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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12/2021_2022__E8_80_83_E

7_A0_94_E5_A4_8D_E8_c73_112484.htm 随着2007年考研初试

的结束，许多高校都公布了复试标准：复试中要考查的综合

素质包括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本专业之外的学习科研

社会实践情况、事业心和责任感、心理健康状况、人文素养

、举止表达和礼仪等，其中思想素质和道德品质被列在第一

位。如此复试标准是在贯彻教育部的要求，教育部前年就对

高校提出了“研究生复试中，对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的考生

，招生单位一律不得录取”的要求，此谓“思想品德一票否

决”。 来源：www.examda.com看这些复试要求，感觉如果高

校严格按照这个考核去招生的话，那么招来的都将是“完人

”甚至“圣人”从考试成绩到事业心，从责任感到人文素养

，再到道德品质。笔者认为，这种标准虽然看起来非常周全

、完美，但却是一次考试不可承受之重；这种面面俱到的素

质要求，除了能满足考核者某种幻觉外，根本不可能通过一

次考试实现；让考试承载过多、过高的完美价值期待，只能

在实际中扭曲和软化考试的刚性标准，使考试失去最基本的

公平。 要明白，任何一种考试都有不可避免的缺陷，都不得

不为满足一种刚性的、看得见的、可考核的公认标准和基本

的公平，容忍可能招进来一些某方面有素质缺陷的人。因此

，一方面，为了最基本的公平，考试只能有一个“一票否决

”的公认标准，标准多了就容易留下违法操作空间。比如高

考，虽然导致了应试教育等许多弊端，但其分数面前人人平

等的公平性却获得公众普遍认同；另一方面，考试并非全知



全能，而是有许多不可避免的“无知”，许多素质是考试根

本看不见和测不出的，比如一个人的思想品德就很难通过专

家问几个问题测出，事业心、责任感也是如此。 在我们的社

会，相当部分权力缺乏有效约束，任何一种含糊都蕴藏着很

大的腐败可能。研究生考试招进来几个品德不好的学生并没

什么大不了，毕竟学校本就是一个教书育人、教人弃恶从善

的地方。本想以周全、完美的素质要求招到完人，但完全可

能成为腐败者狂欢的平台。 考研初试后再进行复试，就是为

了解决一次考试的刚性弊端但设立新标准时不能矫枉过正，

不能指望复试就可以招到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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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