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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摘暋要暋高考志愿填报历来引起社会暍家庭和考生的极大关注暎本文围绕理想大学和专业的标准暍学校与

专业的取舍暍决定志愿的方式等问题棳分析了学生对高考志愿填报中相关因素的看法和态度棳揭示了学生高考择

校择专业的基本情况和特征棳在此基础上提出合理认知与定位高校与专业的建议棳希望对高考考生科学理性地

填报志愿起到一定指导作用暎
关键词暋高考志愿椈择校椈择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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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高考已成为中国教育选拔中 重要的考量标

准棳有效地填报志愿棳将直接影响考生的录取高校暍
所读专业暍未来职业和生涯发展椲棻椵暎本文对某高校

椂椆名进行了新生和棾椂 名大学毕业生的调查棳分
析高考志愿填报中的相关因素及特征棳报道如下暎
棻暋资料与方法

表棻暋样本基本情况棬旑棳棩棭
项目 毕业生旑椊棾椂 新生旑椊椂椆

性别 男 棻椂椂棬棿 棶棭 棻椃 棬棽椂棶椂棭
女 棻椆椆棬棿棶棭 棿椄棿棬椃棾棶棿棭

家庭居住地 城镇 棻椂 棬棿 棶棽棭 棽棽椄棬棾棿棶椂棭
农村 棽棸棸棬棿棶椄棭 棿棾棻棬椂 棶棿棭

家庭月收入棬元棭 曑棽棸棸棸 棻棻棻棬棾棸棶棿棭 棽 棬棾椄棶椃棭
棽棸棸棻暙 棻棾棸棬棾 棶椂棭 棽椄棽棬棿棽棶椄棭
棿棸棸棻暙 椂椂棬棻椄棶棻棭 椃椃棬棻棻棶椃棭
椂棸棸棻暙 棽椂棬椃棶棻棭 棽椂棬棾棶椆棭
椄棸棸棻暙 棻棽棬棾棶棾棭 棻棻棬棻棶椃棭
椌棻棸棸棸棸 棽棸棬棶棭 椄棬棻棶棽棭

父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棻棾棿棬棾椂棶椃棭 棾棿棻棬棻棶椃棭
高中 棻棻椂棬棾棻棶椄棭 棻椆棽棬棽椆棶棻棭
中专 棽棸棬棶棭 棬椄棶棾棭
大学 椆棾棬棽 棶棭 椂 棬椆棶椆棭
研究生 棽棬棸棶棭 椂棬棸棶椆棭

母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棻椆棻棬棽棶棾棭 棿棻椆棬椂棾棶棽棭
高中 椆棿棬棽 棶椄棭 棻椃棻棬棽 棶椆棭
中专 棽椄棬椃棶椃棭 棾棾棬棭
大学 棽棬棻棿棶棽棭 棾棿棬棶棽棭
研究生 棸棬棸棭 棽棬棸棶棾棭

暋暋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从济宁医学院暍曲阜师范

大学暍济宁学院棾所高校抽取棿棸棸名毕业生和椃棸棸
名新生填写高考志愿填报调查问卷暎新生在入学

后棻个月内施测棳毕业生在毕业前棾个月内施测暎
问卷集中填答棳统一指导语棳答题完毕统一收回暎
共发放问卷棻棻棸棸份棳有效问卷棻棸棽棿份棳有效率为

椆棾棶棸椆棩暎全部问卷资料核实后进行编码棳利用

斢斝斢斢棻椄棶棸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暎见表棻暎
棽暋结果与分析

棽棶棻暋学生心目中的大学

我们用学校综合实力暍地理环境暍生活条件暍经
济因素棿个维度棳选择了棻椂个指标进行测量棬多
选棭棳百分比位于前椂位的统计结果见图棻暍图棽暎

图棻暋 新生对暟心目中的大学暠

图棽暋大学毕业生对暟心目中的大学暠
由图棻暍图棽发现棳对新生而言棳 关心的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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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棳其次是反应大学综合实力的指标棳如暟大学教学

条件暠和暟校风学风暠棳再次是大学的地理环境和生

活条件暎毕业生也同样关注暟学费暠棳但他们更关注

大学的地理位置和生活条件棳其次才是综合实力棳
如暟教学条件好暠暍暟大学知名度高棳社会声誉好暠暎
毕业生非常看中学校所在城市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棳
对学校所在地区的要求越来越高椲棽椵暎选择地域优

