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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城高三学生眼中，取得自主招生考试资格是
不少学生梦寐以求的。但在泰安农村学生较多的高中，
仍有这么一批学生，他们对自主招生考试为何物一知
半解，甚至全然无知。

记者采访过几名放弃自主招生考试资格的农村学
生，他们本有机会与其他同龄孩子一起，在自主招生考
试中一拼高低，但他们却选择了放弃。“对高校的自主
招生政策了解很少。”“基本上由老师传达政策。”“老师
说这个考试用处不大。”几名学生如是说。

不仅是学生，学校真正对自主招生考试了解透彻
的教师也屈指可数。一名老师说，大多数老师会宏观地
把握招生政策，对各学校的招生政策也是一知半解。

有一个学生说：“学校曾特意召开了自主招生工作
会议，但没有详细解释各学校的招生政策。”其实，在封
闭的校园里，时间宝贵的高三学生很难上网查阅招生
政策。他们也急切地想了解自主招生，关注全国高校的
情况。如果真正对政策有了全面了解，他们怎么会放弃
这么好的机会？如果有了畅通的信息渠道，他们也不会
仅仅通过老师来了解这种政策了。就连一所高中的副
校长都说，自主招生的高校如果投入更多精力在农村
高中的招生宣传上，比如往学校寄大型宣传页，学校张
贴到校园进行宣传等，一定会是另一个局面。

不少高校为扩大招生宣传，纷纷在高中开设讲座，
但是农村学生占主体的高中却有被“冷落”的嫌疑。农
村同样拥有大批优质的生源，相比而言，农村信息渠道
更为闭塞。在现阶段，可以说谁更重在农村学生占主体
的高中宣传自己，谁就抓住了更多农村的优秀考生。

别忘了农村孩子
本报记者 侯艳艳

1929 年，一位考生在报考清华大
学时，数学才考了十几分，但其国学和
英文异常出色，引起一番争论。最终，
他被清华大学校长破格录取，成为一
段流传了半个多世纪的佳话。他就是
一代大家钱钟书，他的故事就得益于
当时的“自主招生制度”。如果没有自
主招生，钱钟书先生恐怕会落榜，中国
少了一位大家，多了一个凡人。

钱钟书的故事不能复制，但这种自
主招生的方法作为一个招收偏才怪才
相对自由的方式，有其合理性。自主招
生的初衷是遴选人才，让一些在某些方
面有专长的学生，可以得到进一步学习
的机会，丰富完善了教育制度。而现今
的情况却是，考生高考分数达不到一本
分数线，是不能被自主招生学校录取

的。细想一下，钱钟书这样数学才考十
几分的偏才怪才怕是达不到这么高的
要求吧？如此一来，偏才、怪才直接就被
排除在自主招生考试之外了。

每年报考自主招生最活跃的，都
是那些平时成绩就能过一本线，希望
考更好的大学的学生。在一个班级里，
如果成绩中下游的学生也报名自主招
生，恐怕会被当做笑柄。这就使得自主
招生成了高校提前遴选各科成绩全能
的“考霸”的机会，偏才、怪才虽然有入
围的机会，奈何过不了高考一本线这
道坎，一切都是枉然。

自主招生是个好方式，只是希望
这个制度更加完善，给真正的偏才、怪
才一个机会，不要让善意的自主招生，
变成“考霸”的角斗场。

能否再出个钱钟书
本报记者 赵兴超

通过了高校自主招生考试，能在
高考时降低高校录取分数线,这个消
息很快就传进了高三考生和家长的耳
朵。于是，有希望、有机会参加自主招
生考试的学生，几乎都萌生了试试看
的想法。一时间，自主招生考试大热。

可记者在采访时却发现，很多家
长心存无奈，很多考生直呼太累。有的
家长上网为孩子搜索试题和资料，有
的考生考试前惴惴不安，四处询问是
否有培训班。家长们不希望自己的孩
子在如此紧张的高考冲刺中浪费时
间，但是不这样做不行，因为这是一次
机会，可以为孩子的高考增加一分保
险。更重要的是，如果与自己孩子学习
成绩差不多的都报考自主招生考试，

孩子岂不是落在了别人后面？于是，很
多家长明知孩子有可能不适合自主招
生考试，也会鼓励孩子去试试。在侥幸
心理和“随大溜”的无奈之下，自主招
生考试报名越来越热。

这完全违背了自主招生的本意，
自主招生本身就是为了在普通高考之
外开辟一条新途径，把那些学有所长、
综合素质全面的优秀学生选拔进高
校，它只适合于很少的一部分特殊人
才。它不应该是学生心中所想的捷径，
也不应该让家长认定是给高考上的保
险。

正确审视自己，正确理解自主招
生的本意，不要为它所累本末倒置，这
才是考生的正确选择。

被“裹挟”的考生和家长
本报记者 王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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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招生】中国高等教育
招生改革扩大高校自主权的重
要措施。自主招生选拔由高校自
行组织，一般由笔试、面试两部
分组成。通过自主招生选拔的考
生必须参加高考，在高考录取时
可获得 20 分或不等的优惠。根
据教育部要求，自主招生人数不
能超过自主招生面试点学校年
度本科招生计划总数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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