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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备考考有有疑疑惑惑？？赶赶紧紧瞅瞅这这里里
本报启动“追梦2014”中高考互动平台，考生和家长们可以参与互动

本报5月25日讯(记者 张晶)

早起，一睁眼，心里默念一遍日期，
中高考倒计时又少了一天，心里一
沉，如临大敌的感觉，这基本是学
生、家长、老师等等最熟悉不过的状
态，马上就要考试了，但很多人还是
有很多疑问，为此“追梦2014”中高
考互动平台即日启动，您和孩子的
疑问，就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近日，安静了很长一段时间的
本报高考群又开始活跃起来，不少
家长已经在打探今年分数线、志愿
填报等问题。2014年烟台有38083名
考生参加夏季高考，比去年高考人
数减少125人。芝罘区共有6500多人
参加今年的中考。

在高考政策的不断变化下，不
少学生及家长都有些疑问，最后的
冲刺，每门功课学生应该重点关注
哪些板块，答题技巧有哪些，家长应

该保持什么样的心态，如何恰如其
分地对待高考的孩子，如何填报志
愿、高校发布哪些招生信息等等高
考涉及到的话题，本报将推出“追梦
2014”大型中高考系列报道进行持
续关注。

此外，对于家长及学生的疑问，
本报还将为您及时联系志愿填报专
家、高校招生办、市内重点高中、专
业心理咨询团队等，第一时间为您
答疑解惑，与您一起赢在这个夏季。

为了更好更及时地做好互动交
流，本报推出中考和高考交流群，考
前饮食、心理辅导、招生咨询等等，
本报都将邀请相关领域的专业人
士，为大家答疑解惑。如果您是正在
经历“大考”的家长或学生，对于中
高考的任何疑问，都可以通过以下
方式联系本报：

中高考咨询电话：15288787947；
齐 鲁 晚 报 高 考 交 流 Q Q 群 ：
221919441；齐鲁晚报中考交流QQ

群：346418981；本报新浪微博：@今
日烟台；本报腾讯微博：@齐鲁晚
报·今 日 烟 台 ；本 报 微 信 号 ：
jinriyantai或今日烟台。

这三种情况

可能会“落榜”

娄雷认为，平行志愿在填报
的时候，选大学最好有个梯度，
因为平行志愿在录取的时候，只
能被一所大学投档，如果大学的
档次过于集中，则很容易在填志
愿的时候，遭遇所有的大学都没
录取，从而在本科一批录取时落
榜。

此外，填报志愿第二种不予
录取的情况是，专业不服从调
剂。对于先选专业、后选学校的
学生家长，最容易出现这样的情
况。举例，如果一个学生报考了
一所大学的临床医学专业，并且
不服从专业调剂，在录取过程
中，学生能被这所大学投档，但
是这所大学不能满足学生的专
业要求，并且不服从调剂的话，
那就只能被退档，本科一批不予
录取，只能推到本科二批中。所
以娄雷建议，在平行志愿填报
时，最好先选学校再选专业。

第三种不予录取的情况是
过一本线，却没被重点大学录
取。娄雷介绍，重点线是在所有
重点大学在山东省招生总人数
的120%划出来的，所以即使刚刚
过了重点线，也有20%的学生是
不能被重点大学录取的，这部分
学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也是非
常关键。

此外，娄雷还介绍了高考填
报专业的知识，建议家长多关注
大学在山东的排名，关注学校的
录取方式，如果有不明白的，可
以经常给招生办打电话咨询，提
前做好A、B、C三种方案，争取做
好填报志愿“冲一冲”、“稳一
稳”、“保一保”。

