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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7 年浙江省实施“新高考志愿报考制度”，打破了传统的文理分科模式，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

兴趣、特长和职业规划自主选择考试科目，录取方式也变得更加多元化，政策的重大变革为高三学生提供

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但同时也对高三学生的自我认知和职业规划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高考志愿报考

制度的实施，促使学校和家长更加重视高三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本文主要浙江省 “新高考志愿报考

制度”对高三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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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17，Zhejiang Province implemented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Volunt

eer Application System"，breaking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separating arts and sciences.Studen

ts can independently choose exam subjects based on their interests，strengths，and career pla

ns，and the admission methods have become more diversified.The major policy changes have prov

ided more opportunities for high school seniors to choose，but at the same time，higher requi

rements have been put forward for their self-awareness and career planning abilities.The imp

lementation of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volunteer application system has prompte

d schools and parents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career planning education for high school sen

iors.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Volunte

er Application System" in Zhejiang Province on the career planning of high school sen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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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浙江省推行的“新高考志愿报考制度”改革，

这一改革出发点应当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参与志愿填报过

程，使其更贴近自身兴趣和发展方向[1]。这种改革不仅在制

度上赋予了学生更多自主权，同时也鼓励他们更主动地思考

和规划未来的职业生涯。浙江省“新高考志愿报考制度”改

革对高三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决策产生了哪些具体影响？

又如何应对这些影响呢？

1浙江省 “新高考志愿报考制度”

浙江省 “新高考志愿报考制度” 是对传统高考志愿填

报和录取方式的重大变革[2]。

1.1 考试形式与科目选择

1.1.1 取消文理分科

学生不再被简单地划分为文科或理科生，而是可以根据

自己的兴趣、特长和职业规划，从语文、数学、外语三门必

考科目之外，在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技

术（浙江特色科目）这 7 门科目中自由选择 3 门作为选考

科目参加高考。这种选科方式打破了文理的界限，给予学生

更大的自主选择权，让学生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

1.1.2 多次考试机会

外语科目和选考科目每年有两次考试机会，学生可以选

择其中成绩较高的一次计入高考总分。这一规定缓解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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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试压力，使学生在考试中能够更加从容地发挥，同时也

