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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BA_E8_84_B8_E4_c65_287195.htm 对高三学生来说，除

了循规蹈矩通过高考这架“独木桥”挤进高等学府的殿堂，

而今又多了通过大学自主招生以“特长生”资格跨入大学校

门这条道。对高校的“特长生”招生制度我没有异议，因为

确实应当给那些在某些方面才能出众而在文化知识方面较为

薄弱的学生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是，我对这种“特

长生”的圈定范 围仅限于艺术和体育，却颇为不解：难道只

有能歌善舞、能跑善跳者才算是具有“特长”，而其他领域(

诸如文学、科技领域)的奇才就无法享有“特长生”资格？莫

非艺术、体育更关乎国计民生？还是因为目前这类人才特别

稀缺以至需要各重点大学去重点关顾？ 其实明眼人都知道，

拥有录取“特长生”资格的院校，大多是重点大学，其中不

少学校并没有体育、艺术系科，他们录取这类“特长生”大

多并非为了培养这些人才，而是“为我所用”，利用这类学

生的“才艺展示”为这些学校增光添彩。 我有一位朋友的女

儿去年参加高考，刚够“本一”分数线即被京城里一所人人

向往的名牌大学录取，原因是她拉得一手很棒的大提琴，而

那所大学的乐团里，正缺少这样的一位乐手。我教过的一个

学生，文化成绩平平，就因为曾获省青少年乒乓球赛的第二

名，刚达“本二”投档线，就被省城一所著名高校收编，甚

至未等开学，暑期即被招集到学校备战大学生乒乓球联赛去

了。毋庸赘言，上述两则例子已足以说明高校体育、艺术“

特长生”招生的动因了。这样的招生在我看来似乎不太像招



生，倒更有几分“招聘”和“招募”的意味。为学校乐队招

进一名紧缺的乐手、为学校运动队选得一名高水平运动员，

这不是“招募”、“招聘”又是什么？ 如果某些学生乐意继

续发展自己的艺术、体育特长，或以自己的某一特长为事业

发展方向，那么他最好还是进入专业学校去学习；倘若这种

特长仅仅作为一种爱好，就不应成为降分甚至免试录取的理

由。这就好像爱因斯坦同学小提琴拉得好，进音乐系你可以

优先，但进物理系这就不能成为优惠条件，否则便是对进物

理系学习的学生的不公平。刘翔在华东师大体育系本硕博连

读人们无甚非议，而丁俊晖到上海交大读经济管理却引得舆

论界一片哗然，道理其实是一样的。 体育、艺术类“特长生

”成为“招生市场”上的紧俏商品，而一些文学类“特长生

”、科技类“特长生”就无校问津呢？其原因大概就在于艺

术、体育类“特长生”更容易为学校脸上贴金，更容易为母

校求得轰动效应吧。而招生面如此狭隘的所谓特长选择，对

其他领域里具有特长的考生来说是否有失公平？ 大学有所好

，考生必甚焉。君不见时下专门招收中小学甚至幼儿园学生

的艺术、体育类兴趣班铺天盖地、席卷全国，有多少是真正

因兴趣而设？还不是为了来日高考时赚得一点可怜的附加分

？文化知识的学习已使得天下学子“苦其心志”，发展“特

长”则更是让芸芸众“生”(学生)“劳其筋骨”！这样的“

特长生招生”，对引导学生的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培养究

竟有什么意义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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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