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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自主招生制度进行到2012年，已经是第10个年头。

然而，当我们聚焦自招考场外熙熙攘攘的参考大军，聚焦考

生脸上不是放松而是焦虑的神情，我们不由得要问，自主招

生跑偏了吗？这到底还是不是为更多人成才开辟的通道？事

实上，自主招生正沦为“尖子生”的游戏，这种现状发人深思。

高分学生忙着赶考，普通学生只能“隔岸观火”

自主招生沦为“尖子生的游戏”
本报记者 杨凡 徐洁 实习生 欧阳玉玲 戚海龙

当2月因高校自主招生

大战而成为一些高三生的

“考试月”时，对更大多数的

高三生而言，却是春节过后

重新投入高考复习的开始。

“通过的太少了！成绩好

的还可以试试。”省城一位高

三生小渠的话，代表了很多

对自主招生考试望而却步者

的心态。

现阶段的自主招生考试

是否成了尖子生的“练兵

场”？是否背离了自主招生制

度的设计初衷？记者对此进

行了调查。

11日，“华约”、“北约”两大自
主招生阵营分别在山东劳动职业
技术学院、济南九中和济南十九
中等考点开考。中午12点多，集中
了九中和省劳技两个考点的济南
经十路沿线空前热闹，成群结队
的考生穿梭在道路两边的中巴和
私家车之间。

“我报了兰州大学，他报的北
航和一所‘卓约’高校。”邹城一中

的十几个学生结伴而行，其中一
名男生告诉记者，“我们基本都是
年级前十名。”

据了解，从2003年包括北大、清
华等在内的22所大学开始实行自
主招生改革试点以来，10年间参与
自主招生改革的高校已有80余所。
由于这些高校大都是985、211名校，

“尖子生的游戏”也成为高校自主
招生考试的另一个称呼。

虽然儿子是所在学校的年级
第一名，莱芜十七中考生家长徐
女士却觉得儿子参加这场考试并
不轻松。

“来考试的都是尖子生，虽然
我孩子成绩好，但放到全省，跟他
成绩差不多的学生太多了。”徐女
士说，近年来自主招生考试成为越
来越多尖子生高考前的“练兵场”。

因为报名人数增多，而招生

计划受严格控制，自招考试的通
过率却在降低，再加上高考发挥
的因素，最终能用到这个资格的
考生很少，“有人说三分之一，有
人甚至说9 0%的考生都是白忙
活。”

“但换个角度想，要考名校就
想提前拿点加分当‘双保险’。否
则水平差不多的，别人有加分，你
没有怎么办？”徐女士说。

“我们班差不多有一半学生报
了自主招生。”泰安一中考生宋闻麒
说，今年泰安一中近千名高三生中
报考自主招生的超过100人。

记者了解到，在一些超级中
学，文科班前10名左右、理科班前
20名左右的学生报考自主招生，
整个年级超过100人甚至200人

“参战”的情况并不稀奇。这样的

数字甚至是一些普通中学报名人
数的十几倍。因此，对大多数高三
生而言，对轰轰烈烈的自主招生
考试只能“隔岸观火”。

“成绩好的还可以试试。”省
实验中学高三生小渠说，她在班
级成绩排名中上游，此次并没有
报名自招考试。首先是因为对自
己的成绩没信心，另外“通过的太

少了！”她笑着说，自主招生考题
跟高考试题不同，复习起来比较
麻烦，报考还有可能跑多个城市，

“为了那么少的名额去费这么大
的精力，总觉得不划算”。

另外，还有高三学生认为，虽
然自主招生包括校长推荐、中学
推荐、学生自荐三种方式，但门槛
相对较低的“自荐”通过审核的几

率不大。
“我感觉现在的自主招生有

点跑偏了。那些尖子生不用参加
自主招生也能考上名校。自主招
生应当是为更多具有不同特长的
学生开辟通道，他们的特长可能
凭高考综合成绩不容易凸显出
来。”陪孩子报考“华约”高校的德
州一中家长王先生说。

一方面是参加考试的尖子
生“不轻松”，另一方面是大多数
高三生“望而却步”。高校自主招
生是否真的跑偏了？

一高中教务负责人直言不
讳地指出，现阶段自主招生选拔
尖子生的目的毋庸置疑，高校的
本意就是提前把好生源“圈”过
来。“高考发挥毕竟有偶然性，就
怕尖子生发挥失常。多了自主招
生，即使他们的水平出现波动，
通过自主招生加分还是能录取

