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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80/2021_2022__E7_86_8A_

E4_B8_99_E5_A5_87_EF_c65_380348.htm 作者：熊丙奇近日发

布的《中山大学2008年自主招生实施办法》，对学科特长生

的高考分数要求进一步放宽，经过学校综合测试确定的少数

特别优秀的“偏才”、“怪才”学生，即便高考成绩未达到

重点线，也有可能被录取。“未达到重点线，也可能被录取

”，这即便在复旦大学、上海交大进行的自主选拔录取试点

中，也未明确提出过这两校纷纷表示，参加自主招生被录取

的学生，还必须参加高考，高考成绩作为重要依据。由此可

见，中山大学自主招生明确放宽一本线要求，这对于“偏才

”、“怪才”的爱护，是领先全国的。一直以来，以卷面分

数作为唯一录取依据的高考制度，将不少有明显特长的偏科

生拒之门外，自主招生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改变这种

制度的弊端，给有个性、特长的学生，提供升学的机会。但

是，分析拥有自主招生权的高校在自主招生时对于“偏才”

、“怪才”的“鉴定”，我们不难发现，评价依旧走的是“

考试路线”参加某项国际比赛，获得冠军；参加某个国内学

科大赛，获得第一名，如此等等。对于数学、物理、计算机

等理工科如此，对于文学、语言等文科，也是如此。如果一

个学生拿不出过硬、被教育主管部门认可的奖项，即便他有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著作，也难以被鉴定为“偏才”、“怪

才”。几乎毫无例外的，每个高校提出的特长生要求，是在

全国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数学、物理、化学、信息学、生物

学等学科竞赛中获全国决赛一等奖、二等奖的学生。学校以



这样的标准来鉴定“偏才”、“怪才”，据说是为了保证自

主招生的公正，只有竞赛权威、竞赛获奖等次高，才能被作

为“偏才”录取，大家也才会没有异议。但这样的自主招生

，反过来只能助长学生参与竞赛、获得锦标的风气，大家无

不努力成为竞赛场上的高手，却不一定有多少数学能力、物

理能力、化学能力。我国中学生屡获世界中学生数学奥林匹

克竞赛金奖，而不少大数学家质疑这些学生的数学能力，已

经是多年前就存在的事了。最近，有教育专家提出取消奥数

，就是出于对整个教育追逐竞赛锦标的忧虑。当年清华大学

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把只有初中文凭的华罗庚，请到清

华大学来，不是因为华罗庚得了什么大奖，而是因为熊庆来

看了华罗庚所写的论文。有关学者对美国名校自主招生的规

则进行研究后发现，从学术因素来看，学校最看重中学成绩

，其次是推荐信，再其次是论文，最后才是看标准化考试分

数和班级排名；从非学术因素看，学校最看重考生的人品个

性，其次是才艺才能和课外活动情况，再其次是志愿者工作

，最后才看工作经验、少数族裔身份、校友关系、面试等等

因素。从以上标准中，可以看到，大学招生最关注学生本身

的素质，而非标准化考试成绩、才艺才能(在我们这里可以理

解为高考成绩与竞赛成绩)。大学的自主招生，如果真爱护人

才，就不要列出这些硬性的奖项指标，从奖杯、奖状中去寻

找偏才、怪才，而应真正全面考察这个学生。这才是真正意

义的自主招生。这样的自主招生，才可能导向基础教育真正

关注学生个性与素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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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