本报记者 张晶

今今年年志志愿愿怎怎么么填填，，听听听听专专家家咋咋说说的的
专家现场解释志愿填报不予录取的三种可能

本报5月25日讯(记者 张晶)
24日，本报举行大型高考志愿填

报讲座，吸引了近500名家长到场
听讲，志愿填报专家娄雷在现场讲
解了平行志愿不被录取、如何选择
专业等对学生非常重要但家长却
知之甚少的问题，会后不少家长

“围堵”专家，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
时的会后咨询。

24日，在金都大厦四楼多功能
厅，早已坐满了从各地赶过来的家
长，还有十来天就高考了，不少家
长还对填报志愿一头雾水。

讲座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本报
邀请的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娄雷是
全国资深教育媒体人，著名高考升
学规划专家，新浪教育频道资深编
辑，曾制作“百所重点高校招生办
主任系列访谈”。本次讲座娄雷主
要具体谈到了平行志愿及平行志
愿不被录取的三种情况。

与与高高中中失失之之交交臂臂，，学学技技能能扬扬眉眉吐吐气气
一个家庭对职业教育改变观念的样本，职校“明星学生”逐渐提升职教层次

本报记者 林宏岩

两年前没考上高中进了技
校，来自蓬莱的王禹涵觉得给
父母丢了人；两年后靠努力到
了人民大会堂工作，终于在村
子里扬眉吐气，这是一个家庭
对职业教育观念改变的样本。
这虽然只是对一个家庭观念的
改变，但是像王禹涵这样的职
校“明星学生”已经开始慢慢改
变了职教“低人一等”的姿态，
慢慢地走进了大雅之堂。

农家姑娘进人民大会

堂，在村里成了名人

“我们当时的想法是，找人
也想上高中，觉得上了技校孩
子一辈子就完了，将来也不能

有什么大出息。”谈到两年前女
儿初中毕业时的选择，来自蓬
莱市的王慧艳告诉记者，在农
村，只有学习不好的孩子才上
技校，上了高中才有可能上大
学，才有可能有出息。

因为学习成绩一般，最终
女儿王禹涵还是和高中失之交
臂，“当时到处找关系啊，人家
都说职校里面乱得很，就怕孩
子学不到本领，最后还学坏
了。”为了能让女儿有个好出
路，王慧艳不得不让女儿进技
校，自己走了烟台的好几个职
校，最终给孩子选择了一个职
校学习商贸旅游。

2014年，再谈起那时候的
选择，王慧艳有了新的想法，因
为如今女儿在村子里替自己扬
眉吐气了，成了十里八村的“名

人”。“今年过五关斩六将要到
人民大会堂工作了，我们告诉
亲戚，亲戚都觉得不可思议。”
王慧艳说，谈起人民大会堂，大
家都笑谈女儿干到“中央”了。

“现在看看，当时要是上了高中
估计也考不上大学。现在虽然
说累点，但是总归有一个好的
平台，让女儿见见世面，锻炼一
下，也有利于孩子以后的发
展。”王慧艳说，今年7月份，女
儿王禹涵就要出发去北京了，
将来无论是否留下都是宝贵的
经验。

“明星学生”频出，参加

世界大赛获企业破格录取

这几年，不少职业院校频
繁曝出这样的“明星学生”，让

不少家庭甚至社会改变了对职
业院校的看法。还没毕业，来自
烟台城乡建设学校工民建专业
的高艳涛已经在烟建集团担任
技术员的工作了，曾经参加过
世界技能大赛的他如今被烟建
集团破格录取，“按道理，烟建
集团只要本科以上学历的毕业
生，但是因为参加过国际性大
赛，技术拿得出手，所以破格录
取了。”高艳涛说。

在烟台城乡建设学校，每
年都会有这样参加世界级技能
大赛的同学，如今，高艳涛的下
一届师弟臧国才也在为第四十
三届世界技能大赛做准备，臧
国才说，他也经常向师哥请教，
希望将来能找到一份和专业相
关的工作，慢慢地成为“高级蓝
领”。

编者按：近来，国家对职业教育的利好政策频出，这能否改变社会对职业教育不受重
视的看法？究竟什么样的学生适合读职校，职校又是如何培养学生的？带着这些问题，本报
记者兵分多路，从多方面为读者呈现一个更加客观现实的职业发展现状。

追梦2014

职教全解读

本报高考填报志愿讲座吸引了近500位家长前来咨询。 本报记者 张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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