增加了考试的公平性，避免了因一次考试失误而影响学生的

升学。

1.2 考生分段与划线

1.2.1 分段划线

浙江省高考考生根据实考人数的一定比例被分为三段。

通常第一段为实考人数的前 20% 左右，第二段为前 60%（累

计），第三段为前 90%（累计）。实际划线一般会到 95% 左右。

各段考生在填报志愿和录取时具有不同的时间安排和要求。

1.2.2 不同段的志愿填报与录取

第一段考生先填报志愿，随即进行投档录取；剩余计划

重新公布后，未被录取的第一段考生和第二段考生填报志愿，

再进行投档录取；以此类推。第三段志愿填报和录取后，如

果仍有院校专业（类）未完成计划，则实行征求志愿。这种

分段填报志愿和录取的方式，既保证了高分考生的优先选择

权，也为其他考生提供了更多的录取机会。

1.3 志愿设置与投档规则

1.3.1 志愿数量

考生每次可填报不超过 80 个志愿，每个志愿均为一个

具体的学校和专业（类）组合。这与传统高考中先选学校再

选专业的方式有很大不同，增加了考生的选择范围，同时也

要求考生对各高校的专业有更深入的了解。

1.3.2 专业平行志愿投档

以考生符合所填报志愿的选考科目范围为前提，根据考

生的高考总分，实行专业平行志愿投档，直接投到考生所填

报的具体学校的具体专业（类）。投档比例为 1：1，不存在

专业服从调剂的情况。这意味着考生只要被投档，就会被所

填报的专业录取，避免了被调剂到不喜欢的专业的情况，提

高了考生的专业满意度。

1.3.3 位次确定

考生的位次根据所有考生的高考总分由高到低排序确

定。当考生高考总分相同时，先后按文化总分、语文数学总

分、语文或数学单科成绩、外语单科成绩、选考科目单科成

绩高低排序，全部相同者为同位次。在投档时，按照考生的

位次和志愿顺序进行投档。

1.4 多元升学途径

1.4.1 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

这是浙江省新高考中的一种重要的升学途径，分为名校

三位一体和省属三位一体。名校三位一体是浙江考生进入高

水平大学的重要途径，通过对学生的学考成绩、综合素质测

试成绩和高考成绩进行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省属三位一体

则是浙江考生进入省属本科院校的有效途径，高考成绩在综

合评价中所占比例一般为 60% 左右，降低了考生单纯依靠高

考成绩升学的压力，更加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

1.4.2 其他特殊类型招生

包括高校专项计划、普通高校高水平艺术团、高水平运

动队招生等，为具有特殊才能或符合特定条件的考生提供了

更多的升学机会。这些特殊类型招生通常有单独的招生章程

和选拔方式，考生需要根据自身情况进行申请和参加选拔。

2浙江省 “新高考志愿报考制度”对高三学生职业生涯

规划的影响

浙江省 “新高考志愿报考制度”对高三学生职业生涯规

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1 扩大了高三学生的选择权

新高考改革的核心是扩大学生的选择权，特别是在学习

科目的选择上。改革后，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职业规

划选择考试科目，这种变化使得学生能够更加个性化地规划

自己的学习和未来职业发展[3]。新高考改革要求学生根据自

己的兴趣和自身发展规划来确定选考科目，进而依据专业确

定大学。喜欢科学探究的学生可能会选择物理、化学等科目；

对人文社科有兴趣的学生则倾向于政治、历史等科目。通过

对选考科目的选择，学生能更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兴趣所在，

为未来专业和职业选择提供重要参考。比如，对绘画有特长

的学生可能会选择美术相关的学科组合，并在志愿填报时倾

向于设计类、美术教育类等专业，从而为未来从事艺术创作、

设计工作或教育教学等职业奠定坚实基础。这种精准的匹配

使得学生能够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中发挥优势，提高未来职业

发展的成功率和满意度。

2.2 促进高三学生进行职业规划

浙江省“新高考志愿报考制度”改革，使得学生在学科

选择、志愿填报以及未来长远发展上更加注重生涯规划教育。

浙江省 “新高考志愿报考制度” 改革犹如一场及时雨，为

学生的职业规划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动力。它促使学生在学科

选择、志愿填报以及未来长远发展的道路上，愈发重视生涯

规划教育，而这一重视带来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不仅契合

了教育的本质规律，也满足了学生个性化自主发展的迫切需

求。在高中阶段开展生涯规划教育，具有深远的意义。首先，

它助力学生更好地协调个人特长与未来职业发展的关系。每

个学生都拥有独特的天赋和潜力，通过生涯规划教育，学生

能够深入挖掘自己的特长，如有的学生在艺术方面有独特的

感知力，有的在科学研究上展现出浓厚的兴趣和天赋。他们

可以依据这些特长，有针对性地选择与之相关的学科和专业

方向。

3浙江省 “新高考志愿报考制度”对高三学生职业生涯

规划的影响适应对策

3.1 增强自我认知的重要性

3.1.1 明确个人特质与职业倾向

新高考制度下，学生需要自主选择考试科目和报考专业，

这促使他们更早地思考自己的兴趣、性格、能力和价值观等

个人特质，以及这些特质与未来职业的契合度。例如，对艺

术有浓厚兴趣且具备一定绘画能力的学生，可能会根据自己

的优势选择与艺术相关的专业，如美术学、设计学等，从而

为未来从事艺术创作、设计等职业打下基础。

3.1.2 发现自身优势与不足

在选择过程中，高三学生通过对不同学科的学习和了解，

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哪些学科上具有优势，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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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存在不足。这有助于他们在职业生涯规划中，选择能够发

挥自身优势的专业和职业方向，同时也能有针对性地提升自

己的薄弱环节，以更好地适应未来职业的需求。

3.2 提升专业选择的科学性

3.2.1 深入了解专业内涵

新高考志愿报考以专业为导向，学生需要对各个专业的

学习内容、培养目标、就业方向等进行深入了解。这使得他

们不再仅仅依据专业的热门程度或他人的建议来选择，而是

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职业规划，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专业。

