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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89/2021_2022__E9_AB_98_

E8_80_83_E5_8A_A0_E5_c65_389099.htm 6月23日，湖南省教

育考试院网站公布了体育竞赛优胜者统一测试的合格名单，

共459人，比去年减少370人。 数字的大幅度减少，意味着湖

南省在规范体育竞赛优胜者高考加分政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 在2006年，该省报名参加这种统一测试的有3407名考

生，他们是“国家二级运动员”或“体育竞赛优胜者”。只

要通过测试，他们便能顺利地使自己的高考分数上扬10分

或20分。但这些“体育特长生”绝大多数只是权钱交易等各

种关系培植的产物。他们在那次测试现场拙劣的、令人啼笑

皆非的表现，被很多人认为是对教育公平的严重破坏。 那场

测试结束后的第二天，即2006年6月14日，本报在头版以《湖

南高考加分统一测试动真格曝出许多丑闻上千“体育竞赛优

胜者”是水货》为题独家披露了事件真相。 此后，本报又相

继推出6期共20多篇报道，多方面展现和剖析了一些加分项目

已沦为腐败温床的事实和原因，并用事实说明这种弄虚作假

的情况还存在于三好学生、华侨生、奥赛等加分项目中。 这

组报道影响巨大，不仅推动了具体问题的解决，而且推动了

制度层面的变革，使得体育特长生高考加分政策得到进一步

规范。 在湖南省体育局看来，本报的报道给他们提供了一个

解决问题的良好契机。他们在报道见报的第二天便召集各市

州体育局局长开会。鉴于之前考生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发放

混乱，存在诸多不符合审批程序和要求的问题，省体育局决

定暂停各市（州）二级运动员审批权一年，并规定各市（州



）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申报标准的比赛，必须是市（州）一

级的正式比赛，而且，在举办之前必须报省体育局审核批准

。 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也高度重视这组报道。国家体育总

局向全国各运动员等级证发放单位下达文件，要求他们自查

自纠，并在网上公布了有权颁发一、二级运动员等级证的所

有单位名录，确定了能够作为申报运动员等级证条件的其他

行业系统的赛事等。这是我国“运动员技术等级制度”在推

行了近50年之后，第一次全面实施监管。 2006年10月8日，湖

南省教育厅要求进一步加强对普通高校招收的体育特长生和

体育竞赛优胜者的资格审查和管理，对加分进行规范，并具

体规定了哪些赛事才具有体育特长生和体育竞赛优胜者加分

资格，如果“举办单位在一学年内多次举办同一项目的比赛

，则由举办单位指定其中的一次比赛作为具有体育特长生资

格或体育竞赛优胜加分资格的比赛，其余的则不予认定”。 

至于高中学生参加全国、省、市（州）级体育比赛除规定以

县（市、区）、市（州）、省组队外，“均应由学生所在学

校组队参赛，学生必须具有参赛学校学籍；有学籍异动的学

生必须具有参赛学校学籍一年以上”，否则，不承认获奖学

生的加分资格。 复旦大学招生办主任郑方贤也看到了本报关

于高考加分的报道，并对高考加分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和研

究。他认为，高考本身没有错，错在将很多不必要的因素放

进了高考中，高考加分就是如此。 2006年11月9日，复旦大学

公布了面向2007年优秀高中毕业生的各类选拔测试方案，在

全国率先取消了校内高考加分的优惠政策。重庆等一些地方

也开始立法规范高考加分政策。 记者注意到，教育部出台的

今年加分政策进一步强调，高中获国家二级运动员（含）以



上称号的考生加分必须在报考当年通过省级招生委员会会同

体育行政部门统一组织的测试并被认定。（记者 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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