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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A_E5_B7_A7_E9_80_89_c65_353797.htm 如何选好加分表，并

让它成为你高考成绩的“撒手锏”、“增高器”？记者为此

采访了同济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肖亮华、原普陀区高招办主

任刘章杰、本市部分市区重点高中校长，以及一些曾获益于

高考加分表的“过来人”。 [加分品种] 推荐加分有哪些“品

种”和档次？ 优秀生推荐表并不是每所高校都有，上海地区

第一、第二批本科招生，一般都有学校录取优惠加分，而专

科院校基本没有学校认定的优惠加分。但由上海市教委公布

的加分均有效的。 各高校会根据往年在沪上各中学的招生情

况、生源质量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给予部分高中推荐名额

的数量，而有的高校则甚至只限定在十几所中学。而且按照

去年各校的招生情况来看，因为12月中旬到1月上旬各高校的

自主加分考试都要开始了，最后能参加哪所学校的加分考试

，如复旦、交大、同济、财大、华东理工等本科类院校，很

多中学是按照高三下半学期的期中考试的名次来分配名额的

。但考生参加自主招生最看重的还是获得的优惠政策。 据了

解，到目前为止，已有复旦、上海交大、上海财经大学、上

海大学下发了自主招生推荐表和优秀毕业生推荐加分表。而

往年发推荐加分表的高校还有同济大学、华东师大、华东理

工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东华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外贸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水产大学等，而上海理工

