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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 进入考易高考首页 “对不起，我的声音现在有些沙哑

。这几天来跟我交流、咨询赴港上学情况的师生真的是太多

了！”香港理工大学的大三学生谢健雄携调研报告《揭开“

港校热”的神秘面纱关于内地对香港自主招收内地高考(Q吧)

生反应过热的调查分析》来参加第十届“挑战杯”竞赛，没

想到这份分析“港校热”现象的社科类作品，在此次大赛上

同样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我想用亲身经历为想去香港求

学的人做点儿什么” 谢健雄和这篇调研报告的另一个作者、

他的同学徐景，都是2005年通过高考到香港读本科的内地学

生。谢健雄说，自己能赴港求学，也是一次“试试看”的结

果，“因为报考香港的大学不影响内地录取，所以我两边都

报了。香港的大学录取前还要通过自主招生面试，当时我就

想，不管能不能成功，准备面试也是对自己能力的评测和锻

炼吧。” 自从考入香港理工大学后，经常有亲戚朋友询问他

报考香港大学的注意事项和条件等细节问题。后来，谢健雄

发现，身边那些从内地来香港上大学的同学几乎都有过这样

被追问的经历。“很多人一方面对香港的大学趋之若鹜，一

方面却对香港的大学教育到底是什么样知之甚少。”这让谢

健雄觉得，可以利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做点儿什么。 在谢健雄

身边有不少从内地赴港求学的同学，他们和留在内地上大学

的中学同学大都保持着联系。“如果能让他们现身说法，对

他们的感受和意见进行总结归纳，我相信可以对内地和香港



高校的教育模式进行一个更客观、更有参考价值的对比，也

能为选择大学的高考生提供比较全面的分析资料和参考意见

。”谢健雄说，自从有了做这份调研报告的想法，他和徐景

就没有一天是闲着的。 他们首先从网络和报纸上搜集有关“

港校热”的信息，然后针对就读内地高校的二年级学生和就

读香港高校的一年级学生这两类不同的研究对象设计出两份

对比问卷。 数据收集是整个过程中最费时费力，也是最困难

的一环。每年从内地考到香港的大学生数量较少，又分布在

不同的高校，联系起来并不方便。为了尽可能多地采集样本

，谢健雄和徐景几乎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通过MSN

、E－mail、电话联系同学，再通过他们联系其他在港的同学

。最终，共回收有效问卷151份，调查样本包含就读内地高校

的大二学生82人，就读于香港高校的内地大一学生69人。除

了收集调研数据，他们还对部分学生进行了个案访谈。 八成

学生希望内地高校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 内地高校学生的调研

结果显示，对自己就读的大学感到“满意”、“中立”、“

不满意”的学生基本各占三分之一。“不满意”的原因主要

是“感觉学无所用”，有18人支持这一观点，占总数的56.3％

；同时43.8％的同学认为，自己的大学里“没有学习气氛”。

谈到对内地高校的改进意见，80.5％的受访同学认为应该多给

学生提供实践机会，还有65.9％的人认为“课程应该更实用”

。 相比之下，所有就读于香港高校的受访学生都“很欣赏这

里的对外交流和实习机会”，九成以上的同学认为“自己的

能力有了更全面的发展”，69名受访的香港学生中，有63人

对自己就读的高校感到“满意”，满意率达到95.5％，57名同

学认为“现在就读的大学比当初预期的要好”。 谢健雄说，



在整个调研中他们感触最深的就是内地高校和香港高校不同

的教育模式，香港高校之所以越来越受欢迎，在于他们与内

地大学截然不同的体制：创意、自由、实用、多元化的学习

环境，以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学术水平。 “在平时的课程中

，学生有充分的自由选择副修和辅修课程。香港高校的很多

课程都没有规定的教科书，但老师会摘取最新的报刊文章或

者这个领域里最近的研究成果跟学生一起分析。” 谢健雄介

绍说，香港的暑假很长，一年有四个月，但假期里学生几乎

没有一天会闲着。学校会为学生提供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

特别是对外交流。就在他来参加“挑战杯”之前，他班上的

同学刚从澳洲交流回来。参加过交流的同学普遍认为，这种

国际化的交流活动无论对自己今后从事研究还是求职都是前

瞻性的锻炼。“但当我跟在内地上大学的朋友提起交流活动

时，他们很羡慕我，并抱怨说学校里交流的名额少得可怜。

” 天津某大学大四学生小李抱怨说，在校期间，和专业对口

的社会实践机会太少了。“求职时才知道，用人单位要求的

是英语口语、领导团队之类的实践能力，可是以前我就知道

上课、考试、写论文，很少关注这些。我参加过的实习，不

过是全班被统一组织到学校的某部门挂职，有名无实，做杂

务、凑学分而已。” “我想实践能力不只体现在职业能力上

，也包括生活能力、交往能力这些综合的东西。”南开大学

大三学生小孙在顺利保研后，找了一份教韩国孩子学中文的

家教，“没想到连几个小孩都应付不了，要不是做了这份家

教，我还不知道自己的沟通交往能力这么欠缺。”在她身边

，这样的同学不在少数，有的甚至连市场里最基本的物价都

没有概念。小孙认为，像香港高校那样有国际交流、学术会



议等不同形式的实习安排会更加合理。 来自港校的竞争压力

将成内地高校改革的动力 采访中，不少内地学生表示，面临

日益增长的就业压力，他们所在的高校已开始有意识地增加

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有的高校在大三暑期鼓励学生去

企业实习，获得工作经验；还有的会在大四期间大幅缩减课

程，给学生们更多时间去适应社会。但总的来说，目前学校

提供的实践机会还远远满足不了学生的需求，能够争取到的

同学还是少数。大部分学生实习还是要靠自己去“撞”，“

很难找，像一下子被从学校扔进了社会。” “加强实践教育

，是新时期研究型大学所面临的共同主题。”清华大学校长

顾秉林表示，目前，由于主观认识上对实践教育重视不够，

不少学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重课堂，

轻课外”的倾向；加上校外实践难度大、成本高，确实存在

实践教学经费不足、一些企业不愿接收实习学生等问题。 得

益于成功的实践教育，目前香港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逐年飙

升。据中国社科院《2005年：中国教育发展报告》披露

，2005年内地应届大学毕业生真正签约率只有33.7％，而同期

香港有七成毕业生成功入职。身边有这样的一个榜样和竞争

对手，“港校热”带给内地高校的挑战不能不说是件幸事。 

谢健雄和他的伙伴在调研报告中写道，香港高校内地招生热

所引发的“鲶鱼效应”，并不是内地大学追求卓越的障碍，

而是看清自己的一面镜子，内地高校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

力已经刻不容缓，来自港校的竞争也终将成为内地高等教育

改革的外部推动力。 照片：2005年6月12日，江苏省高校招生

志愿填报咨询会上的香港中文大学吸引众多家长和学生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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