疯的逻辑谜题》，日本《一步
向前的勇气：我单独无氧挑战珠穆朗玛峰》

高考志愿的
填报其实是一个从
信息搜集、资料准
备到自我认识、综
合考量的复杂过
程。因此，考生和家

长在高考之前就要着手一些
信息的准备，提前圈定部分学校和
专业，可以巧妙利用排名及校线
差，报考考生感兴趣或适合考
生的专业。一本选学校，二本选专业

排名定位法是志愿填报的另一个重要
策略。排名定位法就是通过考生在全省的
排位与往年目标院校投档线的最低排位的
比较来进行定位。

根据近四年数据显示，平行志愿已使
得各高等院校有“各就各位”的趋势，如
近年来中山大学文科投档最低排位为
1600名左右，理科最低排位为 6200名左
右；华南理工大学文科排位约为 3550名
左右，理科最低排位为 9000名左右。因
此，分数在一本线以上的高分段同学活用

“排名定位法”不失为一种比较可靠的志
愿填报方法。

近年来，广东省依然在一本和二本A
及二本B采取平行志愿。考生在填报志愿
时，常无法合理处理平行志愿的三个志愿
之间的关系。其实，所填的志愿顺序应该
形成一个由高到低的梯度，既不能把三个
志愿填成“平列式”，也不能填成“波浪
式”，更不能填成“递增式”。

首先，第一、第二志愿组之间要有合
理梯度。一般而言，第二志愿组要填报那
些在往年无法完成投档计划的院校和专
业，这样才能发挥第二志愿组的“保
险”、“兜底”、增加投档机会的作用。

其次，每个志愿组内 A、B、C 三个

院校志愿要有合理梯度。根据平行志愿的
投档规则，建议采取“冲-稳-保”的填
报策略，将自己有希望“跳一跳”才够得
着的理想学校作为A志愿(即“冲”)，将
符合自己成绩水平的“对口”学校作为B
志愿(即“稳”)，而在C志愿填一所低于
自己成绩水平的学校作为“保底” (即

“保”)。这样一来，三所学校之间就形成
了合理的梯度顺序，不仅可以避免“高分
低就”，也可以防止批次下移或落选。

再次，每个院校志愿中的六个专业之
间也要有合理梯度。一般认为，专业之间
的差距以3-5分为宜。

梯度合理，有冲有保

活用“排名定位法”

巧用“校线差法”
填报志愿最关键的一步是“准确定

位”。考生可以采用“校线差定位法”来
判断自己是否合适报考心仪的学校。所谓
校线差，就是前一年的该校录取分数线与
本批次最低控制线的差。因为 2010年开
始广东高考录取采用平行志愿，建议家长
与考生参考近四年的校线差再做判断。

填报志愿别没了主心骨

高考成绩已于公布多日，志愿填报也
将如期而至。很多人都将志愿填报称为

“第二次高考”，可见其重要性。
对于志愿填报，不同分数线的考生应

在填报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了解招生
政策，熟悉相关规定；搜集院校资料，了
解招生章程，掌握专业近几年在各批次的
录取分数以及录取考生的排位情况。考生
与家长既要了解通识的报考策略，更要重
视巧用个性化的报考策略。

即使“平行”，依然有先后顺序

今年和去年一样，还是在本科院校(含
B类院校)普通文理类各个录取批次中实行
平行志愿。各批次均设置第一、第二两个
院校志愿组。每个院校志愿组设A、B、C
顺序排列的 3个院校志愿，每所院校设 6
个专业志愿和1个专业服从选项。

专家建议，尽管平行志愿减少了考生
不被录取的风险，但根据往年的报考情
况，很多考生和家长对平行志愿仍存在一
些误解。

平行志愿的三大误区
误区一：可以多次投档

正解：各批次平行志愿只实行一轮投
档，不补充投档。投档时，计算机对考生
志愿从A至E依次检索，一旦出现该考生
符合的院校，即向该校投档，档案投出则
完成该考生投档过程。如果经检索未出现
符合投档条件的院校，也完成了该考生的
投档过程。投档一经完成，则该考生所有
其余志愿均不起作用。

