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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拼名校，低分选城市
“大学生已经太多了，招聘

方只能通过‘985’、‘211’来初
步淘汰应聘者，所以如果分数
还可以，就要先拼名校。”14日
上午，在“关注教育、关爱成长”
系列公益讲座上，“国字号”教
育专家陈志文支招2014高考志
愿填报。

14日下午1点，还未到讲
座开讲时间，烟台市府礼堂已
经座无虚席，众多家长、考生
及部分高中老师已经就位，等
待讲座的开始。国内权威教育
专家、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

国家教育人才库专家陈志文
做了题为《中国教育的发展与
家教的误区》的讲座，就眼下
中国高考改革形势和今年填
报志愿的技巧进行了详细的
讲解。

最受家长和考生们关注的
就是高考志愿填报问题。对此，
陈志文建议，如果考生的分数
能够达到“985”、“211”这类学
校的标准，要优先填报这些名
牌高校。

对于分数达不到名校的标
准，在一本或者二本以及选专

业还是选城市之间犹豫的考
生，不要在乎所谓一本或者二
本的标准。“一本和二本是历史
问题，并不能完全代表学校或
者专业的层次，有些学校、专业
在不同的省份招考院的名单
中，一本或二本的界定也不相
同。对于这个问题，家长和考生
其实是不必太在意的，除了

‘985’、‘211’，一本和二本本质
上没有太大区别。”

对于分数不太突出的考
生，陈志文建议要重视地域。

“选择一个大城市去读书，就

是让孩子去长见识，见识太重
要了，绝对是能对孩子的终身
发展起到重大影响。”陈志文
说。

讲座还邀请到了烟台二中
高三实验班班主任孙英战老师
和烟台三中高三级部副主任姜
庆燕老师，在现场进行了高考
教育微论坛讨论。最后，陈志文
和两位一线高三老师共同回答
了家长们的提问，现场提问非
常火爆，家长、考生们就自己关
心的问题打破砂锅问到底，都
得到了详细的回复。

高校招生已经进入买方市场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
施，出生人口减少，从而从根本
上导致了生源减少。高校大扩
招后，即使上大学也不能保证
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这就导
致本来有条件上大学的生源流
失。越来越大众化的大学，不再
是难以亲近的象牙塔，与此同
时，高等教育的巨大危机开始
出现，供大于求的高校招生进
入了买方市场。

陈志文分析，人口的下降
带来学生数量的下降，目前一
些中小学的学生荒现象已经
很明显，对于高考的影响也在

5年前显现——— 从2008年起高
考报名人数直线下降，学校作
为卖方市场的局面已经转变。
1 9 9 9年开始施行的高校大扩
招的政策，历经十余年已促成
了当下高校宽进宽出的教育
模式，高等教育质量下滑，大
学文凭贬值，进而引发大学生
就业困难。

2 0 1 3年，山东有6 . 3万个
招生计划没有完成，占整个
计划的12%；新疆有0 . 46万个
招生计划没有完成，占整个
计划的3 . 53%；“上学无用论”
进一步加剧了招生困境，这

让原本日子就不好，主要依
赖学费运行的普通高校雪上
加霜，最终造成了高校的生
存危机。“当大学不再是少数
人才能进入的象牙塔，而越
来越大众化的时候，中国的
高校招生实际上已经进入了
买方市场。”陈志文说。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
全民留学热情的逐年高涨。
2009年起，出国留学的人数连
续四年保持20%左右的增长，
2012年更是逼近40万。一方面
是大批普通院校招生遇冷，另
一方面是国内一流院校依然

竞争激烈，这反映出优质教育
的供需矛盾在中国还将长期
存在。

不仅生源减少导致了招
生困难，一些原本具备读大学
资质的年轻人不再选择上大
学也是另一个原因。对于高校
来说，近年来，录取后不报到
现象越来越严峻。很多高职的
不报到率超过30%，一些地方
本科不报到率超过 1 0%。“综
合多项统计，我们可以得出结
论，生源危机持续发酵已为高
校 带 来 严 峻 挑 战 。”陈 志 文
说。

在微论坛上，陈志文和两位烟
台一线教师也就目前阶段的情况
给了家长和考生一些建议，比如怎
么选专业、什么名校分数低、现在
应该做些什么工作等。

填报志愿前

多看看招生简章

姜庆燕：高考分数出来以
后，只有很短的时间就要填报志
愿了，所以大量的准备工作都应
该在考分出来前做。家长和考生
应结合自己的分数感觉能考上
的学校，心里有个谱。要参考的
不仅是这所学校近几年的录取
分数，还应该看录取分数对应的
省内名次排序，分数会有变化，
但位次是相对稳定的。多选择几
所意向学校，好好看看招生简
章，很多细节都在招生简章中有
所提及。等分数下来了，再在这
几所学校中仔细挑选。