大学则采取学生网上自荐的举措。往年这些高校中除了中医

药大学、水产大学、上海理工不需测试外(中医药大学可加5



分，上海水产大学则分两档：重点推荐加10分，一般推荐可

加5分)，其余均需参加各校组织的选拔测试以确定给予学生

不同档次的优惠录取及加分条件。 据了解，目前推荐、加分

的“品种”大致有：保送、预录取、A档、加分档。 其中，

保送生档学生在参加选拔考试被确定为保送生后，无需参加

明年6月的高考，目前上外、复旦、华东师大3校的小语种选

拔也属于保送生范畴；被确定为自主招生预录取的学生则需

参加高考，但原则上没有分数限制；而A档需高考成绩达到

“一本”控分线，然后根据考分选专业；加分档则有加20分

、15分、10分、5分几档。在加分档中，大部分“一本”院校

均有加20分、10分、5分档，华理、东华、华东师大还有加15

分档，华东政法大学则仅有加5分档一种；而中医药大学、水

产大学可加分的仅限于两校的“一本”录取专业。 那么，加

分推荐表到底有多少确实起到了作用，成为考生进大学特别

是进名校的征程中、杀开一条血路的“功臣”？ 对此，某知

名市重点中学副校长在对记者分析该校近几年加分推荐表使

用情况后估算的结果是：起到了作用的大约为5成左右。而这

种现象在不少高中学校中普遍存在。 该校长分析说，由于现

在加分表均是“线上加分”，因此只有A档100%起到了作用

，一般加10分以上的有一定优势，能在进专业“小门”时派

上大用场，其余的加分档发放量大但起到的作用有限。因为

，从以往情况看来，复旦自主招生、上海交大“冬令营”A

档获得者本身就是各校名列前茅者，即使没有加分照样能进

名校。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像他们学校的操作方法是：首先

，调查了解高三学生2008年打算以哪所高校作为第一志愿，

不管成绩排名先后，每个学生只有一次拿加分表的机会，尽



量做到公平公正。通过学生报名，给予不同志愿高校的推荐

表。如果“冬令营”成绩不理想，学校会建议学生调整志愿

，但下一个高校的推荐表来了，你就不再有拿表的机会了。

许多家长会通过关系来要推荐表，但学校会综合学生各方面

的情况如竞赛名次、是否是学生干部、特别是心理素质等综

合素质定出一个量化标准，不一定完全根据考试成绩排名，

毕竟“冬令营”等测试是要进行面试的，心理素质较好的学

生相对来说总要有优势些。 原普陀区高招办主任刘章杰、杨

浦高级中学校长康士凯、上海市实验学校副校长徐红提醒考

生：不能把加分当作投机，要客观认识自己，应该把这作为

一次考前的检验，既不看得太重，也不小看加分表，这样才

能在心态上不出现偏差。对于各高校的加分考试，考生不用

太紧张，最后高考的分数才是关键，很多学校都是线上加分

的，即考生的分数要达到高校的投档线，加分才发挥作用，

所以考到这所学校的分数线还是要凭自己高考的分数。 -学生

、家长有两种误区 “近几年，我们学校的学生在高考录取时

，加分表‘物尽其用’的比例基本在80%-90%左右。”杨浦

高级中学校长康士凯告诉记者，加分表的发放有严格的规定

，体现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现在许多高校的加分表是

符合要求就加分的，有的则要通过冬令营或相关测试才能获

得加分。一般高校发放加分表，也会根据本校近几年从该中

学录取的人数来参考。另一方面，学生也会在班主任老师的

指导下，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来作出选择。但是，经过一段时

间的观察和总结，他也发现了学生拿加分表的两个误区。 误

区一：高攀。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不符合高校录取加分或者

推荐要求的学生，领到了加分表，而是个别学生属于“边缘



群体”。打个比方说，有个学生平时的考试成绩和排名，按

照正常发挥水平可以进入同济大学，他也领到了同济的加分

表。但是，随后进行的几次考试中，他的成绩一直不太理想

，最后他决定放弃报考同济大学。结果，加分表也成了废纸

。当然，还有部分同学领了加分表，临近高考时选择出国留

学，加分表自然没用了。 误区二：低就。许多同学对自己的

水平没有正确的估计，过高估计自己在高考中出现失误的可

能性，因此选择了相对次一点学校的加分表，到头来追悔莫

及。自己的分数都能够录取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却在

志愿表上填了低一个层次的学校。 康士凯认为，如今高三毕

业班学生中存在着一种错误的想法，即加分表是一种福利，

拿到就好，所以选择时显得非常盲目，捡到篮子里都是菜。

实际上，他们却忘记了根本，准备好高考才是问题的关键。 

策略1 拿表前自我定位合理匹配 不少即将参加高考的学子都

碰到过这样的困惑：我的成绩能上哪个层次的学校，究竟是

冲刺一下复旦、交大，还是华东理工、东华大学更加适合自

己。上海市实验学校副校长徐红认为，拿加分表也涉及到一

个非常重要的自我定位问题。 “填高考志愿就像一场博弈。

”徐红告诉记者，这两年个别名校招生分数上出现的起伏说

明，自我水平的估计最为重要。由于这种录取分数的高低变

化，和考生的心理有紧密联系，可能连招生办公室也预测不

准。而某个学校的加分表要派上用场，意味着你要以第一志

愿报考这所学校，而且高考分数要达到一定要求(比如学校投

档线)，只是在选择专业的时候才能助你一臂之力。 因此，自

己的成绩在年级中所处的位置，有助于你“识别方向”。比

如你是个想要报考复旦或上海交大的学生，就可以根据自己



所在的学校和成绩所处水平来定位。如果你是“四大名校”(

复旦附中、交大附中、华师大二附中、上海中学)的学生，一

般情况下成绩处于全年级前50%就可以试试了；如果你是市

重点中学的学生，一般情况下成绩名列全年级前20%-30%基

本就能尝试；如果你是区重点中学的学生，排名则要更靠前

一些才有机会。一味拿自己平时考试、模拟考试的分数来比

照历年大学的录取分数并没有实际意义。 当你定下自己努力

的方向后，争取拿到加分表，吃好高考“主食”，才能使你

离理想越来越近。 策略2 抓牢机会巧选加分表 随着不少高中

教学质量的提高，高校通过加分表“揽生源”的趋势也已愈

发明显。因此对考生而言，可供选择的高校更多了，高中收

到的高校加分表数量也越来越多。“现在设置自主招生加分

考试的学校越来越多，而高中对学生拿表也不仅仅以成绩来

排序。”同济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肖亮华表示，高校的表格

越多，学生的选择面就多。“因此，拿表前就要提前想好自

己要考哪所大学，才能使所得的加分真正地在高考中起作用

。”他建议考生，选择加分表时，不仅要关注高校的“牌子

”，更要了解这所学校有没有自己喜欢并适合的专业，考生

在选择加分表时，千万不要跟风，或有太重的“名校情结”

，要像正式填报高考志愿那样慎重选择，才不会导致浪费机

会。 策略3 有条不紊复习同时备考 许多拿了高考加分表的学

生往往觉得目前准备“加分考”更加重要，但事实并非如此

。“一般加分考试的题目都是由高校自己命题的，对于考生

而言相对比较难。因此，学生没有必要特地去准备加分考，

否则反而容易耽误自己的正常复习。”同济大学高招办主任

肖亮华表示，高校的加分考其实就是提前选拔人才的考试，



除了具体科目的笔试外，有的学校还设置了面试，“一般而

言，加分考的题型不同于高考，考生很难去猜测、准备。因

此，考生还是在正常的高考复习之余，选择性地做一些难题

，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才更有利于准备加分考。” 策略4 可

再选择但定位要客观 从往年来看，不少考生得到了某一所高

校的加分考机会，并取得可观的加分优惠资格，可到了高考

时，却变卦填报了其它高校。“虽然高校并不会剥夺考生二

次选择的机会，但对考生来说等于浪费了这些高考加分”，

肖亮华说道，在选择高校加分表前，不要以为“抓到篮子里

的就是菜”，等到正式填报高考志愿时，又想改变主意，同

时却受到加分表的左右。 其实，高校对考生放弃加分，改考

其他学校的做法往往比较宽容，但也有不少学生因为改报其

他学校，最后导致落榜。因此“肖亮华提醒考生，改考其他

高校，尤其是考分较高的学校，更要量力而行，“如果自己

没有十足的把握，手里又没有加分优惠，很有可能高不攀低

不就，导致‘两头落空’，所以考生在填报志愿时一定要客

观定位，不要轻易浪费自己手里的加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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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