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高考落下帷幕，除了静待分
数公布，考生、家长和老师们最关心的话
题就是志愿填报。今年是我省实施新高
考的第一年，采用“3+1+2”模式进行考
试，不再分文理科，在志愿设置和录取规
则上也出现较大调整，不可能再完全按以
前套路填报志愿，这无疑加大了志愿填报
的难度。

七分考，三分报，志愿填报决定着考
生未来走向。与传统高考相比，新高考志
愿填报方式有什么不一样？面对新变化，
考生和家长应该掌握哪些填报志愿技巧，
才能合理规避风险，提高录取率呢？我们
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给考生和家长支
招。

普通本科批可填 45个平
行志愿

“与传统高考模式相比，过去一些有
效的方法可能就不实用了。”市教科院招
生考试工作科科长张桥根提醒，新高考第
一年，志愿填报面临新的挑战，考生和家
长要“慎之又慎”。

张桥根说，今年投档单位从院校变为
了院校专业组。据了解，高校将选考科目
要求相同的专业组合一起称为一个院校
专业组，一所院校可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
专业组。也就是说，考生不再是报考某个
院校，而是报考某个院校专业组。同时，
志愿设置也有了变化。普通本科平行志
愿设 45个志愿，军事院校、定向培养士
官、体育类、艺术类、高职专科设 30个志
愿。每个志愿有 6个专业和 1个专业服
从。

这一变化会对填报志愿造成哪些影
响呢？张桥根介绍，因为同一院校有多个
专业组，各个专业组的录取分数不一定不
同，有的差距可能比较大。例如 2020年
前的投档规则A院校投档线比B院校高，
但2021年分院校专业组后，B院校一些院
校专业组录取分数可能会高于A院校某
些院校专业组。以前考生填报志愿的时
候主要看院校排位，根据个人分数排位选
择对应的院校就可以了，现在却要综合考

虑各院校的专业组在往年投档中考生排
位情况。另外，各院校专业组对选考科目
的要求有不同，院校专业组对选考科目要
求越多，能填报的考生人数就越少，这也
是考生填报志愿时需要考虑的。

全面了解招生章程避免被
退档

以前考生录取分一本、二本、三本 3
个本科批次，即使一本志愿投档失败，考
生还有机会在二本、三本投档录取。现在
合并为本科批录取，投档单位由原来的院
校改为院校专业组，增加了考生选择机
会，考生可结合个人志向、学科兴趣、个性
特征，理性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和专业。
但是，现有本科院校在一个批次中投档录
取，考生一旦掉档或退档，将只有征集志
愿的机会。因此，考生要特别注意尽量规
避掉档、退档风险。

“在了解目标院校的具体情况方面，
要用好《招生章程》和学校《报考指南》这
两个重要文件依据。”张桥根提醒，考生要
知晓自身分数排位、享受的优惠政策、身
体状况及其他可能影响到录取的相关因
素，做到“知己”；要深入了解院校专业组
构成、选科要求、院校前几年的投档分数
线、录取考生排位情况等，做到“知彼”。
此外，尽量选择专业服从。由于平行志愿
只有一次投档机会，因此应尽量避免被退
档，对个别院校专业组中有非常不喜欢的
专业可以放弃填报该院校专业组，避免录
入不喜欢的专业。

艺术类考生可填多个类别
的平行志愿

新高考艺术类考生分数线的划定也
有相应的变化。

以前，艺术类考生文化成绩录取控制
分数线是根据不同类别划定，今年以普通
本科线为基准，编导类、播音与主持艺术
类、摄影摄像类执行普通本科线，音乐类、
美术类、书法艺术和书法教育类为普通本

科线的75%，舞蹈类、表演类（戏剧表演）、
表演类（服装表演）为普通本科线的
70%。同时，降分规定也有变化。以前线
上考生人数达不到计划数时，文化最多可
降14分，今年不降分，意味着文化成绩没
上本科线即不可能被本科院校录取。

不过，在生源不足，体育类专业降低
录取控制分数线投档时，文化最大降分幅
度为14分，专业最大降分幅度为6分。

市二中副校长彭四清说，今年有一个
可喜的变化：平行组志愿可跨专业填报。
也就是说，有的艺术类考生可能既报考了
音乐，又报考了舞蹈，且都通过了艺术类
录取控制分数线，以前只能填报一个类别
的志愿，现在两个类别都可以填报。

志愿填报系统辅助填报功
能已开通

有关部门介绍，今年的志愿填报分为
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 6月 26日至 27
日填报本科提前批志愿和本科批特殊类

型志愿，第二阶段 6月 30日至 7月 3日填
报本科批普通志愿和专科提前批志愿，第
三阶段在本科批录取结束后，也就是8月
3日至5日填报高职专科批志愿。另外在
各批次第一次投档录取后，录不满额的再
组织征集志愿填报。

