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顺郢老师告诉记者，

填报高考志愿其实就是一

个在众多院校中逐步缩小

选择范围并取得最终结果

的过程。家长在帮助孩子选

报志愿时要避免以自己的

兴趣和爱好来填报志愿，不

能盲目攀比、追热跟风。 要

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院校；

要尊重孩子的个性发展和

人格发展的需要，找准孩子

的优势所在，全面了解专业

信息和专业前景。

有不少考生家长早早

就为即将参加高考的子女

准备好了许多指导填报高

考志愿的资料，比如《招生

考试之友》、《高考报考资

讯》等。张老师建议，家长在

参考这些资料时，近年来的

一些高考相关数据应是大

家注意的重要内容之一。家

长可以将那些历史数据结

合考生的平时分数，找准志

愿位置。另外要注意学校招

生政策是否有变化，关注学

校的历史和现状，不要被学

校的名字迷惑。

张老师建议各位家长，

帮助考生选择院校时要注

意同班主任以及任课老师

相结合，老师们对学生情况

比较了解，而且常年接触高

考信息， 经验也相对丰富。

多方结合之后对考生面临

的情况会有一个理性分析。

考生和家长在选择院

校的时候， 分数和城市都

是考虑的主要方面。 对此，

张老师认为家长一定要结

合高校招生名额以及考生

自身情况引导考生。 比如

在考生成绩不是很好的情

况下可以多考虑本省院校，

因为本省院校在本省的招

生名额相对较多。 在报考

志愿时， 如果选择冒险报

法， 一定要选择有保底的、

有较大几率降分录取的学

校， 而且要有心理准备。

如果选择保守报法， 要注

意量体裁衣， 就低不就高，

能走就走。 注意选择院校

时要有层次， 服从调剂以

便能够多一些机会。 在就

业压力大的情况下， 很可

能早一步， 步步早， 晚一

步， 步步晚。 建议考生和

家长在选择院校时， 尽可

能稳中取胜。

距离高考不足一个月了， 在考生紧

张备战的同时， 家长们也开始着手选择

院校，因为只有分数和志愿默契配合，考

生才能笑傲高考， 那么家长应当如何做

好准备帮助考生选择理想院校呢？

◆

名师经验谈

新区胡先生的儿子去年

顺利考上了华中科技大学，说

起儿子填报志愿，胡先生就滔

滔不绝，但胡先生最想告诉考

生家长的是：选择院校一定要

切合考生实际情况，进行理性

分析，早确定目标早准备。

胡先生说，由于孩子所在

的高中教学质量比较好，而且

儿子平时成绩一般也能排到

年级前三十名之内，考上一个

比较好的重点院校应该没有

问题。 因此，胡先生帮助儿子

确定了大方向———武汉。 之所

以选择武汉， 胡先生介绍说，

一方面是因为武汉高校比较

多，选择空间大；另一方面也

是由于武汉经济地位以及城

市发展状况都比较好。

在

2008

年的高考中，胡

先生的儿子超常发挥，成绩比

平时要高出许多，由于之前已

经确定了目标城市，所以胡先

生一家为儿子锁定了华中科

技大学，并最终顺利拿到了录

取通知书。

淇县郭先生的女儿也是

2008

年参加高考。郭先生的经

验之谈是填报志愿不能盲目

追求热点，盲目跟风。

郭先生的女儿郭海岑去

年被南京理工大学录取，而在

高考填报志愿之前郭先生帮

女儿确定的目标城市是北京。

高考过后，相关部门预测的一

本录取线在

570

分左右，而郭

海岑给自己估计的高考分数

为

590

分。 奥运会去年在北京

举行，当时的北京成了一个热

点城市。 如果选择北京，女儿

的分数优势并不明显。 为了能

被大学顺利录取，郭先生将目

标调整到了南京， 而事实证

明，这个选择相当明智。

◆

家长经验谈

□晨报见习记者 张凯培

历经多年寒窗苦

如何正确报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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