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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南科大复试被指走过场
部分考生因高考不理想放弃南科大，家长认为自主考试没拉开距离
本报记者 杨凡 实习生 朱松梅 马丽

高考成绩不理想

只好放弃南科大

3日，记者联系到7位曾参与南
科大复试的考生和家长，有3位考
生或家长表示在提前批中填报了
南科大，而4位没有填报的考生家
长谈到原因时，无一例外表示，高
考成绩不理想，不敢报。

邵女士的儿子在南科大复试
中取得了85分的成绩，她认为这个
复试成绩不占优势，儿子的高考成
绩是629分，如果报考南科大风险
比较大，最终在提前批志愿选择了
一所军校。

威海考生李东洋高考成绩650
多分，复试成绩88分，他表示“很喜
欢南方科技大学的培养模式”。但

小李也表示，自己考分不算高，觉
得很悬。“提前批，不影响一志愿录
取，所以还是试一下。”李东洋的一
本一志愿填报的是电子科技大学，
他表示这两所学校相比，“更喜欢
崭新的南科大”。

复试没拉开距离

一些家长不满意

一位志愿中填报了南科大的
考生家长告诉记者，心情很忐忑。

“孩子复试成绩是94分多，高考成
绩是640分。但复试成绩没有拉开
距离，孩子的高考分数又不占优
势，感觉高考仍占主导作用，只是
抱着捡漏儿的心态，能被南科大录
上是最大的心愿。”这位不愿透露
姓名的家长说。

这位妈妈说：“本来寄希望于
复试能拉开档次，这样对复试成绩
好、高考成绩不太理想的孩子或许
能‘扭转乾坤’，但目前看来，82个
人复试90分以上，复试的区分度不
大，高考仍占主导作用。”

南科大此次并没有公布按照
高考成绩、复试成绩、平时成绩“6：
3：1”折算的总成绩，也遭到部分考
生和家长质疑。“就算不公布总成
绩排名，至少告诉我孩子的名次，
这样报考更有把握一些。”一位家
长说。

南科大招生办：

录取会打破高考排序

针对考生和家长的疑问，记者
联系到南科大山东招生组组长张

贤科。他表示，根据山东考生报考
情况看，“最终录取顺序会打破高
考成绩的排序，本来如果完全按照
高考成绩来录，可能655分以上才
有把握，现在来看不是这样。通过
山东考生的表现，我们也会争取名
额，进行一定数量的扩招。”

张贤科说，虽然山东有80多名
考生复试成绩在90分以上，家长认
为差距不大，“但高考是按照750分
折算成60分，复试成绩按照100分
折算成30分，经过折算，复试中的1
分比高考中的1分更‘值钱’，肯定
会影响考生最终的排名顺序。”

对于南科大没有公布考生经
过折算后的综合成绩，张贤科表示
是出于“隐私”考虑，考生自己能算
出来。据悉，南科大所在的提前批
次录取将在7月10日至11日进行。

3日，本科提前批志愿

和本科一批志愿同时填报，

对于6月19日参加了南方科

技大学能力测试(简称复试)

的考生而言，多了填报志愿

的选择。

由于在此前的南科大

复试中，近一半学生考了90

分以上。一些家长表示，南

科大的自主招生复试更像

是走过场，考分没拉开距

离，这样录取可能还得靠高

考成绩。

省教育厅：

93所高考补习学校

“大限”来到
本报济南7月3日讯(记者 徐

洁) 今年是我省公办高考补习
学校撤销计划最后一年。从今年
秋季开学起，全省93所公办高考
补习学校将不能再招生。而高考
不理想，复读只能选择民办补习
学校了。7月3日，山东省教育厅有
关负责人表示，对于应该撤销但
仍在招揽生源的公办高考复读学
校，欢迎学生、家长及民办高考复
读学校举报。

随着今年高考成绩的出炉，
各高考补习学校又拉开了“生源
大战”。近日，不少民办高考补习
学校反映，有的应该撤销的公办
高考补习学校仍在招生。2008
年，省教育厅在严禁公办高中办
补习学校的同时，作为过渡办
法，允许一些地方教育行政部门
利用闲置资源举办部分公办高
考补习学校。根据2011年省教
育厅汇总数据，我省共有93所
公办高考补习学校有待撤销，均
占用一定的公办教师、公办校舍
资源进行办学。

山东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也
曾表示，公办普通高中或教育行
政部门组织公办教师、占用公办
校舍等公共教育资源招收复读
生，挤占了普通高中生应享有的
公共教育资源，对应届生不公平。

2009年，山东省及各市又
根据工作实际及时制定了公办
高考补习学校撤销计划。2011
年3月，山东省教育厅发文，规定
2012年公办高考补习学校要全
部撤销。

本报济南7月3日讯(记者
杨凡 实习生 马丽 朱松梅)

