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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53/2021_2022__3E_0D_0A_

0A_E9_AB_98_E8_80_83_c65_353818.htm 中山大学日前正式出

台了《2008年自主招生实施办法》，其中引入注目的最大亮

点是，与去年相比，进一步加大了自主招生的力度，在申请

条件、测试选拔方式等方面都有所调整。特别是对于经学校

选拔在创新实践或学科专业方面表现突出的少数特别优秀考

生即“学科特长生”，在录取时将给予更大的优惠。也就是

说，即使他们的高考成绩未达到重点分数线，也有可能被中

山大学录取。 这是一种打破既有框框限制遴选人才的自主招

生新办法。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对目前高考制度‘刚性

评价’的‘柔性’补充，是在人才选拔标准单一化下多一把

尺子衡量”。这种做法无疑值得充分肯定。 所谓“学科特长

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偏才”生。他们的一个共同特

点是，在某些学科方面成绩异常惊人，而在某些方面成绩又

未及门槛。提起“偏才”，人们很容易想起一些响当当的著

名人物。国外的如达尔文、爱迪生等，国内的如钱锺书、吴

晗诸先生。钱先生的数学不及格、吴先生的数学考了零分，

但他们在别的学科领域显露出来的才华，并不妨碍他们被当

时的清华大学破格准许入学。在“通才”教育盛行的今天，

这种当年的轶事曾经几近神话，人们谈论起来虽然从来都是

津津乐道，但在具体操作上，仍然恪守不变的“刚性”教条

。中山大学自主招生终于迈出的这一步，给那些偏科的人才

开辟了特殊通道，其“破冰”意义委实不可低估。 在当前沸

沸扬扬的华南虎照真伪之争中，专业人士指出华南虎身上的



虎纹像人的指纹一样，没有相同的，每一只都独一无二。做

个也许不太恰当的类比，人才也是这样。天分禀赋不同，素

质条件不同，兴趣爱好不同，这一切，用一个貌似精确的分

数线来衡量是远远无能为力的。中山大学不侧重考生“高中

阶段的学业成绩排名”，等于是向那些总体成绩并不出色，

但是有明显学科特长和培养潜质的学生发出了郑重邀请。与

此同时，在全国许多高校纷纷要求申请者必须是“省级示范

中学”或“著名省级重点中学”学生的背景下，中山大学也

并未对考生“出身”有什么刻意强调，考生可以通过个人自

荐和中学推荐报名。其实，对任何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而言

，首要做到的正应该是不拘一格选人才，不必深究“重点”

还是“非重点”，应该深究的是通过这种办法遴选出来的是

不是人才，是不是潜在的人才。 鉴于当今堪忧的社会风气，

为了避免某些人利用特殊通道行舞弊之实，我们相信中山大

学已经有了相应的心理准备和实践准备，在制度和程序等方

面确保公平、公正、公开，接受专业同行和社会舆论的监督

。但是，对于“偏才”如何界定，“偏才”们“偏”在哪里

，“偏”的程度如何，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主观评价性强、

见仁见智的问题。换言之，大学在选拔人才时必然会体现出

这所大学所特有的人才评价标准和理念，而按照这种标准和

理念选拔出来的人才，未必能让所有人都理解和认可。对此

，中山大学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作为教育部首批试点单位

，中山大学自2003年起开始自主招生试点工作，并从去年起

，在计划数、报名条件、选拔方式、优惠条件等都加大了改

革力度。现在，他们迈出的这一步，真正在践行他们的招生

理念：以人为本，取人惟贤。对于中山大学这样一所著名高



校来说，其自主招生工作的进行不仅仅在于可以通过自主招

生招到多少优秀考生，而且更在于积极探索建立适合国情与

校情的优秀人才、创新人才选拔新机制，推动高考制度改革

，推动高校招生对中学基础教育的正确导向和评价功能。这

，应该是中山大学此举更深层次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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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