此外，省教育考试院已开通志愿填报
系统辅助填报功能，请考生一定要提前熟
悉志愿填报系统，查阅系统中的“志愿填
报系统操作指南”，熟悉了解系统操作步
骤和注意事项；提前设置好系统“登录密
码”和“保存密码”。特别提醒考生：志愿
草稿填报完成后一定要及时提交保存，并
通过“志愿查看”功能查看本人是否已提
交保存了正式志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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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速览

本报讯（记者 肖中华 通讯员 熊龙英）
进入6月以来，湖南工程学院组织应届毕业生
开展“求职面对面——走进湖南千金药业”双
向选择活动，成功应聘5人。

从3月开始，湖南工程学院采取“线上+线
下”“面对面”“屏对屏”等方式，打造立体式、
全方位招聘模式，积极为毕业生就业牵线搭
桥，取得了理想的效果。目前该校应届毕业
生毕业去向落实率稳中有升。

今年以来，湖南工程学院多渠道开源拓
岗，加大线上信息发布与招聘力度。学校就
业系统平台新增注册企业 853 家，增幅
11.22%；积极引入浙江台州、广东惠州、福建
南安等外地人社专场招聘 6 场，同比增幅
200%；积极参与教育部“24365”、湖南省各类
招聘活动 7次；联合学院精准举办专场招聘 2
场，主动线上对接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网络
招聘平台4次。

湖南工程学院积极克服疫情影响，在确
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高效组织线下招聘活
动。3月至6月，举办大型双选会1场，参会企
业110家；小型专场12场，参会企业513家，其
中 232家为行业 500强、上市公司等名企，占
比为45.22%。

上半年，湖南工程学院举办毕业生“读万
卷书行万里路”研学之旅活动2次。其中4月
中旬的长沙行，159名学生参加，正式签约 6
人，实习签约 36人，占比 26.42%；组织毕业生
外出参加湖南大学高质量招聘会，32名学生
参加，正式签约 3人，另外 1名研究生已经收
到浙江建设技师学院招录考试的录用通知。

湖南工程学院招生与就业指导处相关负
责人介绍，接下来学校将尝试创建“同类就业
意向微信群”，吸引尚未就业的毕业生主动扫
码进群，精准推送相关招聘信息，为毕业生提
供专家化咨询服务，形成“学校—学院—毕业
生”“学院—毕业生”“学校—毕业生”等多链
路、网格化工作机制，力争每位应届毕业生都
能找到理想的工作。

“讲党史 颂党恩”

我市选手荣获微宣讲省赛一等奖
本报讯（记者 欧阳天 通讯员 李晓畅）6月 19日，湖南

省大中小学“学党史 颂党恩”微宣讲比赛决赛在湖南师范大
学国际学术报告厅举行。

在决赛上，湘潭生物机电学校的李靓老师以《消失的二
十五年》为题，讲述了“两弹一星”元勋陈能宽隐姓埋名25年，
投身国家原子弹、氢弹研制的故事。她娓娓道来，富有感染
力的宣讲感动了现场的评委及观众，最终荣获湖南省“讲党
史 颂党恩”微宣讲比赛中小学组一等奖。

这次比赛由省教育厅主办，湖南师范大学承办。通过14
个市州教育（体）局组织的初赛，省教育厅组织的复赛，中小
学组共有10位选手进入决赛。

家有“小霸王”怎么办?
成成是一个令人头疼的“小霸王”，才 3岁多，脾气就已

经很大了。但凡什么事没顺他的意，就大喊大叫、挥拳踢
脚，跟小伙伴玩耍时也是一言不合就咬人、推人、打人。爸
爸妈妈为此苦恼不已，该怎么去管教这个小小“暴力狂”
呢？希望下面这些建议能帮到有同样烦恼的家长。

李广粮
嘉宾档案：雨湖区湘锰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第三届

“最美雨湖人”获得者，多次获市、区级优秀校长、优秀教师、
优秀德育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观点：
孩子有暴力倾向，可能是家人长期的溺爱顺从导致，也

可能是孩子开始进入第一个叛逆期。
面对这种情况，家长需要修炼自己的耐性，对孩子采取

冷处理、不理睬的态度。然后，冷静地对孩子说：“宝贝儿，
请小点儿声，好好地和妈妈说话。”得不到响应的孩子哭闹
一阵子以后，通常就会感到累，自己就会停下来。

其次，家长可以在事后找一个孩子感兴趣的事情作为
切入点。比如给孩子讲故事，和孩子一起读绘本，陪孩子一
起玩游戏等，在活动中培养孩子的情绪管理能力和规则意
识。

再次，家长要统一态度，在转化过程中谁都不能心软，
不能看到孩子哭闹就心疼，放弃引导。同时，家长还要管理
好自己的情绪，不大声呵斥，不暴力解决，为孩子做出榜样。

总之，孩子各种个性和习惯的形成，都和早期家庭引导
和暗示有很大的关系，作为家长，我们必须长期温和而又坚
定地执行自己的教育理念，才能培养出家长们心目中的理
想型孩子。

