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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几年一到春天高考报名前夕，总会有朋友打电话来咨询，说：“我的孙子（或孙女）今年要参
加高考，成绩优秀（或者成绩一般），你说报考什么学校，什么专业好啊？
”我总是要反问一句：“你的宝贝孙子（或孙女）喜欢什么专业？
有什么爱好？
”对方说不出来。
于是我只能告诉他，最好听听孩子的意见，考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孩子的兴趣和志向。
　　现在的孩子真是可怜呀，没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填报的志愿不是自己的志愿，往往是爸爸妈妈
的志愿，甚至是爷爷奶奶的志愿。
于是孩子若考上了所谓名校，就高兴得不得了，但学习没有几天，感到与自己的兴趣大相径庭，于是
闹着要转专业。
有的考上了所谓的二流、三流学校，又垂头丧气，以为今后没有出路了。
这都是报考志愿的认识误区。
其实只要符合孩子的兴趣、爱好和特长，将来一定会有很好的发展。
　　这也不能怪家长，更不能怪孩子。
当前我国教育的培养模式就是以应付考试为最高目的，不重视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学生当然只顾埋
头于没完没了的作业中，何来自己的兴趣！
何来自己的爱好！
出现上面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种情况不改变，也就是说，我们的培养模式不改变，考试制度不改革，就无法培养出拔尖的创新人
才。
　　洪成文等编写了这本高考志愿经典案例，描述了25个省市区数百考生填报志愿和高考后的各种心
态和焦虑，让考生与考生对话，可为科学填报志愿提供咨询。
我想也可以帮助学生和家长走出误区，是给教育改革和高考改革一个警示。
洪成文要我写几句话，因为来不及阅读全书，只好不着边际地写出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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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志愿填报2009，高分？
低分？
学校？
专业？
城市？
职业？
理想？
现实？
选择是痛苦的，过来人陪你闯关，高效参考，彻底减压！
　　这将是你最重要的一次人生规划，报考专家悉心指导，让你的梦想照进现实！
　　北师大教育系博士团队研发制作，师兄师姐的切身体会，分享经验，总结教训，过来人贡献妙招
，报考专家一对一点评，最新报考讯息汇总，最权威的报考指导。
　　创意的设计，科学的探索，最平等的交流，最有效的参考。
　　《高考志愿经典案例》描述了25个省市区数百考生填报志愿和高考后的各种心态和焦虑，让考生
与考生对话，可为科学填报志愿提供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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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洪成文，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
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高等教育管理与政策、学生生涯规划与咨询、民办高等教育和比较教育。
曾于匹兹堡大学、耶鲁大学、悉尼大学等大学进修学习，曾任教育管理学院和教育部小学校长中心副
院长、副主任以及全国引智学会副会长等职。
出版《现代教育知识论》、《学校发展规划的理论与实践》、《小学素质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等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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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选好高考志愿成就非凡人生　　火爆志愿：高考成为社会第一事业　　我国自古就有崇尚
知识、重视考试的传统。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知识分子中就涌现出不同流派，呈现出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
杂、农、小说等学术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史称“百家争鸣”。
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其中，儒家学派的“学而优则仕”思想，成为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的思想主线。
肇始于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存在了整整1300年（公元605-1905年），成为中国古代官吏选拔制
度的一大创举。
相对于以往的官僚世袭制而言，科举制在理论上，为平民阶层进入统治阶级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舞
台。
有很多诗词和历史典故都说明了科举考试制度在中国的影响。
唐太宗年间，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少则上千、多则超过两千人，很多参加科举考试的人从青春年少一
直考到两鬓斑白，年逾花甲。
因此有人发出“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的感慨！
北宋时期，汪洙编纂的《神童诗》提到“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由此可见，勤学苦读、考取功名成为当时
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
