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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_E4_B8_BB_c65_389325.htm 除了认真读书，还要有个性，

才能提前迈入心仪大学的校门。 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2008年

保送生暨自主招生“冬令营”选拔考试已于11月15日开始接

受报名。 相比较外地大学在沪上“点对点”地宣讲，本地的

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也公布了今年自主招生和保送生的

政策。 国内高校的保送生、自主招生“选优”大幕已悄然拉

开。 优秀高中生跃跃欲试 面对眼花缭乱、一年一变的高校“

选优”政策，跃跃欲试的沪上优秀高中生们看法不一，有忧

有喜。 接受自荐 喜！都可以尝试 今年，不少高校采用推荐和

自荐结合方式。不少学生认为，自荐，将报考资格扩大到全

体考生，使优秀学生都有了机会。家住宝山的程同学日前参

加了上海交通大学冬令营咨询会。他说，学校的推荐名额很

少，所以他打算尝试一下自荐。“我觉得我还不错，尤其理

科是我的强项，曾参加过不少科技类竞赛。但我不会给自己

太多压力。能成功最好，即使失败，这也是个不错的经历。

” 对此，一些接受自荐的高校招办老师提醒，学生在自荐时

要重点突出，可罗列些高中时有分量的奖项，切忌材料冗长

；同时，学校对自荐生的挑选会很严格，学生要有一定心理

准备。 两考合一 忧！机会少一趟 交大、北大等高校今年将“

冬令营”与“自主选拔”报名合二为一。不少专家和家长对

此称好：两考合一，让学生减轻了两次备考的辛劳。但一些

学生却看法不同。大同中学的小沈说，他喜欢比较保险的方

案，只要有机会就想去试试。“以前，即使冬令营失败，还



有第二年的自主招生面试。现在，两考合一机会少了一趟。

”还有不少学生认为，综合素质高但各学科成绩并不突出的

学生，原本可在自主招生面试中发挥优势，现在可能会被卡

在冬令营测试中，而擅长理科不善面试的竞赛类人才，则多

了面试这道关卡。 复旦附中副校长吴坚认为，考生要避免在

各高校的自主招生考试间“赶场”，千万不要贪多，否则会

干扰到现在的学业。 历年考官直指面试学生三大“软肋”要

成功，必须展现真实自我 什么样的考生更得青睐？为此，本

报特地走访几位历年参加面试的沪上高校教授，他们强调，

考生要展现真实的自己，才有可能顺利过关。 病症一 准备有

些充分过头 不少考官发现，有的学生明显有备而来，自我介

绍背诵流利，内容花里胡哨。“但考官并不想听材料背诵，

而要在有限时间内评估学生的思维、应变能力和知识面，观

察其真实能力。”一位哲学专业的教授告诉记者：“尤其是

文科面试，涉及面广，随机出题，几乎没重复。因此，学生

无从也无需准备，关键靠平时积累，和临场时真实还原自己

的能力。” 这位教授特别提到一位通过面试的女生：“她对

文学情有独钟，因此平时这方面积累很多。她不仅对古今中

外的文学名著均有涉猎，对老师随机提出的文学话题也颇有

见解。”基于此，这位女生的才华得到了考官的一致肯定。 

病症二 因家境好有优越感 个别学生家境不错，穿着却过于讲

究而少了学生味。他们的言语中也流露出优越感：我曾去过

×国考察，我曾碰到过名人××⋯⋯一位教授说：“他们所

谓‘见市面’的机会可能比一些家境贫寒的学生多，但不合

年龄的穿着、优越感太强，都会扣去考官对你的印象分。待

人接物过不了关，成绩好可能也会被淘汰。” 相反，曾有位



来自南汇的女生参加了交大的自主面试。父亲去世早，她和

妈妈相依为命，家境贫寒。但在面试中，这位女生乐观开朗

，谈吐得体，全然看不出生活困顿留下的痕迹。她的阳光表

现打动了在场的每位评委，赢得好评顺利入围。 病症三 一人

独霸发言机会 不少面试中都有“无领导小组讨论”环节，但

有的学生却希望自己成为小组主导，一人独霸发言权。 专家

们认为，学生有自信是好事，但太过强势只顾着表现自己，

有时会适得其反。不仅每次都要抢先发言，一旦同伴提出异

议，不管其是否正确总要进行反驳。 面试官提醒学生，要给

别人说话的机会。“小组讨论的成绩，不是根据某句话特别

妙或是否能抢在别人面前发言，而是根据学生整体表现。谦

虚、合作，都是学生需要具备的品质。” 【记者手记】面试

，公平？不公平？ 谁出面试题？打分标准又是什么？如何保

证公平性？面对近年来学校招生改革后推出的面试一环，一

片叫好中总夹杂着这样尖锐的质疑声。但奇怪的是，同样作

为自主招生考试的一个环节，初次筛选时采用的笔试环节却

从未有人对其公平性产生疑惑。所有人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这

种让一张试卷判定考生是否有资格进入下一回合的较量的方

式。青年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这样的想法，显然仍受到长

期以来以分数高低作为判断“人才优秀与否”标准的影响，

认为人为的判断难免有失公允。 面对质疑，参加面试的教授

们也颇为无奈。在采访中，他们屡次告诉记者，面试并不是

要得到一个“标准答案”，而是考察学生是否具有敏捷的思

维、清晰的逻辑、流畅的表达和丰富的知识；题目几乎都是

开放式的，是根据学生递交的介绍材料出的，涉及政治、经

济、文化各方面，而且鉴于高中生的能力，考官不会故意出



难题。 不少专家认为，自主招生选拔是场“选优”的考试，

而判定“优秀学生”，并不能看其是否能拿卷面高分，而应

关注他语言表达、思维方式、待人处世等各方面的表现。有

教授提到，个别考生为得到好评曲意迎合考官，甚至托关系

打听面试专家，期望“对症下药”。一位教授曾说：“我宁

愿听到学生老实地回答我不懂，也不愿看到他为得好评而揣

摩考官心理，这样未免太功利。”但事实上，高校面试组专

家每年几乎都会大换血，每个考生会由哪位考官面试也是随

机抽签决定的，所以，考生想“开后门”找考官面试“放水

”，其实犹如大海捞针，白费力气。(记者 马丹)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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