误区二：平行志愿没有先后顺序

正解：计算机在检索时是按照 A、B、
C、D、E五所学校的顺序进行检索的，尽管
志愿是平行的，但是顺序依然有先有后，所
以考生在填报时还是要注意学校的顺序。

误区三：同批次有先后录取

正解：在实际录取中，所有该批次检
索分档的档案都是同时投出的，各校录取
也是同时进行的。如考生被退档，则只能
参加征求志愿或降分征求志愿的录取了。

规避平行志愿的三大风险

风险一：投档比例大于1：1带来的退
档风险

现行的录取体制是投档数略大于高校
招生数，由高校从中综合考量、择优录
取，因此被投档的考生中将有部分面临被
退档的风险。

风险二：定位不准确带来的风险

如果考生定位不准确，志愿填报过
高，院校志愿之间没有拉开梯度，就可能
导致所填报的几个院校志愿都落空；同
样，志愿填报过低，录取的院校可能就不
尽如人意。

风险三：不服从专业调剂带来的退档
风险

考生档案被投到某院校后，所填报的
志愿因各类原因均未被录取，而考生又没
有填报专业服从调剂，这样很有可能被退
档。

你真的了解平行志愿吗
定位准确，把握先后顺序，小心不服从调剂被退档

小书虫推荐最强书单

最近，高考填报志愿受到关注。有的
地方招生咨询会引来10万名考生及其家长
捧场；有考生因为选择被质疑，变得举棋
不定；更有“前辈”、学长等唱红“千万
别报体”……志愿填报变得左右为难。

做足功课方能有的放矢

每当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只有做足准
备功课，才能更好认清自己的位置，使学
校与孩子实现双赢。

首先，考生和家长要合作选报志愿。
家长不能越俎代庖，实行一言堂，不要重
蹈某位考生弃港大又重考北大之辙；考生
也不能当甩手掌柜，“唯家长是瞻”或一
意孤行不听他人言。家长要把握好大方
向，充分尊重孩子的意愿。考生要配合家
长做好各种数据搜集整理工作，为准确报
考学校、专业提供数据参考。

其次，要全面透彻理解考生所在地的

报考方式。尤其是实行平行填报志愿的省
市，分数是平行志愿优先提档的必要前
提，是硬杠杠。“一次投档”是平行志愿
中的最大风险，特别是高校提档后，考生
所填的专业都不能录取，且考生又不服从
专业调剂，此时死档就会出现。这点告诉
家长和考生，在选报学校专业之后，为避
免风险，必须填写“服从调剂”。

至于报考哪所大学、专业，选择哪个
城市，要么以选择地域为原则，要么以选
择大学为原则，要么以选择专业为原则。
如果在三者间都要选择，家长和考生更要
在填报志愿批次上下功夫。

补上人生规划这一课

眼下正临填志愿的高峰期。有媒体报
道，江苏理科“状元”吴呈杰表示想报考
北大新闻专业，却被采访他的记者“奉
劝”别读新闻系，而后吴呈杰表示可能会

选择热门的金融专业。
从现实角度讲，在高等教育竞争依然

激烈的当下，志愿填报要全方位考察分数
与大学的对应关系、学校未来的就业去
向，还要了解不同投档方式的利与弊、不
同办学形式的优势与成本，等等。

多所知名高校的招办主任在谈及志愿
填报时，均建议考生结合自己的天赋、个
性和爱好来选择——与其去学不感兴趣的
专业，将来二次择业，不如从一开始就选
择走在正确的路上。而且，前期选择了正
确的专业方向，有助于打好专业基础，以
便未来去读研或读博。

而现实中很多考生似乎不知自己的兴
趣所在，更不知未来希望成为什么样的
人。有调查显示，目前我国近60%的大学
生不喜欢所学专业，70%以上的大学生明
显感到择业、就业困难。此类问题不断旁
证着中学阶段开设生涯规划课程的意义。

（稿件均据新华社，资料图）

■ 中小学生看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