宋真宗赵恒的《《劝学诗》更是提出“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干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少跟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意思是说，只要刻苦读书，通过科举考试考取功名，衣食住行、成家立业、功名利禄等问题就全部迎
刃而解了。
由此可见古人对读书和考试的重视程度。
　　科举考试不仅是一种历史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
自1905年至今，科举考试选官制度已经废除了一百多年，但崇尚知识、重视考试的文化却一直传承下
来，并深深影响着每一名考生、每一位家长，以及每一位教师和每_所学校。
如果要问，在当今中国的教育领域，哪一事件能够牵动社会各界和各层民众．答案非高考莫属。
从表面上看，高考只是一次为高等学校选拔新生的考试，与其他考试没什么区别。
但高考引发的社会关注和保障措施远非其他考试所能比肩。
每年高考期间，全国绝大多数城市都会实行交通管制、考生专车专送、警察巡视、公交车改线等特殊
措施。
有些城市，甚至临时更改飞机航线，以保证考生能有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
再比如，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省汶川县发生大地震，为了保障灾区考生能够顺利参加考试，国家
有关部门责令灾区考生高考时间推迟一个月，并专门为灾区考生单独命题。
这在国内乃至国际考试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作为教育系统的一次考试，高考所受到的关注已经远远超过了教育系统本身。
毫不夸张地说，高考已经成为事关考生、家长、学校、社会乃至国家利益的第一事业。
高考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对于考生本人来说，高考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虽然近年来，国家放宽了对高考生年龄的限制，但不可否认高中毕业生仍然是高考的绝对主力军。
他们的年龄普遍在18周岁左右。
这一年龄段是思维最活跃、精力最旺盛、学习能力最强的时期。
如果能够顺利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考生无论在知识结构、技能结构还是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
，都能够得到系统的训练和发展，综合素质将发生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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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大学毕业后，主要在高端劳动力市场就业，工资收入高、工作条件好、培训机会多，主要从事的
是白领工作，生活质量较高。
相反，没能顺利考上大学的考生，将以高中毕业生的身份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
将主要在低级劳动力市场就业，工资收入低、工作条件差、培训机会少，主要从事的是低端的蓝领工
作，生活质量较低。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高考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分层的重要过滤器之一。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坚持精英主义的高等教育理念，高等院校招生规模很小。
高校在招生、人才培养以及毕业生就业方面都实行计划体制。
当时，高中毕业生一旦考上大学，就意味着进入了国家公职人员行列，拿到了“铁饭碗”。
因此，高考形成了干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
很多人用鲤鱼跳龙门来形容当时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考上大学的难度由此可见一斑。
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开始实行高等教育“扩招”政策，高等教育入学率连年攀升。
2003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首次突破15％，标志着我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
200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北京、上海等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甚至超过60％，实现了
高等教育普及化。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广大考生来说，考大学已经不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
尽管如此，高考和志愿填报对于考生而言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因为，能否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选择一个就业前景好、符合个人兴趣的专业对于考生今后的发展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广大高考生而言，专业影响职业，职业决定事业。
因此，考生进行志愿填报的专业选择时，事实上已经迈出了人生规划的第一步。
　　其次，对于广大考生家长来说，孩子参加高考是家庭中最重要的事。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广大考生家长的普遍心理。
每年高考的时候，在各考点的大门外，都有大量家长不顾酷暑焦急等待子女的考试结果。
高考结束后，家长积极参与子女的估分和志愿填报工作，其焦急程度丝毫不亚于考生本人。
相关调查显示，无论是农村地区还是城市地区，家长都把子女的教育消费，列入家庭消费结构的重中
之重。
为孩子创造最佳的学习条件是所有父母的共同心愿。
尤其是当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高学历、高技能成为择业、就业和晋升的桥梁，而教育对人们社会地
