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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校自主招生试点是与统一高考协调并行的招生模式, 是深化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 有利于高校

选拔优秀人才, 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同时,高校自主招生制度在实施中也遇到不少疑难问题,使高校招生制度改革

与发展无法达到预期成效。在此, 就我国高校自主招生制度现状及面临的相关问题, 进行原因分析, 并提出了相应的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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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自主招生政策面临的问题

1. 偏离初衷

自主招生制度作为统一高考制度的有益补充是

高校选拔优秀学生的有效手段,对中学开展素质教育

起着促进作用。但在实际操作中,高校自主招生却演

变成了争抢生源的 /招生战0, 而且使中学的应试教

育愈演愈烈, 自主招生反而成了 /比高考还难的 -高

考 . 0,不说减负, 相反还加重了学生的负担, 在某些

重点中学甚至出现了 /自主招生培训班 0。与此同

时,有特长的学生又往往因为统考成绩达不到理想高

校的招生标准,仍然不能被录取。

2. 教育公平问题

正如秦绍德所说, /我们不再仅仅用一把尺子衡

量所有的人, 而是用不同的尺子衡量不同的人 0, 高

校自主招生政策为更多有专长的学生进入高校就读

提供了可能,更大程度地为 /合适的学生找到合适的

大学0创造了条件。但高校自主招生过程中, 其招生

标准中的 /本地化 0、/城市化 0等现象,无疑有违教育

公平。同时,高校自主权在不断扩大, 但相应的监督

机制却还没有建立或健全起来,教育公平无以保证。

3.效率问题

高校自主招生经过几年的发展, 其规模不断扩

大,报考人数逐年增加,高校在审核报名材料、组织冬

令营测试等方面,须增加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

入,以保证招生选拔有效运作, 但最终真正达到要求

能被录取的学生却并不多,计划数往往招不满。

二、原因分析

1.宏观层面

( 1)高校自主招生政策不够合理。现行招生政

策是以高考评价为主,自主选拔为辅,两者互为补充。

但实际上, 自主招生考试的录取和高考统考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在自主招生标准的制定上, 高考

统考分数的权重十分突出。另外,自主招生选拔程序

十分复杂, 势必影响自主招生的效率。

( 2)高校自主权不大。虽然早在 1999年, 教育

部就出台了 5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

试制度改革的意见 6,并强调高考招生改革要坚持三

项原则,其中之一是 /有助于高等学校扩大办学自主

权 0。但自 2003年以来, 自主招生政策给高校的招

生自主权其实并不大。

( 3)教育发展不平衡,教育布局有待完善。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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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招生实践中出现的城乡、民族、学校等生源 /标