今年，山东交通职业学院计
划从参加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
一考试的普通高级中学应届毕
业生中，招收定向培养直招士
官50名。7月4日起开始网上报
志愿。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首次直招士官

4日开始网报

本报济南7月3日讯(记者
杨凡 实习生 马丽 朱松梅)

根据我省高招录取工作安排，
7月16日至17日将进行文理类
本科一批一志愿录检。7月18日
至 19日 8∶30前将进行数据整
理，公布本科一批征集志愿缺额
计划，供本科一批一志愿掉档考
生继续填报。

本科一批一志愿

16日至17日录检

为抢高分生

上演“宫心计”

“今年，我真的不敢说话了。”
南开大学山东招生组组长高建军
说，经过一周多的咨询，到了填报
志愿的当口，他反而不敢回答考生
提出的“我这个分数保不保险”之
类的问题。高建军说，“高分生太
多，光理科660分以上我们就登记
了700多人，从660分到670分每一
分大概都集中了百十人。”

不光是在预估分数时更加保
守，今年随着教育部叫停“预录取
协议”，各高校在吸引生源方面采
取了更为隐蔽的方式，上演了一场
抢生源的“宫心计”。

“有的高校还在变相通过选定
专业等方式，给考生承诺。还有的
690多分的考生直接过来跟我们
谈，某某高校给我某某专业的条
件，你们能保证专业吗？”浙江大学
山东招生组组长金涛说，连续到山
东招生四年，“今年压力最大！”

除了给高分考生开出优厚条
件，北京一所985高校山东招生人
员告诉记者，有其他高校招生人员
甚至假扮该校招生人员身份，给学
生打电话提供虚假信息。“他们对
已经确定要报考我们学校的学生
说，之前给你的承诺都不算数了。
该考生家长不放心，又给我打电

话，才识破骗局。”

专业学校难两全

高分生也不淡定

除了高校之间抢生源竞争更
激烈，记者发现，相比往年，今年高
分段考生在志愿选择上也“纠结”
了许多。

例如，去年理科高出一本线60
分的学生，在全省排名是7000名左
右；而今年这一分数段在全省排名
大概到了9000至1万名左右。

东营考生小孙，今年理科成
绩是679分，高出一本线97分，而
对他的爸爸孙先生而言，喜悦仅

保留在查出成绩的那一天。“高分
竞争更激烈，孩子今年排到了近
650名，他很想报好大学，但选个
喜欢的专业和喜欢的学校，两者
很难两全。”

按照规定，3日17：00网报志愿
通道关闭。复旦大学山东招生组汪
靖老师介绍，离截止时间还有10分
钟时，仍接到有695分考生的咨询，

“感觉今年的高分生也没有往年淡
定了。”

平行志愿难解

选择“纠结”

“山东能否在本科一批一志

愿也实行平行志愿呢？第一志愿
可以多报几个学校的话，与现在
仅报一所学校相比，考生的选择
余地会大很多。”南开大学山东招
生组组长高建军说，在高考咨询
中他听到很多考生和家长这样呼
吁。

不过，亦有招生老师指出，平
行志愿也有其弊端。“虽然平行志
愿增加你进大学的机会，但如果
专业不服从调剂，就会成为死档；
服从调剂，去学自己不喜欢的专
业，还不如现在这种填报方式。”
这位老师认为，对学校而言平行
志愿是不会掉档了，对高分生而
言也增加了选择的机会，但对于
分数低一些的学生来说，也意味
着失去了冲击好大学的机会。

对于“平行志愿”的问题，省
教育厅厅长齐涛在日前一次座谈
会上介绍说，目前山东实行的是
部分平行志愿(主要在征集志愿
中推行)，从全国来看，尚有三四
个省份没有全面实行平行志愿。
平行志愿严格按照从高分到低分
来录取，这样意味着把分数发挥
到极致，“完全以分数论英雄，只
看分数公平等于教育公平吗？孩
子的其他素质怎么看？”齐涛说，
我省下一步将探索高中学业水平
考试元素、综合素质评价元素纳
入高招录取，在录取中体现素质
教育的因素。

“填报剩10分钟仍有人咨询”
高校招生老师：今年填志愿高分考生最纠结
本报记者 杨凡 实习生 朱松梅 马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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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我省高考文理类本、专科提前批、自主招生批、

本科一批一志愿、体育本科一志愿进行网上填报，各种网

络论坛、微博上也出现不少帖子“吐槽”，感叹今年高分生

太多，填报志愿格外纠结。记者从部分高校山东招生组了

解到，“爆棚”的高分生也成了各高校争抢对象，虽教育部

叫停“预录取”，但各高校仍使出不同招数抢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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