尹德
嘉宾档案：岳塘区竹埠学校副校长，曾获岳塘区优秀德

育工作者、先进个人、师德标兵、优秀班主任、嘉奖等多项荣
誉称号，赛课和论文多次获省、市、区级奖励。

观点：
首先，要改变对孩子的教育方式，立规矩，讲道理，进行

引导教育。粗暴的教育方式，只看结果，不看原因。孩子犯
错，其实正是教育的契机。和孩子商定好家庭教育规矩，有
奖有罚。按照制定的规矩，监督孩子的行为习惯，孩子的行
事准则自然会以规矩为准绳，慢慢地养成好习惯和自主能
力。孩子犯错了，要抓住孩子犯错的原因进行引导教育，不
仅要改进孩子的行为，还要纠正孩子的心理偏差。

其次，身正为范，做好家长的榜样作用，给孩子的前进
指明方向。家长做好自己，时刻给孩子做一个好榜样。言
传身教，孩子受家长的影响也会慢慢向家长模仿学习。如
家长遇到家庭矛盾，讲道理，不武断。孩子在遇到类似的事
情，处理之时也会模仿家长。

再次，教给孩子沟通的技巧，教会孩子处理问题的方
法。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孩子处理问题可能也会简单粗
暴。有暴力倾向的孩子在处理问题的时候，缺乏一定的沟
通技巧和方法，容易引发与孩子的矛盾。这个时候，父母就
要放下身段，耐心教导孩子如何与他人沟通，并教给孩子正
确处理问题的办法，让孩子比较理性地去看待问题，而不是
简单用暴力来解决。

最后，帮助孩子建立人际关系。有攻击性行为的孩子
认为，“霸道”是一种获得满足的方式，这种行为没什么不
好，因此只顾自己，不会考虑到人际关系。这样的孩子在孤
独的环境里，霸道的行为会显得更为强烈。因此，不妨多带
孩子参加属于孩子们的社交场合，例如庆祝生日会。在与
别的孩子共同分享、游戏中，他学习到“施”与“受”的关系，
便觉得没有“霸道”的必要，进而产生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
欲望。

（本报记者 宋锴）

●日前，教育部发布《关于推广部分地方义务教育课后
服务有关创新举措和典型经验的通知》，遴选确定首批 23
个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典型案例单位，并梳理汇总了有关创
新举措和典型经验。

● 日前，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中小学生定期视力监
测主要信息报送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加强组织
领导、防控端口前移、规范数据报送、强化条件保障，切实落
实学生健康体检制度和视力监测制度。

（本报记者 宋锴 整理）

高考志愿怎么填？
这些问题你都搞清楚了吗？

本报记者 宋锴

▲即将毕业的硕士研
究生将帽子高高抛向空中。

（本报记者 方阳 摄）

近段时间，社会上有机构或个人
通过互联网、电话、面询等方式，向考
生和家长开展高校志愿填报指导活动
并收取高额服务费。

对此，省教育厅表示，目前没有任
何招生考试机构、高校与社会机构或
个人开展高考志愿填报指导的合作，
这些机构或个人存在政策不准、信息
不实、误导甚至诈骗等问题，切勿轻
信。我省将严厉打击社会机构违规开
展“天价”志愿服务的行为。

各地教育部门、考试机构和高校
将组织开展“加强考生志愿填报指导
服务”专项行动，为广大考生提供形式
多样的指导服务。6月 22日至 28日，

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还将举办
“2021年高考网上咨询周”活动，各招
生高校将通过文字问答、视频直播两
种方式为广大考生提供免费的志愿填
报咨询服务。请考生按照省级招生考
试机构和高校提供的信息，结合本人
实际情况，合理填报。

省教育厅要求，各地要加强考生
志愿数据的保密管理，对考生的志愿
和联络等信息，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
个人一律不得擅自对外泄漏，也不得
替考生填报志愿或更改考生志愿信
息，违者将依法依规追究当事人的相
关责任；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
理。

湖南工程学院：

为毕业生打造立体应聘通道

注意！省教育厅发布预警

◀湖南科技大学毕业
生在田径场上摆出不同造
型拍摄毕业照。

（本报记者 方阳 摄）

又是一年毕业季，高校毕业生纷纷通过各种类型的
创意毕业照，给自己的高校生活画上句号。

创意毕业照致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