签化0的现象,虽然源于高校在招生政策制定方面存

在一定的有色眼镜效应,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教

育发展的不平衡,教育资源布局的不合理。

2. 中观层面

( 1)政策宣传和舆论监督不够。高校自主招生

中出现了学生毁约、高分改报其他高校的问题, 当然

一部分原因还是学生本身的诚信意识问题,但另一方

面也与高校没有做好自主招生相关制度和政策的宣

传与沟通工作有关。

( 2)法律监督不够。高校自主招生政策实施以

来,相关的法律建设却没有相应配套, 法律监督的效

力难以实现。

( 3)社会风尚欠佳,诚信体制不健全。在高校自

主招生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有悖诚信的现象, 这与不

良的社会风尚有关。同时,社会诚信体制不健全, 也

给那些有不正企图的人以可乘之机。

3. 微观层面

( 1)高校方面。首先, 部分高校并没有用足 5%

的招生名额。高校 /宁缺毋滥 0, 这的确本该是自主

招生应该坚持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其不敢承担

/不拘一格降人才 0的风险之嫌。其次, 高校自主招

生政策中也有欠妥的规定,如必须是第一志愿报考,

这就限制了学生在院校及专业上的选择, 因为对于真

正有特长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更重要的是专业和特

长对口。再次,招生与培养脱节。高校往往注重招生

环节的特别甄选,而忽视这些考生招进后的培养。取

才而不培,这是优秀考生流失的重要原因, 也不利于

考生特殊才能的挖掘和发展,是一种人才资源浪费。

( 2)学生方面。一是报考态度不端正功利心较

重。二是应试观念根深蒂固。在自主招生考试的复

习上, 许多考生仍然抱着以往的应试心态, 忽略自身

综合素质的提高。三是诚信意识薄弱。在报考阶段

和录取过程中,都有学生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毁约等

不诚信行为。

三、对策

1. 宏观层面

( 1)明确自主招生意义。高校自主招收少数优

秀生的根本宗旨,在于让有专长、特长的学生平时能

充分发挥和展示自己的才能,以促其素质得到全面提

高,个性得到充分发展。但如果自主招生考试反而加

重了学生负担,迫使学生整天应付考试, 无疑有违自

主招生的宗旨。 5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

的决定 6指出, 改革考试评价和招生选拔制度, 推进

自主招生制度改革,要按照 /三个有助于0的原则, 即

有助于高校选拔人才,有助于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

有助于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 加强对学生素质的考

查,改革高校自主招生考试, 探索多次机会、双向选

择、综合评价的选拔方式, 以推进高校招生考试和选

拔制度的改革。对于高校而言,只有明确了自主招生

的意义,坚持自主招生改革的正确方向,才能使我国

高考制度改革顺利地进行下去。

( 2)完善选拔机制。高校在自主招生中应克服

传统招生的弊端,改革自主招生评价模式, 不断完善

自主选拔机制, 确保招生质量。首先,变革评价形式。

应在笔试的基础上, 增加面试、实验测试等,以利于不

同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的考生充分发挥其专长;同

时,一年中举办多次考试, 让学生选择其中最为满意

的成绩,改变 /一考定终身0的模式。其次,延伸评价

过程。不仅要对学生在高考中的成绩进行评价,还要

对考生整个或较长阶段学习生涯进行科学的判断和

把握, 注重学生的发展和变化, 会考的成绩、高中历年

的成绩单等,应纳入考查范围, 以此保证评价的完整

性。再次, 精简选拔程序。自主招生必须按一定的选

拔程序进行,以体现制度的规范性。但由于繁杂的招

生程序使得招生效率得不到保证, 所以,有必要对招

生程序进行适当的精简。

2.中观层面

( 1)强化监督机制。自主招生应当有利于素质

教育的实施、创新人才的选拔以及保障和扩大高校的

自主权,但这绝不等同于 /自由招生 0, 大学招生自主

权是有限度的, 现代大学只能做到有限的自治。要保

证高校自主招生的公平、公正、公开,只依靠高校内部

的自我约束机制是不够的,应该进一步完善监督机

制,规范高校自主招生。社会舆论是教育政策执行和

完善的中介力量,对政策制定方既是压力又是动力,

其中, 媒体的监督作用应充分予以发挥。另外, 为保

障监督的权威性和经常性,还需要把法制监督置于政

策执行的长期发展规划之中。建设法制社会,制定和

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使自主招生依法招生,接受法律

的监督。

( 2)设立专业性考试机构。长期以来,我国高校

入学考试一直是教育管理部门的任务。但随着我国

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的呼声也

越来越高, 政府已不宜也不应包揽高校的入学考试,

而各高校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意愿举办大规模的入

学考试。因此, 设定一个独立于政府和高校之外的权

威的专业性考试机构显得尤为重要。从实践情况来

看,专业性考试机构应具备以下条件:一是要有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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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组;二是要有一套考试机构运作机制, 能足以保

证考试的权威性;三是能给高校和考生提供大量的信

息以供参考。在此基础上,实行 /招考分离 0改革, 加

大高校招生自主权, 从而真正建立起以高校为主体、

由专业性考试机构提供服务的高校自主招生模式。

3. 微观层面

( 1)充分发挥高校的自主权。应该说,试点高校

拥有一定的自主招生选拔权。所以, 一方面, 高校要

自律以保障招生的公平、公正和权威性, 进一步完善

自主招生制度,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 保障招生政策

的有效性、稳定性和招生改革的连续性。另一方面,

高校则要坚守在自主招生中已有的自主权,在考试内

容和方式上体现自己的办学理念。

( 2)完善招生政策。高校应当在把握自主招生

改革宗旨的基础上, 设立和完善自己的招生政策, 使

其更具有操作性和可行性。首先,进一步拓宽招生范

围,合理投放招生指标,努力实现教育公平。其次, 制

定招生标准应更加科学。再次,招生方式应更为多元

化,以满足学生的特别要求。最后,重视学生的自主

权,尤其是学生在专业和院校选择上的自主权。

( 3)选拔与培养并举。高校自主招生后, 若对选

拔的优秀人才不予以个性化的培养, 所花费的成本可

能付诸东流。通过自主招生录取的优秀考生入学后,

就成为了学校的人才资源,他们可以被培养为科研的

得力助手,其学习成果和毕业走向都可以成为学校的

品牌。自主招生选拔的人才在进入大学后的培养, 可

以很好地和高校专业建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探索

与就业新领域的开拓等方面结合起来,从而树立高校

品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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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 rob lem s Faced by the Self- enrollm ent System and
Correspond ing Coun term ea sures

ZENGWei
( X iam en Un iversity, Fu jian, X iam en 361005)

Abstr ac t:  College self- enrollm ent pilot project is a para llelm ode of the joint entrance exam inations enrollm ent, wh ich is an

im portant m easure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college entrance system. It is to help colleges and un iversities se lect ta lents and to

expand the autonomy of higher educa tion. On the other hand, se lf- enrollm ent system has encounte red m any difficu lties,

wh ich lead to the fact tha t the enrollm ent system re form and deve lopm ent can not achieve the desired resu lts. The paper ana ly2

zes the reasons for the d ifficulties and presents som e counterm easures to im prove the college self- enrollm en t system.

K ey word s:  college;  self- enrollm ent;  counterm 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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