越的高校棳毕业生多是出于对就业问题的考虑棳这
些城市经济文化资源集聚暍信息发达棳就业机会较

多棳可以给毕业生提供更多的选择椲棾椵暎毕业生的选

择显示出实用主义倾向暎新生初入大学棳处于适应

阶段棳对大学的认知仍旧处于中学阶段棳认为大学

是收获知识暍增长智慧的殿堂棳他们看中高校的教

学条件和校风学风棳而暟大学排名暠暍暟科研水平暠等
指标不为新生所看重暎
棽棶棽暋好专业的标准

就读一个好的专业意味着毕业后高的就业率

和资薪棳这一点新生和毕业生的认知趋于一致暎他

们首选暟符合自己兴趣暍能力暠棬椃椆棶棽棩棭棳其他依次

为暟市场需求大暍好就业的暠棬椂棿棶椃棩棭棳暟未来发展潜

力大暠棬棿棶椃棩棭棳暟专业实用性强棳具有技术性暠棬棿椂棶
棽棩棭暍暟热门专业棬棻椆棶棸棩棭暠暎大学专业的选择与未

来职业和继续深造棳以及长远的人生规划直接相

关棳在选择专业志愿时棳应考虑自己的职业规划暍专
业前景和兴趣能力棳如果念一门兴趣不大或非自己

所长的专业棳很难获得好成绩棳毕业后也不会有理

想的发展暎
以往棳考生和家长会选择一些暟热门专业暠棳以

便毕业后能够顺利就业暎本文结果显示棳暟热门专

业暠不再像以前一样被追捧棳大学生的判断和认知

已逐渐趋于现实和理性暎一方面棳一个专业的热度

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变化棳不会一直热下

去棳现在报考的热门专业并不一定是就业时的热门

专业暎另一方面棳热门的专业会吸引很多的考生报

考棳增加了竞争的激烈程度暎再次棳即使是热门专

业棳它对员工的需求量也是有限的棳如果大家都盲

目地集中报考棳势必造成某一专业的毕业生暟供过

于求暠棳反而导致就业困难暎
棽棶棾暋学校与专业的取舍

面对当今多元化的社会需求棳学生在升学或继

续深造时棳仰慕的学校和心仪的专业二者取舍的博

弈成了他们困惑的焦点暎当学校和专业的选取发

生矛盾的时候棳刚刚经历过高考的新生椃棻棩会优

先选择专业棳棽椆棩首选学校暎而大学毕业生椂棿棶
椃棩认为应优先选择专业棳棾 棶棾棩认为优先选择学

校棬图棾棭棳二者的选择存在显著差异棬氈棽椊棿棶棽棸椂棳
椉棸棶棸 棭棳新生比毕业生更在乎所学专业棳而毕业生

对学校的青睐度上升暎所涉及的个人变量对择校

择专业意愿没有显著影响暎
新生和毕业生优先选择专业的倾向明显棳其他

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椲棿椵暎本文结果显示棳学生

填报志愿时棳着重考虑的因素是专业的就业前景

棬椃 棶椆棩棭棳在考生看来棳上大学的 终目的在于毕

业后的就业棳就业与目前的择校棳尤其是专业选择

息息相关棳专业选择不好棳即使就读名校棳毕业后的

就业也会比较困难暎就业问题客观上要求学生更

加关注专业的选择暎毕业生面对升学就业时棳对学

校的青睐度提高了暎通过访谈发现棳有些升学或招

聘单位只招收椆椄 暍棽棻棻工程大学的毕业生棳对一般

院校即使是优秀的学生也视而不见棳严峻的就业现

实使得毕业生比新生更看重学校暎

图棾暋新生和毕业生对学校与专业取舍

棽棶棿暋决定志愿的方式

决定高考志愿时棳主要是全家商讨棬新生棾棾棶
棻棩棳毕业生棿棾棩棭和学生自己意愿棬新生棽椂棶棻棩棳
毕业生棽棾棶椄棩棭的方式棳结果和学生填报志愿时会

考虑的意见一致暎同时发现棳全家商讨的比例高于

自己意愿十多个百分点棬全家商讨棾椂棶椂棩棳自己决

定棽 棶棾棩棭棳进一步研究发现棳父母受教育水平不

同的考生决定志愿的方式存在显著差异棬氈棽椊棻椄棶
椂棿棽棳 椉棸棶棸 棭暎如父亲是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

的棳由学生自己决定的占棿椄棩棳比父亲大学及研究

生学历的学生高出棽棸多个百分点棳父亲是高学历

的考生由全家商讨的占椃棽棩棳较父亲学历低的考

生高出棽棸棩棬图棿棭暎由此可见棳父母学历低的考生

更倾向于自己做决定棳学历高的父母在考生志愿选

择中起绝对支配作用暎

图棿暋父亲不同学历的考生暟自己决定志愿暠的比例

棿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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棽棶暋志愿的信息来源