位的改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经济和非经济的收益增加，使得父母更加重视对子女教育的投入。
国内外相关研究也证明，对教育投资的回报率远远高于对其他产业的回报率。
其中，在基础教育阶段，国家公共投资回报率要高于个人投资，而在高等教育阶段，个人投资回报率
则远远高于国家公共投资。
因此，家长在子女教育的投入上可谓不惜一切代价。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家长已经把家庭未来的幸福和子女的受教育程度紧紧联系在一起。
如果孩子能够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并且学业有成，那么他们就会在将来的职业竞争和社会竞争中处
于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他们的家庭生活质量也会实现改观。
相反，如果考生没能考上大学，那么，他们将会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他们的家庭生活也与大学
毕业生的家庭生活状况相差甚远。
另外，很多没有上过大学的考生家长，更是将自己对大学生活的向往和全部希望都寄托到子女身上，
希望子女能够弥补自己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遗憾。
可以说，家长已经把考生的高考，视为全家的共同理想。
　　第三，对于考生所在的高中学校来说，高考的升学率是衡量教师教学水平和学校教育质量的最重
要指标。
多年来，很多人对高考这种人才选拔制度提出批评，认为以高考作指挥棒，必然走向应试教育。
这种教育模式压抑了学生的个性发展，不利于素质教育的实施。
这种说法过于强化了高考的负面影响，是不够客观的。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考志愿 经典案例>>

事实上，任何教育都不可能将考试作为唯一的目的，高考并不排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更重要的是，教育公正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底线。
而高考制度是至今为止最公平、最合理的人才选拔机制之一。
将高考分数作为主要的人才选拔依据，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对高考来说，社会上有些批评和责难超出了考试本身的范畴。
　　许多素质教育的倡导者甚至提出，中国应该学习西方的基础教育改革模式，取消高考，实施素质
教育。
这种说法不仅不客观，而且是不负责任的。
事实上，发达国家也有类似于中国高考的高等学校学生选拔制度。
在日本，大学有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之分。
二者在招生考试的方式的方式上有很大不同，报考国立大学的学生需要参加两次考试，第一次是国家
高等学校统一入学考试（基本相当于我国的高考），成绩合格者需要继续参加由所报考院校命题的入
学考试，两次成绩相加，择优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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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高考志愿事关千家万户，相信本书生动案例和鲜活的素材可以吸引更多学者关注高考和志愿选报
问题。
　　——戴家干教授，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　　择友不可不慎，填报高考志愿不可不慎。
填报志愿就像择友，这是一本择友指南，值得一读。
　　——周作字教授，北师大教育学部部长　　志愿填报的特点是个性化，个性化教育咨询可以满足
多元化的高端教育需求。
　　——张斌贤教授，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这本书，既可为我们填报志愿提供参考，
也可通过接触最真诚的心声吐露，重拾很难获得的阅读乐趣。
　　——程星博士，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生院助理院长　　优秀考生不害怕考试，但是上大学选专业却
让很多人焦虑。
看了这本书，可以缓解压力，有助考之价值。
　　——程凤春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副校长　　J．E．丁格有句名言：“命运不是机遇
，而是选择。
”填报高考志愿已经超出了选择专业和学校的简单意义，而是在选择未来，在选择人生。
这是一本不可多得报考指南，也是一本具有独特视角的报考心理咨询书。
　　——北京联合大学高教所 曲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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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志愿填报2009，高分？
低分？
学校？
专业？
城市？
职业？
理想？
现实？
选择是痛苦的，过来人陪你闯关，高效参考，彻底减压！
　　这将是你最重要的一次人生规划，报考专家悉心指导，让你的梦想照进现实！
　　考生语录　　想要失眠？
去等分数吧。
　　想要减肥？
去等分数吧。
　　想要茶饭不思？
去等分数吧。
　　高考这场下半场比赛要打好，尽管有上半场良好的分数做本钱。
　　高考让我第一次经历了很多很多，有高兴、有迷茫、有痛苦、有绝望！
它让我知道人生并没有很难的事，有的只是我们畏难的心。
以前总以为高考如同天一样大，走过来才知道不算什么。
我都挺过来了。
　　你更应想一想，十几年寒窗苦读，就靠这一次一锤定音，这是关系前途命运的大事。
千万不能像我这样无端草率。
　　我想每个曾经拼搏过高三的人都体会过这种拦截掉所有退路的狭隘的美丽，都是在用心感受最后
的心情里的那种悲壮情怀。
在此，我说着自己的苦与痛，也放开心接受现实，人便是这样的，在苦与泪的边缘生活着，经历了心
的苦闷，迫使自己快速成长，就像破茧成蝶的美丽，虽痛苦却也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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