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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班有多少人是‘裸考’？”最近记者在一些中学生

中不时听到这样的问话。都知道高考是现在的“热门”话题

，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冒出了“裸考”这么个新东西，而且

还带个“裸”字，着实让人“震撼”。一问才知道，原来所

谓“裸考”者就是指没有任何加分资格，完全凭成绩参加高

考的人。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或多或少有加分条件的考生

。 日前，市招生考试院发布了2007年高考中关于加分或降分

录取的政策，引起广大考生和家长的广泛关注。 高考加分不

是一个新生事物，大凡参加过各种升学考试的人都会记得，

有很多情况下考生是可以享受“加分”或者“降分录取”待

遇的，比如少数民族、烈士家属、获得过重大荣誉的等，甚

至不少人就曾经是其中某项政策的“受益者”。 然而在高考

日益受到社会关注的今天，高考加分现象也成了人们关注的

话题。在这种关注的背后，是一场关于加分政策利与弊、取

消还是完善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高考加分在实际操作中

已经成为少数考生谋取“特权”的工具，不利于考试的公平

公正，甚至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 高考加分究竟是更有利于

考试公平，引导学生全面发展，还是会成为少数人谋取不正

当竞争“筹码”的工具？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调查。 正方观

点：加分有利于考试公平，更有利于引导学生全面发展 对高

考加分政策持肯定观点的人认为，高考的加分政策是经过有

关方面认真研究权衡，并经过多年实践逐步完善的，应该是



科学合理的，其好处在于：对于对少数民族等特殊群体考生

的降分录取照顾是符合国家民族政策的，而对优秀学生的加

分照顾则是符合鼓励学生全面发展、鼓励拔尖人才这一原则

的，因此其科学性和可行性不容质疑。 “显而易见，高考对

各类优秀学生实行加分照顾是公平的，因为它更有利于引导

学生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死读书和读死书！”在市区某中

学教书的钟老师说。他说，在他执教的班级里，每年都会有

几名因为在全国五个学科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名次的优秀学

生得到加分照顾，这些学生的素质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能

得到加分照顾也是理所当然的，从来没有人质疑。采访中多

数老师对加分政策表示赞同。 市民李先生的儿子今年即将参

加高考，对于高考加分政策，他表示赞同，而他的儿子就在

加分之列，原因是他的儿子曾获得过“全国科技创新大赛”

名次。“绝对不是说因为我的儿子能享受加分照顾我就说好

，而是因为这些成绩确实是孩子自己多年来努力奋斗的所得

。”他告诉记者，由于多年来儿子对小发明创造十分着迷，

知识面很宽，但是学习成绩却不算拔尖。“高考本来就是‘

一考定终身’的选拔性考试，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而我的儿

子因为综合素质高能得到一定的照顾也是应该的。”李先生

还表示，也正是因为他早就知道有高考加分的政策，他才会

对儿子多年来着迷于发明创造非常鼓励。 反方：“高考加分

”成了少数人谋取“特权”的工具 “高考加分是符合国家有

关政策的，其初衷应该也是好的，只是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很

容易被少数人钻‘空子’。”市民刘先生说。他举例说，就

像对少数民族给予降分录取这一政策，本来是符合国家的少

数民族政策的，本来不应该质疑，可是有不少人为了得到照



顾而挖空心思，从身边的亲戚中寻找少数民族，然后通过姓

氏、户籍等手段把自己的孩子弄成“少数民族”，由此出现

了不少人改从母亲、奶奶、姥姥甚至其他姻亲的姓氏，从而

获取少数民族待遇的现象。 其实，想在“加分”上钻“空子

”的人，还有很多的文章可做。记者从有关媒体上获悉，

在2006年高考中，湖南省在对获得“体育特长生”加分资格

的考生进行统一测试时发现，大多数所谓的“体育特长生”

测试结果都不达标，有的人专业成绩甚至只相当于普通小学

生的达标成绩。此后，该省又对全省发放“二级运动员”的

情况进行整顿，撤消了450名高考考生的“二级运动员”资格

。“我们通常都认为体育竞技是最‘过硬’，不带主观意志

的比赛，可是连‘体育特长生’这么明显有硬性标准的资格

都能造假，那么其他的像文艺特长生、优秀学生干部、三好

学生这些难以测试的资格不是更容易造假了？”一位不愿意

透露姓名的学生家长说。 反对者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高考

加分政策中有一些比较“软”的指标难以把握，具有很大的

“弹性”。“比如在加分政策中有一条叫做‘高中阶段思想

政治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者加20分’的规定。就这么简单一

句话，没有任何细则说明，你说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许多

人对此表示不理解。 “在高考这么激烈的竞争中，相差一分

就可以拉开上百名的距离，一些人这样轻而易举地就加了10

分、20分，这能说公平吗？”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市民都这

样表示。有人认为，不管加分者是“货真价实”还是“弄虚

作假”，这对于其他没有得到加分的考生都是不公平的。“

比如说奥林匹克竞赛吧，本来设置这些比赛的初衷是让学有

余力的学生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而现在因为成了高考加分



的筹码，许多家长不管自己的孩子能不能接受，都强行把孩

子推上‘奥赛战车’。反过来说，如果孩子真的有能力拿到

奥赛的大奖，就说明他比别人都强，如果再给他们加分，不

是把大家的差距拉得更大吗！”学生家长申某分析说。 中立

方：问题确实存在，但不能“因噎废食”来源

：www.examda.com “无论支持也好，反对也罢，作为国家的

一项政策，其存在就必然有其合理性。”持中立态度的人这

样表示。他们认为，对于高考加分政策中出现的这些问题，

有关部门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一“废”了之，而是应该不

断完善，使之更加科学，比如在加分的资格条件方面进行进

一步规范，杜绝“弹性条件”，或者对加分幅度进行进一步

细化、合理化等。 还有不少市民认为，除了加分政策本身的

不断完善以外，对加分政策的执行进行规范更加重要。比如

进一步公开化、透明化，杜绝“暗箱操作”；比如对获得加

分的某些可测试项目加强测试，而不是简单地凭证书说话等

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