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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高考改革带来的挑战

新高考改革对改进高考录取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一

方面要求各省创造条件逐步取消高校招生录取批次，另

一方面要求改进投档录取模式，推行并完善平行志愿投

档方式，增加高校和学生的双向选择机会。[2]新要求的提

出，主要给高校带来了以下挑战。

一是合并批次导致生源质量面临冲击。近年来，已

启动新高考改革省份和部分未启动改革的省份（如青海

省）已取消一本、二本批次，合并为本科批次， [3]这一

变化对此前在一批次招生但录取最低分数在一本线附近

的高校来说，相当于失去了一本线的“保护”，生源质

量会面临较大冲击。以校区在辽宁省的录取分数为例，

2018年，辽宁省合并本科批次，校区在辽宁录取的文科

考生平均分比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可视为未合并批次

前的一本线）低5.7分。

二 是 考 生 选 择 院 校 的 机 会 增 多 ， 西 部 高 校 或 被 作

为“保底”选项。新高考改革后，投档录取模式随之改

变，改革省份不再像传统未改革省份一样按照理科、文

科分别进行投档，而是采取“专业+院校”或“院校专业

组”形式来投档，考生可以填报的志愿数量较改革之前

增加了很多，部分省份最多可填报96个志愿。

考生可填报的志愿数量增加，选择高校的机会也随

之增多，对综合实力优势不明显的西部高校而言，更易

被考生作为“保底”或备选项。

三 是 投 档 方 式 改 变 ， 专 业 间 生 源 质 量 或 有 较 大 差

异。按照“专业+院校”或“院校专业组”形式来投档，

对专业而言，很可能会出现热门专业报考热度高、录取

考生分数高，而冷门专业录取分数较低，甚至无人报考

的窘境。[4]传统以理科、文科分别进行投档的录取方式，

高校具备一定的自主权，对于报考人数较少的专业，可

采取“专业调剂”的形式完成招生计划，而新高考改革

后，学生填报志愿的主动性增强，高校的冷热门专业间

的生源质量差异可能会很大，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专业

的人才培养质量。以校区为例，比较2022年在辽宁省物

理类录取专业的平均分，平均分最高的专业较平均分最

低的专业高出30.9分，专业间生源质量差距较大。

（三）防疫背景下面临的挑战

一 是 宣 传 形 式 变 化 ， 高 校 须 改 变 传 统 宣 传 理 念 。

2020年之前，参加线下咨询会是很多高校招生宣传的必

选项，高校需要做的主要工作是准备宣传材料，派出宣

传队伍去各省份开展宣传活动；2020年开始，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线下招生宣传活动减少，线上宣传形式发

展迅速，招生宣传形式已经由“线下宣传为主，线上宣

传为辅”向“线上宣传为主，线下宣传为辅”转变，高

校须改变传统的宣传理念，以适应宣传形式改变带来的

挑战。

二是宣传介质的变化，高校需要学习新媒体宣传知

识。传统招生宣传的介质以纸媒和纸质印刷品为主，宣

传形式转变为线上宣传为主后，招生宣传的主要介质也

随之变化，开始以新媒体宣传渠道为主，具体包括微信

公众号、小程序、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宣传的特点是

互动性更强，形式更加丰富，更具画面感，信息可传播

性更强，对高校宣传工作人员而言，需要紧跟新媒体发

展步调，学习相关知识，做到各个宣传平台信息定期更

新，确保宣传内容能有稳定的点击率和传播率，因此需

要在新媒体运营方面投入更多人力和财力。

西部高校招生宣传推进策略

中西部高等教育是中西部发展的战略内生力量，相

当程度上影响着中西部全面振兴大局，影响着我国高质

量发展全局。2020年9月1日，中央深改委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关于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意见》，强调

激发中西部高等教育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推动形成同

中西部开发开放格局相匹配的高等教育体系。[5]

近年来，教育部通过实施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

工程、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省部共建中西部高校

及对口支援中西部高校工作，不断优化中西部高校学科

专业结构，提升课程质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使得中

西部高校的办学水平、人才培养质量、科研创新水平和

社会服务能力不断提升。[5]西部高校应该利用好国家优惠

政策，做好相关宣传，让考生及家长了解到西部高校的

优势，认识到西部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具体到招生宣

传中，可从组建宣传队伍，创新宣传方式，优化宣传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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