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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本报6月25日讯(记者 李榕
刘潇) “今天收获挺大，知道从哪
个角度做准备了。”25日上午9时，由
本报与嘉诚集团联合举办的2017高
考志愿填报说明会在山东华宇工学
院举行，资深教育专家娄雷再次莅
临德州，1500余名考生和家长现场
取经“志愿填报”，气氛异常火爆。

上午8时许，不少家长提前一个
多小时赶到现场，还有家长特地起
大早从县里赶过来。考生家长张女
士说，她的孩子是理科生，今年高考
成绩是507分，“这个分感觉高不成、
低不就，就怕一不小心填错志愿后
悔就来不及了。”

在说明会现场，娄雷就高考志
愿填报基本知识、填报规则、注意事
项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讲解。2017年
山东高考报考最大的政策变化是本
科一批和本科二批合并成为新的本
科批。并且，首次填报志愿时，填报
学校的数量由往年的6个调整为12
个，首次填报志愿的时间也由1天增
加为2天。看似报考学校数量和报考
时间同时增加，但实际上考生的压
力变得更大。“2017年本科一批二批
合并，学校数量大幅增加，填报志愿
需要研究的数据更多，专科生更要
注意填报规则。”娄雷说。

此外，在高校志愿中设置的专
业是否服从调剂以及征集志愿里设
置的院校是否服从调剂也是考生和
家长关注的热点。不少考生在报考
的时候固执地选定某几个专业，其
他的不想服从，导致了被高校投档
后又退档的问题。“在执行平行志愿
的省份，高校一般情况下都会执行
只要服从专业调剂就会投档不退档
政策，大大地增加了志愿填报的安
全性，因此还是建议大家尽可能服
从专业调剂。”娄雷说。

高考志愿填报说明会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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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考生来说，考个高分数，有时
也许不如填个好志愿。但是究竟填报
志愿时，城市、专业和大学到底哪个该
优先？娄雷建议考生先进行自我定位，
与自己的分数、性格、家庭经济状况、
身体素质等挂钩。

“许多考生和家长都认为应该在
进入大学后才开始做职业规划，这是
填报志愿时的一个致命误区。”娄雷认

为，填报志愿应该确定目标高校的大
体区域，既要考虑城市的消费水平，也
要考虑该市的就业前景。在关注大城
市的同时，那些坐落在小城市的“部
委”属院校“性价比”也相当高，不少小
城市里特色大学也是不错的选择。

同时，在选择大学方面，娄雷建议
要准确了解意向学校的真实信息，学
校排名的纵向划分，如985高校、211高

校、省属重点高校、省属普通高校等，
以及横向划分，如具体的综合类学校、
政法类学校、财经类学校、工业类学校
等。

“此外，选学校切忌望名识大学，
也要分清校区、分校之间的区别。选专
业时可登陆该校研究生网站查看专业
设置，研究生比例越大，则该专业发展
越好。”娄雷说。 本报记者 李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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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分分考考生生全全家家““上上阵阵””
夏津县的王一诺，是德州一中

新校区的学生，今年考了665分的好
成绩。她说，不到六点，就和父母一
起从夏津乘车专程赶到说明会现
场。“女儿虽然成绩还不错，但是实
在不懂如何填报志愿，所以今天现
场取经。”王一诺的妈妈说。

“这场讲座办得太及时了，我开
始啥也不懂，娄雷老师一指点，事半
功倍！”听完志愿说明会，王一诺激
动地说，娄雷老师将专业名词解说
得通俗易懂，并用生动有趣的例子，

让考生和家长明白了平行志愿的录
取流程和规则，讲解了填报志愿的
基本方法、填报志愿中容易出现的
误区，以及填报志愿要注意的问题，
内容非常详细。

“现在学校众多，专业更是五花
八门，填报高考志愿对孩子来说是
很重要的一次人生选择。”王一诺的
爸爸告诉记者，通过听讲，他知道
了，填报志愿时应该朝什么方向努
力，很感谢这次机会。

本报记者 李榕 刘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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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会刚开始不久，现场迎来一
位特殊的家长。家长路先生身体残疾，
坐在轮椅上，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与
女儿一起进入会场。

在进入会场后，路先生对工作人
员连声道谢，并拿出讲义，认真研读。

“为孩子选个好学校、好专业，是我们
家现在的头等大事。”路先生说，他从
未有填报高考志愿的经历，在这方面
了解并不多。今年孩子考了537分，比
预期成绩稍微差点，但也已经尽力
了，下一步要将志愿填报好。

选择学校和专业要根据社会大
环境、就业及孩子兴趣等，综合考量。
说起这场说明会，路先生称，他是在
学生家长群里看到的这个消息，于是
决定与家人一起来参加。

“娄老师讲的通俗易懂，学到了
很多，知道该怎么回去准备了。”路先
生坦言，说明会上他对填报志愿的很
多细节和要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
说明会后，他还要对讲义及现场视频
资料进一步研究，争取为女儿选择一
个理想的专业和学校。

说明会9点正式开始，开场前半
个多小时，已有不少家长陆续进场。
其中有一位坐在最前排的老人引起
记者的注意。

老人说，他今年68岁，从齐河赶
来。孙子在德州一中毕业，高考成绩超
出了本科线100多分。平时他对孙子的
学习很关心，在成绩出来后他也多方
打听，为孙子选报学校作参考。

“当时在报纸上看到的这个说明

会，今天专程赶过来的。”老人称，成
绩出来了，选个好学校、好专业对于
孩子来说尤其重要。在高考前夕，他
就开始对一些学校进行研究了。他比
较倾向于医学及师范类学校，但孙子
似乎更喜欢工科类学校。

老人表示，希望能通过这次高
考填报志愿说明会，学到一些填报
志愿的技巧，为孙子在填报时提供参
考意见。 本报记者 路龙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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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讲座座结结束束，，考考生生和和家家长长围围着着娄娄雷雷老老师师咨咨询询问问题题。。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马马志志勇勇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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