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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入学考试是中国教育制度的重要选拔性考试。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影响学生未来生活的重要转折点。高考志愿

填报也是中国特色和高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六月份是每个考生家庭的重要时刻。所有的考生都要对考生的父母,亲戚和

朋友都十分的管着考生的高考状况,收集所有类型的信息, 终可以去上理想的大学。近年来,高考竞争异常激烈,大学入学志愿

填报问题开始从实践向理论过渡。这篇论文以地方大学为例,探讨高考志愿填报相关影响的相关因素,以供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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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对象 

本文以新课程改革教育实践为背景,以高考志愿服务

的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以省级大学某一级新生为调查对

象,按照分层群抽样的方式,来自工业大学,理工大学,工商

大学,电子技术大学,中医大学,师范大学,金融学院,科技

学院,计量学院,森林学院,海洋学院,医学院,某 50 名大学

新生本科大学,包括通信学院,文理学院和湖州师范学院,

对 50 名新生进行了调查。 共发放 1000 份问卷。筛选后,

共收集有效问卷 954 份,回收率为 95.4。根据受访者的性

别,男孩占调查总数的 40.99,女孩占 59.01。对于受访者的

专业,他们涵盖经济学,法律,教育,文学,科学,工程,医学,

管理和艺术。 

2 考生报考所在高校志愿填报情况分析 

首先,对于某省某高等学校的学生来说,调查他们的学

校是志愿者的第一个愿望。调查结果见表 1： 

表 1  考生报考所在高校志愿填报情况 

志愿填报情况 人数 比例(%)

第一志愿填报 541 56.70%

第二志愿填报 225 23.56%

第三志愿填报 107 11.24%

第四志愿填报 42 4.4.3%

第五志愿填报 39 4.07%
 

统计显示,第一批志愿者在高校中占 56.7；第二志愿填

报的占 23.56；第三志愿填报的占 11.24；第四、五志愿填

报的比较少。可以看出,第一选择是成功入学的关键。同时,

并行志愿者作为高校新课程改革后的主流高考,降低了考生

填写报告的风险,为使学生的学术水平符合相应高校的社会

认可,高校和考生获得“双赢”。 

3 考生获得报考大学信息的途径分析 

如何为申请人获取信息对于候选人的选择极为重要。根

据问卷调查,某省一定水平的大学生主要采用以下渠道进行

“获取大学信息”。具体见表 2： 

表 2  获得报考大学信息的途径 

信息获取途径 人数 比例(%)

学校招生宣传资料 315 32.98%

学校招生网 437 45.80%

电视台,报纸等媒体 57 5.94%

高中教师的宣传 90 9.44%

招生咨询会 58 6.06%

大学教师或学生宣传 30 3.15%

省考试院前出版《普通高校招生 629 65.97%

实地的了解 10 1.05%

家长及社会的评价 145 15.15%

电话或网络咨询 231 24.24%

其他 26 2.68%
 

数据显示,通过省考试研究所出版的“大学入学考试”获

得入学信息的考生占65.97；通过学校招生网获取的占45.8；

32.98通过学校招生材料获得；通过电话或网络咨询占24.24；

家长及社会的评价占 15.15；高中教师的宣传占 9.44；其他

电视台,报纸和其他媒体,招生咨询会议,大学教师或学生的

宣传和现场理解比例相对较小。可以看出,获取大学信息的方

式是候选人高考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学生获取入学信息的众

多渠道中,省考试研究所出版的“大学入学考试”,学校网站

和学校入学材料占很大比例。考生及其家长更加重视官方或

大学的权威信息收集,以及其他相关辅助材料。 

4 考生填报高校时主要得到的指导情况分析 

高考志愿者是一个复杂的选择。大多数候选人需要外部

指导和帮助。具体见表 3： 

表 3  填报高校时主要得到的指导情况 

受指导情况(可多选) 人数 比例(%)

父母指导 404 42.31%

自己做主 679 71.21%

高中班主任指导 123 12.94%

市(县)招生办老师指导 27 2.80%

学校派出招生宣传的指导老师 23 2.54%

在学校就读的同学指导 83 8.74%

学校电话咨询员指导 49 5.13%

学校网络咨询指导 50 5.24%

其他人指导 58 5.01%  

根据调查,主动申请考试的考生比例非常大,占总人数



教育研究 
第 2 卷◆第 4 期◆版本 1.0◆2019 年 4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0 

