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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5_B72009_c64_543292.htm 2009年上海市中招政策呼之欲

出，其可能有的变化引来众多考生、家长的关注。有关市区

中招专家认为，在“考”与“荐”之间震荡，将是以后中招

改革的主旋律。 推荐与考试并举、互补共济 考试和推荐是选

拔人才的两个最基本最常用的手段。拿近年高招、中招方案

作比照，不难发现，中招录取中，“推荐”入学的比重和项

目，比高招多得多，而且呈逐年增加趋势。 2004年以来，本

市中招录取中采用推荐或“类推荐”的项目有：1、2004年，

试行“推优”；2、2006年起实行“自主招生”；3、2007

、2008年，增加“名额分配法”；4、文体“特长生”的推荐

照顾录取一直予以保留。据推算，4个项目的录取人数每年应

在12000人以上，约占报考人数的13%。这样一个比例，说明

“推荐”入学远远不是一种象征，而是固有的组成部分，一

定程度上改变了统考录取入学的弊端。“自主招生”其实是

“推荐 考试”式的入学方法，学生自主报名属于“自荐”，

招生学校按自定标准录取新生。近两年，自主招生录取数大

大增加，一方面显示招生学校与考生均看好“自主”，另一

方面，也显示“推荐”与考试一样，客观上也存在不足或弊

端。 例如，“名额分配法”的实行，使某些学校的考生以555

分就能升入示范性高中，而零志愿必须高于575分才会被录取

，20分的落差，在中招录取中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又如

“推优”项目，各初中学校按同样的比例，以毕业生人数为

基数分得“推优”名额，但实际上学校办学水平、“尖子生



”的真正人数不可能是同样的，高水平学校里的“尖子生”

明显吃亏。 由此可见，推荐入学用于中招录取的某些局部，

能弥补考试入学的不足，但用于更大范围，甚至中招录取的

全局，并不可行。示范性高中拿出30%的招生名额招收“推

优生”，那些限于比例而未获推荐的考生，还有通过统考升

入高端学校的机会；如全额“推优”入学，他们的机会就消

失于无形了。 所以，中招改革如何科学合理地安排考试入学

与推荐入学规模比例，确定实行推荐入学的适当项目，简化

操作的批次和流程，是关键。 坚持方向、删繁就简行新政 现

行中考制度是2005年建立的，从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看

，2009年将继续实行并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 每年推出的新

举措，目的都很明确，都是为了完善“两考合一”的制度。

但是积累起来则有繁复之嫌，至2008年，中招的报考、录取

批次有五六次之多；录取方法有分数优先的，有志愿优先的

，有文化分加专业分为依据的，有在“备取生”中择优的，

有在同一所初中限额择优的；志愿填报禁忌越来越多，单是

“提前类”学校就有五六个学校（专业）类型。 初中毕业生

要搞懂这些难度太大，就是家长，要弄清楚也不容易。而且

品种、项目一多，相互难免交错覆盖，降低效用。因此

，2009年有关方面极可能会在坚持“荐”与“考”并举的同

时，在批次上作出删繁就简的考虑。 更多中考信息请访问：

考.试.大中考网 考.试.大中考论坛 考.试.大中考网校 100Te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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