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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行志愿下如何规避风
险？普遍的说法是“冲一冲，稳
一稳，保一保”。6个志愿之间
要有梯度，并且梯度要合理，

“冲”要有可能，“稳”要稳得住，
“保”要无风险。

那么，考生和家长依据什
么去“冲”？依据什么做到

“稳”？怎样才能“保”得住呢？
寇扬介绍了“南开的看法”。

◎“冲一冲”

考生在报志愿时，应关注
并了解自己的高考分数在全省
的排名位次，要根据招生部门
或高校提供的资料，准确查出
相关高校近几年录取最低分数

对应的位次。当考生的分数位
次接近某高校录取最低分位次
时，考生可以选择这类高校中
的一个，作为第一顺序志愿。
第一顺序志愿常常是考生最希
望考入的院校，这就叫“冲一
冲”。选择“冲”的志愿，可以适
当高报，一般选择一个就够了。

◎“稳一稳”

当考生的分数位次高出某
些高校往年最低分位次，或接
近这些高校往年录取的平均分
数对应的位次时，考生可以选
择这类高校中的某几个，作为
自己的第二、三顺序志愿，这样
比较稳妥，录取的可能性也非

常大，这就叫作“稳一稳”。

◎“保一保”

当考生的分数位次达到甚
至明显高出某些高校往年录取
的平均分所对应的位次时，考
生可以选择这些高校中的某几
个院校作为第四、第五、第六顺
序志愿。这样，就可以基本保
证考生有学上，这就是“保一
保”。考生分数位次高出高校
录取平均分位次越多，被录取
的保险系数就越大。

考生的6个志愿之间必须形
成由高到低的合理顺序和梯度，
避免志愿顺序出现局部的反向倒
挂，造成志愿无效或人为风险。

洛城上演“群英会”
名校来此觅“好苗”

□记者 陈兵

连日来，北京大学、武汉
大学、南开大学、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国内
名校招生负责人纷纷致电本
报，希望借助《洛阳晚报》这一
平台与我市优秀学生接触，为
他们填报志愿提供指导。本
地的洛阳理工学院、洛阳师范
学院也纷纷向洛阳考生抛出
橄榄枝。

这些学校的招生负责人
对洛阳考生的印象如何？在
志愿填报方面，他们有什么建
议？记者采访了部分高校招
生组的负责人。

“洛阳考生分数高、生源质量好，
是我们学校每年招生季关注的重
点。”23日，北京大学河南招生组副组
长韩松说。

当日，即将启程到我市组织开
展招生咨询会的南开大学河南招生
组洛阳招生负责人寇扬兴奋地表
示：“今年，南开大学在河南扩招
20%，扩招幅度在全国各招生省份
中排第一。”

洛阳考生历来深受名校青睐。
近年来，在高考成绩揭晓的第一时
间，以清华、北大、上海交大等知名高
校为代表的高校招生人员会立即来
到我市，对有望报考其学校的考生抛
出橄榄枝。今年，知名高校“争夺”洛
阳生源的动作更快了。从18日起，记
者就陆续接到国内一些知名高校招
生老师打来的电话，他们希望借助
《洛阳晚报》这一平台，与我市优秀学
生接触，为他们填报志愿提供指导，
并及时安排公布洛阳招生咨询会的
时间和地点。不少高校不仅在市区
部分高中举办了招生咨询会，还在部
分县（市）高中安排举办招生咨询会。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河南招生组
副组长马晓平说，今年，南航已与洛
一高、洛阳理工附中、东方高中等多
所省级示范性高中以及孟津一高、偃
师一高取得联系，安排举办专场招生
咨询会。

为何高校如此厚爱洛阳考生？
马晓平说，除了生源好，洛阳一些单
位是南航的重点就业单位，也是他
们爱招洛阳考生的原因，“希望毕业
后回家乡工作的考生，不妨多考虑
南航”。

对考生和家长比较关注的扩招
问题，马晓平表示，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2011年在河南招生134人，2012
年是156人，而今年是177人，连续
几年扩招，“如果今年生源好，肯定
扩招”。

洛阳考生惹人爱
名校争抛橄榄枝

填报志愿有技巧 行家里手来支招儿

“ 虽 然 河 南 省 本 科 一
批、本科二批实行平行志愿
录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考生填报志愿的风险，但平
行志愿并没有消除风险，考

生 在 填 报 志 愿 时 仍 需 注
意。”韩松说，考生在填报志
愿时，应参考相关高校近几
年在豫招生的录取分数线，
对招生院校及专业的录取

分数线进行预估，对自己准
确定位。同时，考生应让所
填报的几所大学录取分形
成梯度，并谨慎选择“是否
服从专业调剂”。

北京大学招生组：准确定位可有效降低风险

南开大学招生组：“冲”“稳”“保”各有技巧

马晓平说，高考录取是按
照批次顺序录取的，批次录取
之间是相对独立的。如果考
生没有被前面的批次录取，不
会影响其后面批次的录取；同
理，如果考生被前面批次录取
了，就不会再进入后面的录取
批次了。

根据这个大前提，考生和
家长应掌握一个贯穿整个志
愿填报过程的大原则：前面顺
序填报的学校（专业）都应比
后面填报的学校（专业）更受
考生欢迎。

“这个大原则既适用于一

个批次内部，也适用于批次
之间。对于批次内部比较好
理解，也不容易出错。因为
谁都会把更喜欢的学校（专
业）放在前面。但是当考生
考虑跨批次志愿填报的时
候 ，往 往 就 忘 记 了 这 个 原
则。”马晓平说。

她提醒，今年按照教育部
本科目录调整要求，部分学校
的一些专业名称发生了变
化。新的专业名称并不表示
这些专业都是新增专业，考生
在参考往年录取信息时，请注
意对比。

“很多考生在填报志愿时，
喜欢扎堆报热门专业。”武汉大
学河南招生组洛阳招生负责人
马晓刚提醒，就业热门专业不
一定是报考热门专业。

马晓刚说，武大的电气工
程、印刷工程、遥感、水利等专
业报考时不“热”，就业时却很

“热”，供求比例一般在1∶10，
每年的毕业生就业率都超过
了 90%，且毕业生待遇优厚。
像这类“冷专业热就业”的现
象，在武大及国内其他高校广
泛存在。

武大的有些热门专业，如
经济、金融、生物、光信息、机械
等名牌专业和生命科学、数理
金融等赴国外名校深造机会较

多，是高分考生填报志愿的关
注重点。

“但是，我们要看到，专业
本身没有好坏之分，专业的

‘冷’与‘热’是相对的，不是一
成不变的。”马晓刚说，近年
来，基础学科如数学、物理、化
学等学科越来越“热”，第一志
愿填报率逐年上升就是一个很
好的证明。不过，别人的热门
专业不一定适合自己，报志愿
时的冷门专业也可能会是就业
的热门专业。

武汉大学招生组：就业热门不一定是报考热门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生组：把心仪的院校放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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