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十年来，国内
高校在招生、大学生
培养等方面进行了一
系列的改革，逐步与
国际高等教育接轨。
在招生方面逐渐打破
高考作为单一招生渠
道的局面，尝试自主
招生改革。在大学生
培养方面，2003年之
后持续开展本科教学
评估，近年来扩大专
业硕士比例，高校在
教育改革方面取得了
一定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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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生、农村生
的自主招生机会问题，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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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科大
自 2007 年开始筹建的

南方科技大学还没建成便
引来舆论的一片关注，校长
朱清时院士提出的南科大

“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去
行政化”的口号，被许多人
当作是中国高等教育体制
的“破冰之举”。其首届教
改实验班的 45 名学生未经
高考，通过自主招生直接入
学。2012 年南科大终于获
得合法身份，招收第二批学
生。其建设和发展也将继
续被人关注。

港校热
香港高校内地招生始

于 1998 年，当时是委托内
地高校“代招”，名额较少。

2003 年 CEPA 签订后，
教育部允许港校直接在内
地招生，后来招生范围不
断扩大。至 2007 年，招生
范围扩展至 25 省市，招生
人数至 1400 人。期间，不
少高考状元弃北大、清华
而不读，选择港校，将“港
校热”推向顶峰。近来，港
校热度有所衰减，但其魅
力犹存。

本科教学评估
自 上 世 纪 80 年 代 开

始，我国已组织举行过多次
本科教学评估，但 2003 年
之后持续开展的高校本科
教学评估工作最为引人注
目。“教学评估”这个行政意
义上的词语与大学生活建
立了联系。

事件2 高校扩招

重点大学“实际”录取率并无提高
★见证人：张志翔，北京交

通大学毕业生，1999级大学生
我是 1999 年参加的高考，

我记得那时高考前发了一个粉
皮的本子，上面有高考大纲和
各个招生大纲，特别厚，上面有
所有北京高校近两年的招生情
况，还有当年计划招生情况。

关于录取率，老师跟我们说
提高了，但也有说法是进重点大
学的概率并没有提高（虽然重点
大学的录取人数有提高，可分母
提高得更多，百分率实际下降了）。

在我后面的几届学生，由
于扩招的力度不断加大，学校
逐渐采取把大一学生安排到昌
平分校上第一年的方式，解决
教学资源不够用的问题。

记得到大四时就业压力很
大，很多用人单位都抛出只录
取研究生以上学历的说法，这
跟我的师兄们有了不小的差
异。现在看来，随着学生的增
多，扩招必然是大势所趋，但是
教育资源至少在我们那届的感
觉是跟不上。

事件1 高校招生改革

自主招生应给考生充分选择权
从 2003年起，高考的时间

从传统的 7月，提前到 6月，这
被认为是继 2001 年取消高考
年龄与婚否限制后的又一项
人性化举措。同年，我国有 22
所学校开始试点自主招生（也
被称为 5%自主招生），到今年
试点学校已经达到80所。

自主招生成为我国高考
改革的趋势，2006 年，复旦和
上海交大在 5%自主招生基础
上，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利，在
上海通过面试可以预录取学
生，考生虽要求还要参加高
考，但高考成绩只作为录取的
参照，目前，这一做法已拓展
到江浙两地；2010 年，北大在
自主招生中推出“中学校长实
名推荐”制度，这引来其他学
校效仿，比如清华的“领军计
划 ”、人 大 的“ 校 长 直 通 计
划”。与此同时，自主招生联
考制度兴起，2011 年，我国出
现三大自主招生联考。

客观而言，自主招生改革
的试点，一定程度扩大了学校

的招生自主权，但由于自主招
生程序设计的问题——获得自
主招生资格学生必须参加高
考、填报志愿，达到一定的录取
优惠条件才能被录取，只能在
高考中获得一张录取通知书
——导致“校长实名推荐”和联
考都发生变异，成为学校抢生
源的手段，联考被认为是大学
集体“圈地”抢生源。

另外，随着自主招生的推
进，贫困生、农村生的自主招
生机会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
注，对此，高校设立专门的计划
加以校正，但覆盖面还不广。

按照国家《教育规划纲
要》确定的高考改革精神，自
主招生的改革方向将不可逆
转，未来的自主招生改革，应以
扩大学生选择权为目标，只有
赋予考生充分选择学校的权
利，切实推进“分类考试、综合
评选、多元录取”，才能克服当
前自主招生的诸多弊端，也才能
进一步推进高考公平，让整个社
会摆脱“一考定终身”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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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8 教育十年回顾之教改（高校）

期盼更人性化公平化的“自主招生”

事件3 大学研究生教育的变革

硕士生更着力培养应用型人才
★见证人：吴睿，海天考研

首席全程策划专家
大学研究生教育的变化主

要发生在最近这几年，其中最引
人注目的是专业硕士扩招。我
国从1991年开展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近三年，为适应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加大了研究生人才
培养类型结构的调整，着力培养
应用型人才的硕士专业学位教
育进入了改革发展的快车道。

第二个变革是，为适应我
国经济、社会、科技和高等教育
的发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
育部于 2009 年启动了学科目
录修订工作，并对学科目录设
置与管理的机制进行改革。新
目录增设了“艺术学”门类，由
原有 12 大学科门类增至 13 大
学科门类，一级学科由 89个增
加到110个。

今年，研究生教育方面最
大的变化是北京城市学院、河
北传媒学院、吉林华桥外国语
学院、黑龙江东方学院和陕西
西京学院 5所民办高校获得批
准招收研究生，这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我国民办高校首次获
得研究生招生培养资格，也是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落
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中提出的“大力支持民办教
育”的具体体现，标志着我国
民办高校办学水平的进一步
提升。

民办高校的研究生培养工
作可能会成为研究生培养一个
新的趋势。民办高校建硕士点
要形成个性、特色，专业硕士培
养应用型人才，是民办高校容
易出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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