到这些名校中去。”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曾

表示，高校自主招生设计的初衷
是在普通高考之外开辟一条新
的途径和渠道，体现高考多样标
准的评价取向，使高校能够把那
些学有所长、某个方面很有特长
或综合素质很全面的优秀学生
选拔出来。

而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
综合素质及综合成绩较好的学
生，依然是高校自主招生中受

到偏爱的群体。很多高校在对
学生的推荐条件中，都做了成
绩排名前百分之几的限定。即
便是一些尝试选拔有特长学生
的高校，在实际运作中，也很
难达成目的。

山大招办工作人员说，今年
该校通过校长推荐获得自主招
生资格的考生共有 1 1 1人，“但
没有具备学科特长的偏才、怪
才，校长们推出来的依然是综合
水平高、学习成绩拔尖的学生。”

这位工作人员分析，这一方
面是因为在高考指挥棒下，中学
培养的偏才、怪才罕见，另一方
面则是中学校长考虑本校的高
考综合成绩，不愿为推荐偏才、
怪才冒风险。

因此，今年山大在省内自主
招生选拔中，对单科成绩列1%
的学生降低了笔试合格分数线，
最终有11个人通过选拔，“想要
通过这种方式给偏才、怪才更多
机会。”山大招办工作人员说。

大智教育自主招生政
策研究专家李海成认为，高
校自主招生之所以成为尖
子生的游戏，与高校设定的
录取标准也有关系。

他认为，虽然很多高校
在自主招生报名条件中规
定了“学科特长”、“创新潜
质”等标准，但在自主招生
的笔试和面试中，学生不一
定能展现出这些潜质 。因
此，高校在“学科特长”等方
面大都以获得学科竞赛名
次为前提。为了使学生所具
备的潜质更容易被发现，在
培养方面，高中便更注重获
奖证书等“硬件”。

“现在有一种误区，认
为学科特长就是指奥赛、新
概念作文大赛等各类竞赛
获奖证书。没有这些硬件的
学生 ，即使有某方面的素
质，也很难被高校发现，有
的学生甚至连自己有什么
特长都不知道。”

李海成举例说，一个学
习成绩不占优势的中学生，
也没有任何奥赛证书，起初
自荐报名上海交大时没有
任何底气，却意外通过了审
核。“他的学科特长来源于
一次校外活动的体现，他作
为山东唯一的代表参加了
世界青年领袖大会，因此也
证明了良好的英语口语能
力。”

李海成认为，高校自主
招生选拔人才的目标与现
实中的高中教育出现了偏
差，“尖子生游戏”的现实恰
恰体现了这一点。在高中教
育制度没有根本改变的前
提下，高校也只能是“先把
尖子掐进来再说”。不过，自
主招生对素质教育改革的
效用已经开始显现，正引导
高中教育从灌输式教育到
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和兴趣方向转变。

本报记者 杨凡 徐洁

尖子生：“别人有加分，你没有怎么办”

普通生：“通过的太少了！成绩好的还可以试试”

高校：综合素质受偏爱，学有特长难出来

格专家说法

高中教育不变

高校只能掐尖

▲考试结束后，一位
家长在人群中举牌寻找自
己的孩子。

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又到自主招生季。说这是国家
另辟的人才选拔渠道也罢，说这是
令人望洋兴叹的掐尖游戏也罢，有
幸参与其中的你，或许有属于自己
的不同经历或看法。下期“我新闻”
栏目邀请您，用您的眼睛和语言描
述您经历的自主招生。

您或许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一名寻觅梦想的自招考生，正奔
波在不同考场之间，为自己的未
来探路。这条寻梦之路上有您的
酸甜苦辣，希望与别人分享。

您也可能是一位家长，正为
自己的孩子张罗忙碌，希望他

（她）在高考之前，能通过自主招
生考试提前拿到金钥匙；您也可

能是一名中学教师，或是校长，曾
经参与推荐自己的学生参加自主
招生，并对目前的自招改革颇有
见解；您还可能是高校招生办的
一名工作人员，正忙碌在自主招
生的第一线，期待招到成绩更好、
素质更高的学生。

本期“我新闻”面向您征集自招
经历和看法。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向
我们投稿：

投 稿 邮 箱 w o x i n w e n @
126 .com。读者所投图片请注明拍
摄时间、地点及图片内容。投稿时
请注明姓名、通讯地址等。

本报记者 陈朋

自招啥滋味
请您来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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