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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高考志愿，可以说是一个人职业规划
的开始。据全国多家教育研究机构在大学新生
中的调查显示：50%左右的大学生对自己所学
专业不满意；35%左右的大学生希望能换其他
专业；只有 15%左右的大学生对自己的专业很
满意。

家长为了孩子的前途忙碌，责无旁贷。问题是，
当家长和孩子在院校、专业选择上出现矛盾时，家长
应当扮演什么角色？这是家长往往最容易忽略却又
影响着孩子未来职业选择的大事。

一般来说，家长与考生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
在学什么专业上，其次是在本地上学还是到外
地就读，至于选什么类型的学校，虽有分歧但不
突出。

家长往往从就业方面考虑较多，或从自身
职业出发，希望子承父业，认为有人脉资源可
以帮助孩子就业；或从专业冷热出发，认为所
谓热门专业就是好专业、就是未来好就业的专
业等。

其实，这些考虑未免有些偏颇，专业本身无所谓
好坏，只有适合与不适合。抛开了考生个体，不管孩
子本身的特质、性格、潜能与兴趣，单方面去评判专业

的好坏是无意义的，也是不可取的。当孩子专业方向
不明确、自身不知道学什么好的时候，家长可以借助
专业测评系统或求助相关机构，请专家帮助指导一下
也是很有必要的。

只当参谋不当包办，一个明智的家长，会把最终
选择权交给孩子。

【案例实录】
2015年填报志愿前，一名姓鲁的考生曾因专业

选择和家人起冲突，因为她喜欢日语，但爸爸死活不
同意，非要她报财经专业。

语言和财经是两个不同的大方向，涉及的院校类
型也不同。在爸爸的坚持下，老师按财经方向为小鲁
确定了院校和专业，可孩子知道后怎么也不肯接受，
还与爸爸大吵一架。

尽管如此，爸爸还是不肯让步，非要既报语言
类院校，也报财经类院校。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
把招生计划中同时招收日语专业和财经专业的院
校找出来，然后在分数所及的院校范围中优中选
优；在专业顺序中，日语在前、财经在后，父女双方
才算妥协。

如果家长和孩子在报志愿问题上，矛盾实在无法
调和，上面这种办法，也算是个折中的办法。

公益讲座人气高 考生家长来取经

□记者 焦琳

上周五至周日，《洛阳晚报》
2016招生考试季系列公益活动连
续举办四场高考志愿填报公益讲
座，场场爆满，个别场次还出现位
置不够坐，家长挤着、站着听完两
个小时的情况——真是高考考学
生，志愿考家长啊！

“我住谷水附近，报纸上第一
次发讲座报名的消息时，我就打电
话了；听了第二场，感觉还不过瘾，
想报第三场时发现名额已经满了，
只好又报了19号下午的第四场。”
杨先生说，他儿子学理科，成绩不
错，模拟考试一般能考 630 分左
右。高考结束后，孩子自我感觉很
好，他就想跟专家交流一下，以免
浪费孩子宝贵的分数。

在讲座现场，和杨先生有相似
想法的人还有不少。对于以前从
未接触过志愿填报的家长来说，专
家们通俗易懂的语言、操作性较强
的指导，简直是太及时了。

作为该系列公益讲座的最后
一场，第五场高考志愿填报公益讲
座将于今天下午3点开讲，地点仍
在洛阳日报报业集团（新区开元大
道218号）二楼报告厅。

■专家介绍

项伟：洛阳外国语学校副校
长，中学高级教师，市优秀教师，市
优秀班主任，常年带高三毕业班，
多年来经常指导学生进行高考志
愿的填报。

■报名方式

电话报名

拨打洛阳日报报业集团“百姓
一线通”66778866，登记学生姓名及
所听讲座场次，每场限报100人。

微信报名

关注洛阳晚报教育周刊微信
公众号（lywbjyzk），回复所听讲座
场次，如“第三场”“第四场”等，凭
回复截图入场，每场限报200人。

前四场高考志愿填报公益讲座
场场爆满，座无虚席

公益讲座最后一场
今天下午不容错过

二、当参谋不当包办

（上接A10版）

高校招生是分批次进行的，25日高考成绩公布
后，首先展开录取的是提前批。

纳入提前批录取的院校，既有本科也有专科，既
有全国重点大学也有普通本科院校，既有普通类也有
艺术类，既有收费的也有免费的……院校层次不一，
招生专业多样，因此，有人将提前批比喻成“杂牌军”
或“特种部队”。

在提前批被录取的考生，不能进入下一批次
录取；没有被录取的考生，不影响后续任何批次
的录取。因此，面对这个“多出来”的机会，很多
考生和家长纠结于“报不报”和“怎样报”。

放弃提前批，无疑将失去一次录取机会，因为提

前批有好多不错的院校。在一般情况下，考生过了
二本线就可以报考，甚至不少院校同一专业提前批
的录取分数要比本科一批、二批录取时低一些。报
好了，低分也能上名校；报错了，可能造成高分低录，
让人惋惜。

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根据考生的分数或名次，先
画大圈，确定能报考的本科一批或二批院校，然后以
目标院校做参照进行反推，如果提前批院校的层次、
地理位置与招生专业等比设定的目标院校好，就可以
报，若不好就不报。这样既不轻言放弃，又不会出现
志愿“倒挂”现象，还能确保提前录取的院校是考生最
好的选择。

三、提前批，报不报？

在公益讲座现场，考生、家长听得很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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