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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使用填报志愿的参考材料？
　　答：首先仔细查阅省招办下发的高校招生计
划。认真研读报考院校当年招生章程，其中特别是
各专业对考生的要求，如体检、外语语种、单科成
绩、综合素质评价等是否符合报考条件。然后参考
省招办发布的填报志愿手册或录取分数分布统计等
资料，结合考生成绩位次和各类别总分（或综合
分）一分一段表，认真分析近三年招生院校和专业
的录取信息。了解你所报考批次的招生录取相关办
法和规定，知晓自己所在类别的志愿设置和投档录
取规则。收集分析多种信息，做好填报志愿前的
功课。

　　◆考生填报志愿一般要考虑哪些因素？
　　答：一是以成绩为基础。高考成绩是考生被录
取的基础因素，直接决定了可选择的院校和专业
去向。
　　二是院校综合情况。院校是考生选择志愿的重
要因素，是选择与哪些人在一起学习、到哪里去学
习、学些什么等问题。考生在选择时，既要看院校
的历史、地域，也要看院校综合办学实力。
　　三是考虑兴趣爱好、专业就业等因素。专业是
考生志愿选择的核心因素，一般关系到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职业趋向。重点大学有优势专业、普通院校
也有特色专业，是院校优先还是专业优先，不能一
概而论；考生要选自己喜欢、符合个性特长的专
业，改革省份考生还要考虑选考科目范围等因素。
专业选择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有关，有的专业报
考很热门，就业却遇冷，需要理性判断。
　　四是结合身体等条件。专业与身体状况有关
联，有的专业受视力、色觉、器质性健康状况的限
制；部分院校按专业学习要求，会对单科成绩和外
语口语等方面提出要求。还有一些中外合作专业、
民办院校收费较高，选报时还应考虑家庭经济
状况。
　　五是注意志愿之间梯度的问题，建议高、中、
低搭配填报，较为合理，避免退档风险。

　　◆新高考模式下，专业平行志愿填报有哪些参
考策略？
　　答：填报高考志愿方法很多，可根据不同情况
先选院校再选专业，或者先选专业再选院校，只要
适合自己就好。这里简单谈一谈专业平行志愿填报
策略：
　　第一步，选择不同梯度的院校。根据考生位次
和分数段统计表、各校往年投档线等资料，选择不
同梯次的院校。“冲、稳、保”选择院校的办法还
是可以使用的。
　　第二步，筛选不同梯次的专业。从选定的院校
中，根据往年专业录取情况，将其中不喜欢的专业
或是估计录取可能性不大的专业删除，筛选出拟报
考的不同梯次的专业。
　　第三步，根据个人意愿，综合考虑院校性质、
地域、喜欢程度等因素，从高到低排列，正式确定
志愿。这里要特别提醒，考生在填报志愿时一定要
特别重视院校的招生章程，确保符合报考条件。

　　◆新高考模式下，专业报考要注意什么？
　　答：新高考中由于考生选考科目不同，高校对
选考科目的要求也不同，高考改革省份考生在选专
业前应尽早了解所在省市发布的专业选考科目要
求。如果你已有了心仪的院校，可以从学校入手。
如果以专业为目标来划定院校范围，则要注意相同
专业在不同高校可能会有不同选考要求。另外，有
些专业培养与多个科目关联度都高，高校在可选科
目中指定2个或3个选考科目，要求为考生“均须选
考”的情况也需要注意。
　　如果你没有目标院校或专业，在选择时，可以
多参考“不限选考科目”的院校专业，扩大自己的
专业选择面。由于高校的院系及专业（类）调整等
因素，实际招生高校和招生专业（类）也可能会调
整变化，考生要以高校当年公布的招生计划及院校
招生章程为准。

　　◆考生没有被高校录取原因有哪些？
　　答：考生未被录取原因主要有：总分低于学校
录取分数线；不够所报专业分数且不服从专业调
剂；所报专业相关科目分数低；外语语种受限；身

体不合格等。
　　为避免高分低录甚至落榜，填报志愿应坚持以
下原则：（1）实事求是，找准自己的位置；（2）
所填志愿拉开档次；（3）冷门与热门学校专业相
结合；（4）省内与省外院校相结合；（5）避开体
检结果所限专业；（6）各批次学校志愿、专业志
愿填满，尽量服从专业调剂。

　　◆如何报考“三大专项计划”？
　　答：报考“三大专项计划”的考生均须参加当
年全国统一考试。根据各省招办要求填报志愿。具
体资格审核、填报志愿方式、录取办法等要求，考
生可详细阅读各省招生考试单位下发的地方专项计
划相关规定。

　　◆怎样了解地方专项和高校专项计划的实施
区域？
　　答：地方专项计划和高校专项计划实施区域的
农村范围由各省（区、市）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确
定。申请相关专项计划的考生，可根据各省市招办
发布的相关规定，查看具体实施区域。

　　◆被专项计划录取后放弃入学资格，考生第二
年还能报专项计划吗？
　　答：从2023年高考招生起，往年被专项计划录
取后放弃入学资格或退学的考生，不再具有专项计
划报考资格。