比如，以前很多学生可能因为不了解，盲目选择一些看似热

门但实际上并不适合自己的专业，如金融、计算机等，而新

制度下，学生在选择这些专业之前会更加慎重地考虑自己是

否具备相关的能力和兴趣。

3.2.2 拓宽专业选择范围

浙江省新高考制度允许学生在一定范围内自主选择选考

科目，打破了传统文理分科的限制，这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

专业选择机会。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组合选考

科目，选择那些与自己职业规划相匹配的专业。例如，对生

物和化学感兴趣的学生，可以选择医学、药学、生物工程等

相关专业；对历史和地理有兴趣的学生，可以考虑考古学、

历史学、地理科学等专业。

3.3 促进职业目标的明确性

3.3.1 提前规划职业路径

由于高考志愿与未来的职业发展紧密相关，学生在高三

阶段就需要对自己未来的职业目标有一个初步的规划。他们

会思考自己想要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以及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需要选择哪些专业和院校。这种提前的规划有助于学生在大

学期间更有针对性地学习和积累经验，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做

好准备。例如，一名学生未来想成为一名律师，那么他在高

考志愿填报时就会选择法学专业，并选择在法学领域有较强

实力的院校。

3.3.2 关注职业发展前景

学生在选择专业和院校时，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兴趣和能

力，还要关注专业的就业前景和职业发展空间。他们会通过

各种渠道了解不同专业的就业情况、行业发展趋势等信息，

以便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这也促使学生在职业生涯规划中

更加注重长远的发展，而不仅仅是眼前的利益。

3.4 增加学业规划的合理性

3.4.1 合理安排高中学习

新高考制度下，学生需要根据自己的选考科目和未来的

专业目标，合理安排高中阶段的学习。他们会更加注重选考

科目的学习，争取在这些科目上取得好成绩，同时也不会忽

视其他科目的学习，以保证自己的综合素质。例如，如果一

名学生选择了物理、化学、生物作为选考科目，并且未来想

从事医学相关职业，那么他在高中阶段就会重点学习这三门

科目，同时也会保持对语文、数学、英语等基础学科的学习

热情。

3.4.2 规划升学路径

除了普通高考，新高考制度还为学生提供了多种升学途

径，如自主招生、综合评价、三位一体等。学生需要根据自

己的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升学路径，并提前做好准备。这

也要求学生在高三阶段就对自己的学业规划有一个清晰的认

识，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和升学策略。

3.5 培养决策能力和责任感

3.5.1 提高自主决策能力

新高考志愿报考制度要求学生自己做出选择，这在一定

程度上锻炼了他们的自主决策能力。学生需要收集信息、分

析问题、权衡利弊，最终做出适合自己的决策。这种能力的

培养对于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和人生规划具有重要意义，使

他们能够在面对各种选择时更加从容和自信。

3.5.2 增强责任意识

学生自己做出的志愿选择，意味着他们要对自己的未来

负责。这种责任感会促使他们更加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学习和

职业规划，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同时，也让他们在面对困

难和挑战时，能够更加积极地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断提

升自己的能力。

结论

总而言之，浙江省 “新高考志愿报考制度” 对高三学

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它不仅改变了学生的学

习和发展路径，更推动了教育与社会的深度融合，为学生的

未来发展创造了无限可能，是教育改革中一项具有深远意义

的举措。浙江省新新高考志愿报考制度的实施，迫使高三学

生面临学科选择的决策，这一过程促使他们不得不认真剖析

自己的喜好与优势。比如对数字敏感、逻辑思维较强的学生，

可能会在选科时倾向于物理、数学等学科，进而将未来的职

业方向聚焦于理工科领域，如工程技术、数据分析等，这种

自我认知的强化，让学生在探索自我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

步伐，为职业生涯规划提供了关键的基石，使他们在追求梦

想的旅程中更加自信，因为他们深知自己的选择是基于对自

身的深刻了解。同时，新高考志愿报考制度在学生个人终身

发展与社会人才需求之间搭建了一座坚实的桥梁。随着社会

的快速发展和科技的日新月异，各行各业对人才的需求日益

多元化和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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