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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春季高考为啥难吸引普高生
考试内容和评价方式还需进一步改革
本报记者 杨凡 本报实习生 黄羽萱

早在2000年，北京、安
徽两地就率先拉开春季高
考的序幕。2001年春季招生
扩大到天津、内蒙古等5省
区市。2004年，安徽和内蒙
古叫停2005年的春季高考。
随后，北京宣布从2006年起
取消春季高考。2011年底，
有媒体报道称，参加上海
2012年春季高考的学生只
有1187名，创历史新低。

据了解，上海等地春季
高考不叫座，有“春季生”与
统招生的培养体制、入学就
业时间不同，就业市场对

“春季生”差别化对待等原
因。考虑到“春季生”的生源
质量较统招生差，部分学校
也不乐于把好专业用于春
季高考招生。

而山东的春季高考情
况又有不同，记者采访到的
多位高职院校招办负责人
表示，虽然现阶段春季高考
对高中生吸引力有限，但并
不面临“叫停”风险。

通过对高中生开放春
季高考，我们也希望招收到
更多不同层次的学生。”山
东协和学院招办主任刘永
刚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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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高中生：很多知识点

完全没见过

“网页设计和PS制图根本不
会，200分的题能答对100分就不
错了。”20日，我省首次春季高考
最后一门专业实践科目考试结束
后，看着轻松走出考场的中职生
们，长清中学的高中生刘万利叹
了口气。他说，考前专门买了计算
机类别的入门教材，恶补了一下，
没想到考试时还是有很多知识点
没见过。

普通高中生也可以报名参
考，是2012年春季高考区别于以
往同一时期进行的高职对口招
生考试的主要特点。春季高考
700分的总分里，语文数学两门
科目各占150分，专业理论、专业
实践两门科目各占200分。这样
的科目设置在考试报名时就让
很多没有接触过专业课程的高
中生望而却步。

根据不完全统计，在全省4万
多名报考者中，普通高中生仅占
少数：除了济南119人，青岛约300
人外，我省其他地区的普通高中
报考者寥寥无几，烟台芝罘区仅
有6人、威海市只有6人、德州没有

高中生报考。

分析>>

春季高考

并非上高职最佳途径

“去年普通高考专科二批的
分数线已经低到180分了，高中生
通过夏季高考上高职，门槛可能
更低。”济南中学教务处主任董亚
认为，一个高中生如果想要报考
高职，与其面对毫无接触的两门
专业课考试，不如参加对考试科
目更熟悉的普通高考更有把握。
考试科目与高中课程不对路，是
春季高考对高中生吸引力不大的
主要原因。

山东职业学院招办主任张少
飞则进一步指出，高中生对春季
高考不买账，并不意味着高中生
对高职不感兴趣。目前，山东的高
职院校招生有单独招生、春季高
考和普通高考招生三条渠道。这
三条渠道招进来的学生，根据是
否接受过职业教育，可能在编班
上有所差别，但培养方式和授予
文凭方式完全相同。这三种方式
相比较，少数国家示范性高职院
校有资格组织的单独招生更吸引
高中生报考。

张少飞举例介绍说，以山东

职业学院为例，今年该校单独招
生计划为530人，高中生报名就达
10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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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高中生，

就要让考试更公平

19日，在视察春季高考考点
时，省教育厅副厅长宋承祥表示，
目前高考改革的方向是要最终实
现多考、多取，多种模式选拔人
才。

他介绍，参加春季高考的考
生，同时还可以参加夏季高考，成
绩好的考生可能会收到两个通知
书。考生可自主选择学校就学。

记者了解到，为了吸引高中

生报考，今年春季高考招生计划
在3万左右，其中含有2000多个本
科计划，较去年的对口高职考试
有所增加。除了民办院校外，青岛
科技大学、山东轻工业学院、山东
交通学院等公办院校也均有可能
在春季高考中投放本科计划，分
别在100人到200人之间。

不过，亦有招生政策分析人
士指出，目前山东的“春季高考”
改革，仅仅是“换了个马甲”而已，
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录取，
提高对高中生的吸引力，还需对
春季高考的考试内容和评价方式
进行改革。如何做到公平评价，既
吸引高中生的报考热情，又不损
害中职生上升空间，是个值得研
究的问题。

5月19日，山东省首次春季高考开考，这俩小伙要当护士。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20日下午5时，我省首次春季高考全部考试科目结束。与前

一天的考试相比，济南各考场缺考现象有不同程度增加。对于首

次向高中生开放的春季高考，“买账”的高中生却寥寥无几。

在安徽、内蒙古、北京等地相继叫停春季高考之后，山东的

春季高考能否坚持下去，又该如何增加对考生的吸引力？记者对

此进行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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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高考，主要特点是普通高中生也可以报名参考。但普通

高中生要考高职院校，途径很多，而现在看来，参加春季高考几乎

是最“笨”的一种方式。因为高中生要用自己几乎从没接触过的专

业知识去和中职生竞争，这种竞争是有失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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