Education research 

的 71.21；家长和高中班主任的指导也很大,分别占 42.31

和 12.94；其余所占比例比较小。可以看出,候选人具有强

烈的自我意识。 

5 学生填报学校时主要考虑的因素分析 

影响高考志愿填报的因素包括性别、来源、家庭登记、

民族性等。分布式的单向分析用于测试年龄和教育的影响因

素。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性别的学生有不同的个人因素,家庭

因素、大学因素、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在这五个方面都有

其重要区别。男子的平均得分比男子的平均。分布式的单向

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龄的学生中,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大

学因素、国家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没有显著差别。理由是年

龄上有差异,但差异很小,经验几乎相同,然后慢慢来学校。

新疆内外学生中,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大学因素、国民社

会因素、经济因素没有显著差别。不同家庭注册的学生之间

的个人及经济因素有显著差异。家庭因素,大学因素,民族社

会因素并没有显著性差异。各大学、家庭、经济、个人因素

的差距都很大。大学因素和社会因素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别。

在分析汉族和少数民族时,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大学因素、

国家社会因素、经济因素这五个方面有显著差异。在平均比

较中,这五个方面的少数学生的平均值都高于汉族学生。 

6 考生最需要学校提供的招生咨询服务分析 

问卷对“候选人 需要学校提供的入学咨询服务” 我

做了一项调查和分析,试图了解学校 需要咨询的学生。调

查结果见表 4： 

表 4  需要学校提供的招生咨询服务(多选) 

希望提供咨询服务 人数 比例(%)

考前志愿填报指导 338 35.42%

学校学课专业详细介绍 738 77.33%

学校招生政策 283 29.63%

录取结果查询 270 28.34%

其他 28 2.95%
 

数据显示,学生 重要的是要了解学校的主题,占

77.33；预先测试志愿者填写说明,入学政策和录取结果分别

为 35.42,29.63 和 28.34。可以看出,候选人非常重视将自

己的兴趣和个性结合起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同时,考生

也非常关注高校的招生动态和政策,避免因盲目报告而失去

良好的学校和良好的专业水平。 

7 高考志愿填报对策建议 

7.1 高校与学生家长及高中老师建立起长期关系 

父母和高中教师的推荐会对高考志愿选择考生起到决

定性作用。通过以上分析和分析,学生在高考志愿填报方面

的信息,是由家长和教师提供的。在高考志愿填报的 终选

择中,大多数考生都是根据父母的决定决定的。有关大学志

愿服务的信息也是在担任教师的第 3年获得的。从分析中可

以看出,父母和教师将对选择大学的考生起到重要作用。因

此,大学和高中教师,高等学校、班级教师和考生的父母加强

了沟通,父母和教师为了让学生了解大学和大学长期接触机

制必须确立。在实际的入学、宣传活动中,大学可以进行校

园开放日和研讨会等各种各样的活动,学生、父母、中学的

教师能够完全理解学校。 

7.2 仍然需要加强青少年的道德教育 

关于大学的目标价值,“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对于个

人利益的自我实现的学生来说,是非常次要的。道德教育被

认为是家庭教育的主要课题。家庭教育在道德教育方面具有

特殊的优点,以便与父母的语言、行为以及与子女的沟通。

实际上,知识教育是家庭教育的中心,所以担心考试成绩的

家长并非少数。为他们的孩子无视爱国教育,因为他们的孩

子会直接导致年轻人缺乏社会责任。另外,学校教育将大学

入学率作为衡量学校成绩的 重要指标。大学应该采取各种

形式,强化学生的责任感和道德品质教育。 

7.3 需要加强高考志愿报考的指导工作 

调查中,对目前专业人士的满意度进行了调查。结果显

示,21.1%的学生对他们的职业感到不满或不满。由于缺乏科

学指导,很多学生对他们的专业选择有误解。对于参加大学

入学考试的志愿者来说 大的问题是,学生几乎不知道自己

报告的职业。而且,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联系的问题点

非常显著。对于学生来说,在选择大学入学考试时,并不是选

择大学信息和专业信息时,才会对他们的职业生涯带来帮

助。因此,要加强大学与中学信息的有效沟通。在中学教育

阶段(特别是高中3年级),学生们必须要达到学生的水平,学

生们可以理解自己的能力和适应能力,明确未来的目标,选

择自己的道路。 

简而言之,获取高考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在良好的沟

通下,学生与父母将得出更准确的方向,为学生理想的大学

和专业提供更好的保护。我们不应该停止现在的小进步。我

们需要加强对高考志愿的指导,帮助学生明确未来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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