入校后转专业

大学态度很包容

陈志文：很多家长和考生
对于报考的专业并不了解，一
些 管 理 学 科 的 命 名 往 往 比 较
虚，学生到了学校到底学什么，
就业以后到底干什么，家长和
考生也不清楚。建议家长们在
分数出来之前，最好能让考生
去这个行业实习一下，或者找
个这个行业的认识的人深入地
聊一聊，知道这个专业的具体
内容。

如果确实不知道该选什么专
业的，可以考虑下数学和英语这两
个专业。山东的考生质量在全国来
说是非常高的，到了高校以后一般
都表现得比较优异，有一个好的学
科基础，对于将来继续深造和终身
发展都有好处。

另外，我最近和20多所大学招
生办有过接触，他们对于学生到大
学后转专业的态度让我感到震惊，
非常包容和自信，转专业并不难。

偏僻的名校也不错

低分专业得看好

陈志文：有一些“985”、“211”
名校是不错的，其位置比较偏远，
分数相对较低，家长和考生可以考
虑一下。比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
兰州大学，既是“985”，也是“211”；
东北林业大学和延边大学则都是

“211”高校。虽然地域处于劣势，但
“985”、“211”的牌子是很实用的。

另外，部分名校还存在一些低
分保护专业，比如北大的考古学专
业，可以以比较低的分数录取，但
入校后不可以再换专业，家长、考
生填报时要仔细查清楚。

刘清源 整理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
文（右一）与烟台二中老师孙英战

（左一）、烟台三中老师姜庆燕（左
二）在论坛上 ,针对高三毕业生填
报志愿问题各自发表意见，并解
答现场观众的疑惑。

见习记者 吕奇 摄

说起现在很多家长推崇的
西方教育，很多人首先会想到
这些词汇：快乐、尊重、个性等。
那么，西方教育的精髓是这样
的吗？陈志文就这一问题向各
位家长、学生做了分享。其实，

“精英教育”在全世界都是一样
的，在教育方式的选择上，很多
家长存在着误区。

陈志文介绍，在西方上流
社会最为推崇的伊顿公学中，
学生是分“三六九等”的，每个
等级的学生都穿着带有不同标
识的服装。而在伊顿公学的校
规里，体罚、禁闭、禁足也是有
的。“惩戒是学校教育的一种方

式，一个孩子不懂得敬畏和抗
挫是不能成长的。”陈志文说。

陈志文还列举了奥巴马对
孩子的几条家规：非周末不允
许接触电子产品；必须有两项
体育运动，父母指定其中一项；
必须吃下自己碟子里的所有蔬
菜，如果说不饿，那么之后就不
能要求吃饼干或薯片；外出旅
行时，即使学校不要求，也必须
就所见所闻撰写报告。“中国社
会的传统是一直奉行‘精英教
育’，其实全世界的精英教育都
是一样的，那就是你必须优秀，
能做得更好。”陈志文说。

陈志文认为中国的家长有

的方面做得非常不好，总要选
择最好的，而不是最合适的。孩
子念书，必须要考到什么等级
的大学，而非考虑这个学校是
否真的适合孩子。但这种想法
最后一定会损害孩子未来的成
长。很多中国家长盲目让孩子
追求好的学校，好的成绩，却忽
视了一点——— 人最重要的不是
成绩，而是成长，还有其他协调
各种资源的能力，克服困难的
能力，这种能力实际远比你的
知识重要，从哪毕业的不重要，
更重要的是非智力因素。现在
孩子恰恰最缺的就是这点，抗
压能力很差。这些往往是家长

观念不重视导致的。
比如在填报志愿上，家长

有责任以自己的生活阅历来引
导孩子填报志愿，但是只能是
引导。“即使大学填报得不好，
专业选择错误，只有孩子自己
去经历了才会知道，每一个失
败的过往都会为个人的成长积
累经验。”

同时，陈志文建议家长要
对孩子有正确的认知，人与人
是有区别的，对孩子要有清醒
的人生定位，另外不能拿成人
的尺子来丈量孩子，要更加理
性地看待教育问题。

本报记者 刘清源

“精英教育”全球都一样

专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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