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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校长推荐还是学校推荐
推荐上北大，校长的决定作用去了哪里？
本报记者 徐洁

省实验中学高三学生刘
葛(化名)不仅申请了中学校
长推荐，还在申请美国大学。

他说，“每个申请都有风险，

竞争激烈，得多条腿走路。”

进入高三，刘葛将大部
分时间用在了SAT考试及
国外大学申请上，他梦想中
的最高学府是哈佛大学，北
大也是他向往的学府。如果
能被北大相中，他会选择上
北大。

与其他同学相比，刘葛
多了一个选择，而两个选择
都是有风险的，“得多条腿
走路，曾有一位高考状元不
是被国外17所大学都拒了
吗？”他说。

在推荐结果尚未揭晓
的时候，担忧已经显现，得
到唯一推荐名额的学生，在
过度关注之下，会不会压力
过大？

刘葛认为，能够获得推
荐名额甚至被北大相中，这
都是一项荣誉，是对一个人
的肯定，有压力也会有动
力，“如果我能够带给别人
好的影响，我愿意去试。”

青岛二中教务处主任
李晓轮说，在青岛二中申请
推荐的学生中，不乏同时准
备出国的学生，“推荐上大
学，也要通过大学的考试，

也是有风险的。”

本报记者 徐洁

本报济南11月16日讯

(记者 徐洁) 16日，山东
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实
名推荐方案出炉。与其他学
校相比，该方案将积极参加
校内外实践活动列为推荐
条件。

山师大附中推荐条件为
思想品德优秀、学习成绩优
异、个人特长突出三大部分。

山师大附中校长于树
增说，他还将通过面试等考
察学生的发展潜力，“这样的
学生进入大学后有后劲。”

虽然每个学校只有1

个推荐上北大的名额，然
而翻遍了我省几所中学
公布的推荐方案，记者发
现，每个学校都为这唯一

的名额成立了工作小组、

监督小组、领导小组等阵

容庞大的评审团。“校长
推荐，并非校长一个人说
了算。”多位中学校长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然而“校长推荐”中
校长的决定作用

去了哪里？

本报济南11月16日讯(记者 徐

洁) 截至16日中午12时，山东省实

验中学50余名高三学生报名“校长

实名推荐上北大”。11月17日，省实

验中学、青岛二中等学校开选唯一
一名推荐生。省实验中学表示，18

日，人选名单正式揭晓。

高三学生、省实验中学学生会

主席刘葛(化名)16日上午就到学

校填了报名表。他自信自己高一、

高二的成绩可以排到一个不错的

名次，在自荐材料中，他重点讲述

的是校学生会主席、全国学联委员

以及校内外活动的经历。他说，在

推荐人选最终确定之前，他不想透

露姓名。

省实验中学教导处副主任刘

庆华介绍，全校约1700名高三学生

中共有50余名提出报名申请，他们

都是综合排名比较靠前的学生，如

能通过北大面试，获得降30分的资
格，考上北大没有问题。

刘庆华说，综合素质计分中，

除了学业成绩因素，其他附加分包

括学生干部任职加分、荣誉加分和

学科特长加分等。其中，学科特长

加分是比重较大的部分，加分项包

括各级别奥赛、新概念作文大奖

赛、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等程

序较为透明公正的比赛。

16日，山师大附中首次公布推

荐选拔方案，“当日下午，已经有学

生报名了。”山师大附中教务处副主

任王彬说。同时记者从青岛二中了

解到，该校面试名单已经确定。

针对青岛二中文科生无一报

名的现象，有人提出，推荐生选拔

只是理科生的游戏。此次，省实验

中学面试名额中文理比例为4比
1，“新概念作文、英语竞赛等考虑

到了文科生的加分项。”刘庆华介

绍，自主招生面试中，针对当下社

会问题的讨论很常见，因此，真正

素质全面的文科生比较占优势。

既申请上北大

又参加洋高考

推荐生多条腿走路

参加社会实践

写入推荐条件

省实验中学开选推荐生，50余人报名

首批推荐上北大名单明揭晓

层层筛选，到校长手中只有一个推荐人

省实验中学

的推荐流程为：学

生填写报名表后，

根据《综合素质排名

计分办法》计算总分，确定

面试人选，由推荐面试小

组组织面试答辩；由工作
小组根据综合素质排名成

绩和面试成绩确定预推人

选后，上报学校推荐工作
领导小组研究；最后校长

依据研究意见确定推荐人

选。

“最后，领导小组报给我

的推荐人选只有1人。”省实

验中学校长王品木说。

青岛二中将学生、教师

民主测评引入推荐程序中；

日照一中在确定候选名单

时，有评审委员会(简称评

委)，面试时，有面试专家组，

校长只需“根据评委提供的

名单和材料，综合考察后，确

定推荐人选1人。”

实名魅力依靠校长学术声誉

有人认为，充分参与和

讨论的推荐流程可以保证公

平公正；也有学者公开质疑，

校长的决定作用难道只是签

字、盖章？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高

等教育问题研究者熊丙奇在

博客中说，“中学校长实名推

荐制”，顾名思义，是由校长

本人推荐。这种制度的魅力

在于，依靠校长的教育与学

术声誉，确保推荐学生的品

质。显而易见，目前，各中学

的做法已经成为学校综合推

荐了，与校长本人的慧眼识

才，相去甚远。

对此，王品木回应，作为

校长，他本人是推荐方案的

起草者，其后，交给校委会与

一线教师充分讨论，他本人

一定会参加面试答辩过程，

同时，他也是领导小组成员。

“公开透明的程序确定后，校

长在其中起的是引领作用。”

王品木说。

“校长在推荐中代表的

不是个人，校长是学校的法

人，代表的是学校。”青岛二

中校长孙先亮说。

另一位中学校长曾流

露出无奈，从报名到面试结

束仅3天，也是为了防人情

因素和外界对流程的质疑，

“在目前的社会诚信环境

下，我们不能留给大家想象
的空间。”

校长作用式微与北大推荐标准有关

山师大附中校长于

树增曾表示，北大中学

校长实名推荐制并不是

免高考，对于中学校长来

说，一定要推荐学习成绩

优秀，能够有把握考上北

大的，这是最稳妥的方式。

熊丙奇认为，“校长实

名推荐”变身“学校综合推

荐”，这与北大的推荐标准有

关，今年，北大的选才标准为

“综合素质全面、学科成绩突

出、志向远大、具备发展潜

能、社会责任感强”。

熊丙奇指出，我国的中

学，并没有现代学校制度，学

校校长由教育行政部门任

命，套用一级行政级别管理，

不是大家所期待的教育家。

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综合推

荐，校长就可以不对推荐结

果负责，进而也就可以规避

公众有关人情、权势交易的

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