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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新升
级上线。系统开通31个省份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
选服务。考生可依据本人高考成绩（位次），参考历年
录取情况、院校及专业满意度、就业状况及跟踪调查
等多方面数据，个性化筛选志愿。

有关专家认为，考生填报志愿应遵循“以成绩为
基础，以兴趣为导向，以发展为目标”原则，注重将个
人能力、兴趣爱好、职业规划和社会需要相结合。

找准个人实际——

在复旦大学本科生招生办公室主任石磊看来，热
爱是坚持的动力。“考生要明确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专
业、未来想成为怎样的人。没有所谓的冷专业、热专
业，只有适合与不适合你的专业。”

“我们鼓励考生通过心理测评、专业匹配度分析
等进行自我评估与探索，初步筛选出心仪的院校和专
业。”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说，“各地也遴选
部分骨干教师、招生部门工作人员、专家学者等组成
本地志愿填报咨询指导队伍，为考生提供指导，优化
志愿方案。”

把握社会需求——

专家认为，近年来，数字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
新材料、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民生紧缺
领域等相关专业招生规模显著扩大，呈现出质量和数
量同步提升的趋势。

“这也提醒考生填报志愿时，应结合人生规划与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兼顾‘兴趣+行业趋势’。考生也
可重点关注新增招生专业、双学士学位项目，这些都
面向国家战略、科技前沿及市场需求领域，发展前景
好、市场需求大，有利于将个人成长与经济社会发展
相结合，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孔爱民说。

主动规划生涯——

不少一线教师认为，学生要明确职业目标、主动
规划生涯，长效化、系统化的志愿填报辅助应贯穿整
个高中阶段。

杭州学军中学学生发展指导中心负责人邱许超
表示，无论是高考试题方向，还是填报志愿方式变化，
都说明学生需要更早进行“真实职业情景带入”。“高
中阶段就要充分激发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内驱力。”

“近年来，学校毕业生中选择报考‘强基计划’的
比例逐年增高，这表明越来越多学生在高中阶段已经
明确专业方向。”上海市嘉定区第一中学校长李元说，

“高中教育要尽可能地帮助学生找到个人志趣所在，
引导他们更好确立人生目标。” （来源：新华社）

个人能力、职业规划和社会需要相结合

高考志愿新变化：填报志愿注意啥？

连日来，随着各地高考成绩发布，广大考生陆续进入志愿填报
阶段。

和往年相比，2025年高考志愿填报有哪些新变化、新要求？
考生在进行志愿填报时应注意哪些事项？记者采访部分高校招生
办负责人、有关专家学者进行解读。

截至今年，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实行
“新高考”。高考模式变化，让考生填报志
愿模式也随之发生变化。

和之前高考模式相比，“新高考”打破
文理分科形式，考生除语数外，再自选三门
科目参加考试。因此，按文理科类别招生
的方式便难以继续。今年，多数省份采取
院校专业组报考模式，高校将选科一致的
专业或专业类放在同一组内让考生进行填
报。

以南昌大学为例，针对选考科目是物
理加化学的考生，学校设有计算机电子信
息类、工程制造类、临床医学类等不同专业
组。考生可结合个人需求，选择专业组里
的相关专业类别进行填报。

“院校专业组招生模式对选科要求更
精准，可以更加准确定位招生目标，吸引对
专业有浓厚兴趣和志向的考生报考。同
时，由于每个专业组都有对应选科要求，不
同组别可能分数线差异较大，且调剂限组
内专业，调剂范围缩小。”南昌大学招生与
就业工作处处长孔爱民介绍。

孔爱民表示，考生在进行志愿填报时，
应关注组内专业，确保组内所有专业均可
接受，避免被调剂到不喜欢的专业；也要注
重梯度设计，按“冲稳保”合理分配志愿，避
免扎堆热门组导致滑档。

记者了解到，在“新高考”落地背景下，
内蒙古自治区自2006年开始实行的实时
动态志愿填报也画上句号，今年起开始实
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模式，且采用院校专
业组平行志愿。

据悉，为引导考生更好了解这种填报
模式，内蒙古教育部门进行多轮高考综合
改革政策宣讲，组织了“政策面对面”“平行
志愿面对面”“招办主任面对面”等宣传活
动，就高考综合改革政策进行解读。

“考生应提前研读高校招生相关文件
和信息，在填报志愿时仔细查看高校招生
计划、章程，了解分析各招生专业及往年录
取信息和院校专业组设置情况，根据成绩
实际，科学填报志愿。”内蒙古自治区教育
厅高校学生处（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处）副
处长张国民说。

报考模式有何变化？

今年4月，教育部公布2024年度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29种
新专业正式纳入2025年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目录，在今年进行高考招生。

从服务国家战略的区域国别学、海洋
科学与技术，到面向科技发展前沿的智能
分子工程、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再到聚焦
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工智能教
育、智能视听工程……在有关专家看来，这
些新增专业充分体现国家战略、市场需求
和科技发展牵引，为考生提供多元的志愿
填报选择。

服务国家战略，对接市场供需。以浙
江为例，相关数据显示，今年聚焦前沿领域
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
据技术专业的在浙招生计划投放量较去年
分别增加38%、28%、11%，亟待2025届考
生报考。

华东理工大学招生部门负责人介绍，
学校今年扩大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
源、新材料等学科领域招生规模，同时新增

“化学工程与工艺和工程管理”“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和金融学”等双学士学位项目招
生名额，着力培养多学科交叉的复合型人

才。
填报志愿时，考生既要关注专业变化，

也应关注学校变化。今年以来，教育部已
发布多批同意设置本科学校的函。

梳理发现，从地理位置看，这些学校中
有设立在广东的大湾区大学、西藏的西藏
农牧大学、吉林的吉林化工大学……地域
分布广泛；从学校类型看，既有普通高等学
校，也有安徽职业技术大学、宁夏职业技术
大学等职业本科。

记者了解到，这些学校与经济社会发
展需求相匹配，展现出教育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的广阔前景和旺盛生命力，也让考生
在填报志愿时的选择更加丰富。

在有关专家看来，高校进行招生工
作时，应加强对新增专业和新设学校
的宣讲解读，帮助学生和家长及
时解疑释惑；学生进行志愿
填报时，也应多做功课，
避免盲目跟风，忽
视专业内涵。

新增专业、新设高校折射哪些新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