　　◆优师计划的志愿如何填报和录取？
　　答：报考优师计划的考生须参加当年全国统一
高考。优师计划列入各省本科提前批次录取，填报
志愿及投档录取规则按各省批次志愿设置和投档录
取办法执行。
  国家优师专项师范生在录取后、获得录取通知
书前，须与培养学校和生源所在省份省级教育行政
部门、乡村振兴工作部门签订协议，承诺毕业后到
生源所在省份定向县中小学履约任教不少于6年。
地方优师专项师范生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在
入学前做好相关协议签订工作。拒签协议的录取学
生，高校可取消其优师专项录取资格。

　　◆平行志愿的投档过程是什么样的？
　　答：平行志愿的投档原则是“分数优先，遵
循志愿，一轮投档”。即对同一批次线上未被录
取的考生按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进行一次性投
档。本科平行投档时根据考生所填报志愿院校顺
序，投档到排序在前且有计划余额的高校。比
如，某考生所报志愿为A、B、C、D等几所院
校，投档时，批次线上考生先按分数大排队，然
后由计算机逐一检索考生志愿，如果符合A校投
档条件且A校有计划余额时，则投档到A校；如
果不符合A校的投档条件，则检索B校，若符合
投档条件且B校有计划余额时，则投档到B校，
若不符合，继续检索，直至考生所填志愿院校检
索完毕。档案一旦投出，即不再检索该生其他志
愿，从而完成对该考生的投档。然后开始检索下
一名考生，依此类推，直到完成本批次排序最后一
名考生的投档。

　　◆平行志愿中，如果没有达到A校投档线，影
响后面其他高校的投档录取吗？
　　答：不影响。平行志愿按照“分数优先，遵循
志愿，一轮投档”的原则进行投档。投档时，批次
线上考生先按分数大排队，然后由计算机逐一检索
考生志愿，如果符合A校投档条件且A校有计划余
额时，则投档到A校；如果不符合A校的投档条
件，则检索B校，若符合投档条件且B校有计划余
额时，则投档到B校，若不符合，则继续检索，直
至考生所填志愿高校检索完毕。因此，如果没有达
到A校投档线，不影响继续检索其他志愿高校
投档。

　　◆平行志愿中，如果进档后退档，还可以投下
一所院校吗？
　　答：不可以。因为平行志愿的录取规则是实行
一轮投档。当考生档案投进院校的同时，这一轮投
档已经结束。因此，如果进档后退档，只能参加征
集志愿或下一批次的录取。

　　◆如果我的志愿被某所大学提档了，我选了该
大学的六个专业，并且服从调剂，如果我的第一专
业没有被录取，我是会被退档？还是继续有机会考
虑第二至第六专业？所有六个专业都没有被录取，
是退档还是被调剂？
　　答：考生档案投进院校后，进行分专业录取，
如果第一专业没有录取，进行第二专业录取……如
果6个专业都不符合录取条件且不服从专业调剂，
会被退档。如果填了服从专业调剂，是否会被退
档？这要看院校的规定，有的院校承诺：“当考生
所填报的专业都不能满足时，服从专业调剂，符合
录取条件，进档不退档”。考生若符合院校的此规
定，不会被退档。如果院校没有这种承诺，即使填
报了服从专业调剂，因无计划无法调剂时，多余的
比例会被退档。高校遵循的是择优录取的原则，因
此，考生在填报志愿时，一定要认真研读高校招生
章程。

　　◆如果某校将我退档，会说明原因吗？
　　答：高校录取过程，对不符合录取条件的考生
进行退档，会说明退档原因，由考生所在省招办负
责审核退档原因是否成立。

　　◆什么是征集志愿？填报时注意什么？
　　答：征集（征询）志愿是指在每一批次录取结
束之后，省级招办将录取未满额的院校和余缺计划
数向社会进行公布，供尚未被录取并达到分数要求
的考生进行选报。征集志愿填报须注意以下五点：
　　（1）达到分数要求且未被录取的考生才能
填报；
　　（2）考生要注意及时了解省级高招办公布尚
未完成招生计划院校的余缺信息，必须在规定的时
间内完成填报，逾期则不能再填报；
　　（3）参加征集志愿填报的考生按规定选报院
校志愿和院校服从调剂志愿；
　　（4）考生选报征集志愿时要考虑避免再次出
现“扎堆”落选的问题；
　　（5）考生要谨慎选择，如考虑所报院校剩余
的专业自己能否接受，一旦被录取就不能退档
调换。

　　◆什么是降分征集志愿？
　　答：降分征集志愿是指在征集志愿后，省教育
考试院根据情况，对还没有完成计划的院校降低一
定分数进行征集志愿。符合在本批次控制分数线下
以内且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填报当前批次的降分征
集志愿。

　　◆“预科”与“预录”是一回事吗？
　　答：“预科”与“预录”不是一回事。
　　预科是大学正式教学班以外的预备班，目前在
高校招生中只有民族预科班。民族预科班是指对当
年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适当降
分、择优录取的少数民族学生，实施高等学校本、
专科（高职）预备性教育的一种办学形式。
　　预录是指高校准备录取的考生，此时处于未经
省市招办审核，未办理录取手续的录取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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