信息获取渠道将影响信息获取质量棳高质量的

信息能为填报志愿提供准确依据暎调查表明棳志愿

填报信息主要来自高考填报指南棬椃棸棶棿棩棭棳其他依

次为椇网络棬椂棽棶棻棩棭棳家人棬椄棶棻棩棭棳中学老师棬棸棶
椃棩棭棳有大学经历的同学和朋友棬棾椂棶棿棩棭棳大学招

生资料棬棾棿棶棻棩棭棳高考咨询会的功能不明显棳选择

比例仅为棻 棶棽棩暎考生 信赖的信息源依次是椇
中学任课老师暍班主任棬椂椂棶棩棭棳父母棬椄棶棿棩棭棳有
一定文化程度的亲戚棬棿棿棶椆棩棭棳有大学经历的同学

和朋友棬棿棾棶椆棩棭棳大学招生宣传的老师棬棽棽棩棭棳网
络棬棻椃棶棿棩棭暎

暥志愿填报指南暦成为考生填报高考志愿 强

有力的参考棳暥指南暦一般由省级招生考试院等权威

部门发布棳内容包括高校招生计划暍招生政策及填

报志愿政策指导棳有的还列出了近几年第一志愿考

生原始成绩分段统计表和本科批次第一志愿投档

情况统计表棳对考生而言棳无疑极具参考价值暎同

时棳互联网作为信息量 大暍时效性 强的现代化

资讯传媒手段棳为考生广泛使用暎但网络资讯鱼龙

混杂棳良莠不齐棳有的错误百出棳甚至以讹传讹棳对
一些缺乏信息辨别和筛选能力的家长棳往往形成误

导暎导致考生对网络信息的信任度偏低棳更信任身

边的重要他人暘暘暘家人和老师暎中学老师学历高棳
经验丰富棳熟悉学生的性格特征和能力棳无疑成为

考生 信任的人暎因此棳中学老师的言行与舆论

导向对高考考生选择哪一所高校和相关专业影响

较大椲棾椵暎
分析发现棳一部分更为直接准确的信息源未得

到充分看重棳例如各大专院校印发的招生宣传资

料棳高考咨询会棳大学招生宣传的老师暎笔者为了

探究原因棳查阅了几个学校的招生宣传资料发现棳
宣传资料和招生老师所介绍的学校和专业大都概

括笼统棳缺乏具体暍深入的介绍棳短时间很难从中获

得有针对性的信息暎更何况有些宣传资料注重形

象棳掩盖回避现状棳导致考生对大学的招生宣传资

料的信任度不高暎而高考咨询会虽然比较直接棳但
由于时间短暍咨询人数众多棳难以满足大量考生的

需求暎
棾暋给考生和家长的建议

棾棶棻暋及早规划棳合理预测棳多渠道收集信息

考生往往在高考分数公布后才匆忙考虑填报

志愿的事情棳必须在短短四五天时间内把志愿填报

完毕棳此时考生面临人生重大转折棳心理压力极大棳
难以在短时间里对各种报考志愿信息进行去粗取

精暍去伪存真的理性分析棳以致志愿填报的不合理棳
学生入校后后悔莫及暎因此棳应未雨绸缪棳及早规

划暎进入高中后棳考生应通过职业生涯课或心理测

量等方式棳全面认识自己的兴趣暍特长暍性格等棳思
考自己的职业理想与潜力棳为选择专业做好铺垫暎
对高考分数进行合理预测棳根据学生的个性特征和

高考分数棳选取多所大学和专业棳多渠道暍多方面暍
全方位进行了解和评估棳以便在填报志愿时有的放

矢暎
棾棶棽暋弱化专业与学校棳强化综合素质

无论是优选专业还是学校棳都是考虑到未来的

就业和人生发展棳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棳社会更需要

综合素质高棳知识面广棳基础雄厚棳具有人格魅力的

高精英复合人才棳上大学不再是身份与就业的象

征棳而是广泛涉猎知识棳练习表达和沟通能力棳积极

参加社会活动棳把自己锻炼成具有合作精神暍拥有

健康心态暍能吃苦耐劳暍有竞争力的暟准社会人暠棳具
有这些素质的学生成为用人单位争抢的对象棳将会

在就业中更胜一筹暎
棾棶棾暋家长适度放权棳引导考生科学填报

许多家长认为孩子涉世不深棳缺乏社会体验棳
而自己经验丰富棳特别是学历高的家长棳由于拥有

文化水平暍知识结构暍职业经历和社会资源的优势棳
在与孩子的关系中他们更有权威性棳对孩子高考志

愿及生涯设计相对更具指导能力椲椵棳在孩子填报志

愿时棳家长们当仁不让棳甚至包办代替棳这种做法有

失妥当暎考生对高校和专业会有一定认知棳是 了

解自己的人棳对考生的意见和想法棳家长应给予尊

重棳在此基础上棳引导并帮助考生深入分析棳和考生

充分协商棳让考生本人自己做决定暎
参考文献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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