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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F_BB2006_c64_99011.htm 能否效仿高招？ “扶持”学校有

无必要？ 均衡教育是否会被破坏？ 2006中招:平静之中留下三

悬念 核心提示 在经过两年令人痛苦的喧嚣之后，今年的中招

终于能以一种平静的方式进行没有严重扎堆，如火如荼的招

生大战硝烟也基本散去。 和前两年一样，本报今日对中招做

一番盘点。我们并不是自诩教育专家来对教育问题指指点点

，而是试图以第三者的身份来看看今年的中招，希望通过第

三者的冷静观察，能为决策者和考生家长回顾今年中招提供

一些参考。 回顾 总体平稳高分扎堆趋缓 今年的中招又恢复了

久违的平静，平静得让我们没有像前两年那样有写盘点的强

烈欲望。不过，中招至少有以下几点可圈可点： 一、肆无忌

惮的招生大战没有了。今年的招生宣传，不可否认，仍然有

个别学校在考后甚至考试前往学生家里打电话，但是，和前

两年相比，学校特别是名校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 从前岛

内学校是违规的“重灾区”，今年我们接到的少量投诉多数

是岛外学校，例如个别地方仍把留住生源作为考核老师的工

作内容之一，我们的读者告诉我们，当地一位学生要填报区

外中学，需要经过班主任带头的动员小组，如果不行，还有

教务处主任、副校长、校长在后面等着。个别学校仍然对试

图报考外校的学生软硬兼施，甚至在填报志愿的当天，以不

填报本校高中就不收志愿表来“要挟”学生，所幸的是，这

种行为被市教育局及时制止。 二、高分扎堆没那么明显了。

这几年，分数线没出来之前，大家都在猜：今年高分考生是



挤到一中，还是挤到双十？7月16日晚上，大家等来一个结果

：一中和双十的分数线仅差3分，是近两年来两校分数线之差

最小的。高分扎堆趋缓，让人放下心中大石。 三、声称被老

师误导而填错志愿的家长集体投诉事件，今年也绝迹了，这

点是最值得今年中招引以为豪的地方。 实事求是地说，前两

年中招的风风雨雨，换来了今年的平稳这几年，教育主管部

门每年都会根据上年中招暴露出的问题，对新一年招生政策

做修正，促使政策更加完善。今年，在规范招生行为上，主

管部门给了学校特别是名校更大压力。有消息说，在填报志

愿期间，教育局还专门召开了只有两所名校负责人的小型会

议，提醒学校遵守招生规则。更重要的是，经过了前两年的

风波，两所名校的老师今年指导学生填报志愿时都格外小心

翼翼，不再轻易说出“多少分就可以上我们学校”的话来。 

此外，今年的学生家长的相对理智，也为高分扎堆趋缓做出

了贡献。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只要还是知分填报志愿，高分

扎堆的风险还会存在。 展望 期待明年有更完美的招生方案 今

年招生过程中，我们不断接到读者的建议，他们认为自己有

更好的办法，不过这些方法最终都被证明考虑得还不全面。 

事实上，教育部门甚至比家长更期望寻找一个完美的招生方

案，教育局领导不止一次地表示，我们更不愿意看到高分扎

堆现象发生，原因很简单，诸如扎堆等问题将激发矛盾。每

年的招生，政策的制定者并非一些人所想像的“拍拍脑袋就

想出招生方案”，他们也是穷尽了各种可能，可以说，家长

们能想的，他们也想到了，区别在于他们必须寻找适用面的

最大化，而家长们更多是从自己的角度看。 以下是我们对招

生政策所做的一些探索性的思考。 1.为什么不能像高招一样



招生？ 今年，不断有人在探讨一种可能，即中招为什么不像

高考一样提前在每个批次划定一个最低录取控制线，例如，

根据第一批一级达标学校招生人数确定各最低录取控制线，

家长们认为，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由于每个批次都有最低

录取控制线，可以帮助考生更轻松地完成志愿填报，也使某

些人少花冤枉钱，例如，如果考生分数达到第一批控制线，

那么，他可以不填报第二批学校。 不过，只要仔细分析，中

招和高招还是有些不同。首先中招第一批学校无所不包，有

一级达标学校，有二级达标学校，还有五年制高职和职业类

学校等等。即使在一级达标学校中，招生片区也有区别，有

的是面向岛内，有的是面向全市。 其次，即使勉强提前划了

最低录取控制线，也无法清晰地看出第一批和第二批的区别

，因为最低录取控制线肯定是要放大比例的，也就是说，有

些人即使上了最低录取控制线，还是会掉下来。至于哪些人

会掉下来，不仅仅是分数，还有志愿填报是否得当的因素在

内。 更重要的是，在志愿填报中，如果仅仅是根据招生数而

不参考考生填报志愿来划定最低录取控制线，那么，很有可

能出现某些学校生源过满，某些学校生源不足的情况。在这

点上，中招和高招不同，高招中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完不成

任务高校可以把招生计划调配到其他省份，但是，中招就不

行，除非中招也要实行每个批次录取完的补录，但这样工作

量太大了，关键是，意义不大。 还有些读者提出规避填报志

愿的风险，例如，有的人建议通过网络预填志愿，以避免扎

堆，但是，谁也无法确保网络预填的会和实际填报一致。还

有人建议学校老师首先应该控制一中和双十本校学生填报人

数，即使他们不要过多集中在某一所学校，不过，填报志愿



是学生的事，老师以何种姿态介入，是个问题，此外，众所

周知，在填报学校上面，一些学校有自己的传统，某些学校

初中毕业生比较倾向于A校，另一些则倾向B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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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