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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权移交将抹杀自主招生个性？

全国高校自主招生
走进第十个年头，这项质
疑声不断的教育改革，也
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有数据显示，自主招生报
名人数逐年递增，“裸考”
则越来越少。在一周前
结束的高校自主招生笔
试中，有关人士经过比对
分析，认为从题型、题目
内容、难易程度上来讲，
今 年 考 试 变 化 并 不 太
大。相比之下，自主招生
笔试的命题权和阅卷权
逐渐移交第三方，以及联
盟的招考形式是否会抹
杀高校的招考个性，则成
为社会更加关注的话题。

“北约”、“华约”、“卓
越”三大联盟无疑是今年自
主招生中最受瞩目的三大阵
营，此外，“学院 5校”也逐渐
成熟，风头不弱。去年年
底，在自主招生政策公布
时，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知名高
校一共推出了多达 11 个自
主招生特色“计划”，旨在彰
显本校自主招生的侧重点，
选拔个性化的优秀学生。如
果不是对自主招生颇有研究
的人或是准备报考自主招生
的学生及其家长，恐怕一看
到这些名目和数字，就会被
搞晕了。

考题：“惊艳”渐
少，“特色”削弱

拨开繁杂的表面，仔细
比照近年来的试题，就会发
现，试题内容都在不约而同
地呈现“趋同化”、“高考化”
的趋势。

考生普遍反映，今年的
试题内容与往年相比变化不
大，语文作文与高考表述更
为接近，物理最难、最灵活，
社会热点事件（校车事件
等）也出现在题目中。

优职教育高校自主招
生考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
娜分析，在自主招生联考之
前，通常是各大高校名师自
己出题，涌现出很多令人

“惊艳”的题目，例如极具
“北大风”的对联“博雅塔下
人博雅”；又如去年，“北约”
作文题无端给出一句鲁迅
笔下的句子“无尽的远方，
无数的人们”，要求考生就
这句话展开联想写作，不少
考生被彻底搞晕。然而，联
考以后，“高校特色”在不同
程度上被削弱。不少考生
反映现在的三大联盟中，

“华约”和“北约”考题偏向
竞赛型，“卓越联盟”工科味
道太浓，复旦大学则自立门
户，考题是全面型。“这些五
花八门的考题，把学生都考
晕了。”

命题与阅卷：权力
移交，招考分离

在 2012 年自主招生报
考阶段，最大的新闻一是南
开大学和复旦大学先后推出

“联盟”，第二件就是“北约”
宣布将阅卷权移交给北京教
育考试院下属的北京教育考
试指导中心。而此前，“华
约”的命题权已经作为一种

“分散的权力”，由高校提出
命题原则，教育部考试中心
专家和高校共同完成命题，
判卷的部分则由教育部考试
中心来完成。

有教育界人士认为，这
种招考分离的现象能够更加
体现自主招生选拔的公正性
和客观性，是考试选拔方式
的一种科学化改进。但也有
不少人认为，命题和判卷的

“统一管理”势必造成考试
内容的“标准化”，失去选拔
特色人才的初衷。

备考：减负，还是增负？

经历过高三复习的学生
都深有体会，长达一年的重
复练习对考生无论在心理
还是生理上都是巨大的考
验。自主招生无疑让综合
素质高或者有特长的学生
多了一条出路。也有另一
种声音认为，针对自主招生
的备考反而加重了考生的
负担。问题的核心在于自
主招生给中学教育建立了怎
样的风向标。

学而思自主招生研究中
心主任蔡子星认为，中学教
育的方向和目标本应由大学
对优秀生源的需求来确定。
自主招生由于受众面小，大
学自主参与度高，正是一个
合适的风向标。在总体激烈
竞争的环境下，必然要求考
生全力以赴，如何使备考过
程符合考生长期发展要求，
才是值得关注的。当自主招
生指向学以致用，要求中学
因材施教的时候，中学必然
会主动去推行素质教育。

伴随着北大失去自主
招生阅卷权的消息终被确
认，自主招生的语文考试
已经越来越与高考语文趋
同。自从2010年清华大学
组织五校联盟、并将命题
权与阅卷权移交给考试院

起，“华约”的语文题就再
也没有了千把字的文学批
评与读后感写作，也没有
了多少能够看出一些“自
招”努力的四大篇现代文
阅读和名词解释。直到今
年，考试院又成了“北约”

语文的阅卷方，即便官方
一再澄清这不会带来多少
影响，我们也必须承认：有
些题目，只有北大中文系
的师生才能知晓个中深
意，也只有北大中文系的
师生才能够最精准地把握

其背后的评判维度。这样
的题目，今年一定无法再
出现在“北约”的语文试卷
中了；取而代之的，则是熟
稔高考评判尺度和相关流
程的考试院老师更为适应
的“准高考题”。

●李娜，优职高校自
主招生考试研究中心研究
员，《名牌大学自主招生面
试一本通》作者

由于临近高考，提醒
广大考生要在不影响高考
的情况下，合理的分配时
间和精力来准备自主招生
的面试。从往年情况看，
面试题目涉及的时政热点
较多，注重对考生的创新
思维、综合分析能力的考

查，题目中涉及到的知识
面也较广，复习备考的压
力和难度较大。同时由于
高 中 生 社 会 实 践 经 验 较
少，参加面试时可能比笔
试更加紧张。建议考生可
以从知识、能力和心态三
方面备考。

知识上的准备：平时
多关注新闻和时政热点，
有关学科专业知识方面主
要在于平时积累，能够通

过笔试的考生这方面不会
有太大的问题。考生在复
习之余可以多看看新闻和
报纸，尤其是评论社会热
点的文章，学习别人看待
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角度。

能力上的准备：主要
是指语言表达能力，这主
要 通 过 多 说 、多 练 来 提
高。可以在同学之间、或
者对着父母练习答题，注
意答题的角度要新颖，尝

试一题多解，提高语言表
达和发散思维能力。

心态上的准备：可尝
试采用一些积极的心理暗
示，如“我非常优秀”、“我
能自信面对面试”等，同时
提醒自己一次面试并不是
结束，而只是人生一个小
小的转折点，以积极、轻松
的心态去看待。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王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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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命题权、判卷权由第三方接管，是自主招生的进步还是倒退？

高校招生的自主性，
并不体现在笔试的自主
性中，而是体现在如何根
据 已 有 的 评 价 依 据 ，结
合 学 校 的 招 生 要 求 ，以
不同的权重综合评价学
生。简单地说，自主招生
并不要求笔试要有“高校
特色”。

在高校自主招生中，
笔试应该是一种社会化
考试，这种考试，不由学

校自行举办，也不由政府
机构举办，而应由社会专
业机构举办，由大学自主
认 可 ，学 生 自 主 选 择 参
加。哪一种由社会机构
组织的联考，最终获得认
可学校多、参加学生多，
就将成为最有影响力的
考试。换句话说，考试是
通过市场竞争获得地位
和认可的。以 SAT 为例，
最初这一考试被哈佛大

学用于甄选奖学金申请
人，之后，哈佛大学把这
个考试推广应用于所有
申 请 哈 佛 大 学 的 学 生 。
后来，在哈佛大学的推动
下，大学理事会的会员高
校逐渐将这一考试成绩
作为最基本的入学条件
之一，SAT 也成为绝大多
数学校认可的考试。但
即便如此，SAT 也面临着
竞争和挑战。近年来，包

括哈佛大学在内的美国
一些最具影响力的大学
的招生官员组成的委员
会就曾号召全美大学，不
要依赖 SAT 或 ACT 考试
成绩作为录取标准，而是
将注意力转向与高中课
程联系更紧密、更能反映
学生高中成绩的入学考
试上。分析 SAT 的发展，
就可以明白什么是真正
的社会化考试。

自主招生并不要求笔试有“高校特色”

权力移交使自主招生试题与高考试卷趋同

合理分配时间和精力，积极轻松应对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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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纯，学而思自主招生研究中心语文学科带头人，曾参与自主招生考试评分标准制度及阅卷工

●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2011年3月，来自全国的1000多名考生参加清华大学自主招生考试复试。而随着联考的实现及命题权和阅卷权的移交，有人也
担心将可能抹杀高校的招考个性。 本报资料图片 郭铁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