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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多读书多动手
谈及自主招生，高中校长们

观点一致———自主招生选拔中，
学科成绩和竞赛得奖不是唯一。

大同中学副校长郭金华介绍，该
校在自主招生过程中，从阅读素
养、学科思维、学习品质、创新潜
质等四个方面对学生进行综合考
查。除了面试，也会在团体游戏、
动手实验过程中，观察学生是否
具有团队协作能力、思辨能力和
动手能力。郭金华说，从过去几年
学生的表现来看，书读得不多、不
深，解决生活问题能力不够，是学
生们较为明显的“短板”。

郭金华强调，相比某一方面
特别突出，而在其他方面较弱的
学生，学校更倾向于综合能力较
强的学生。以往，有单科竞赛成绩

非常突出的学生，自主招生进入
高中后，“跷脚”现象日渐突出。老
师会更关注学生取得成绩背后付
出的精力和代价。如果一个学生
为了竞赛得奖，将绝大部分精力
集中在单一学科上，这样的学生
后劲并不足。

老师 提升评价能力
“自主招生不同于以往的理

科班招生，要求老师不是单纯出
学科类的考题，而要通过题目设
计，发现真正有创新潜能的学
生。”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科研

处主任徐明认为，自主招生面试，考
的不仅是学生，也是老师的能力。

徐明坦言，自主招生之初，有
老师在设计面试题目时，仅仅是
将原本动笔计算的题目，从试卷
上搬到了口头表达。因此，学校成
立了由上师大教授、学科带头人
以及相当一部分思维活跃的中青
年骨干教师，组成命题组，开始自
主招生题库建设，旨在淡化学科
色彩，考查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
例如，物理特级教师张越会问学
生，在日本大地震中，一艘快艇被
浪卷上了 !层楼屋顶，请问浪有
多高？船的重心在哪儿？怎么可以

把船给运下来？人文类题目则大
多从社会现象或身边新闻讲起，
只要有明确的观点，能够自圆其
说，都可以。
“很多题目没有标准答案，需

要通过老师的不停追问，考查学
生思路是否清晰，批判性思维、发
散思维能力究竟如何。”徐明介
绍，如今，学校形成了“自主招生
面试评价维度表”，明确各项打分
细则，在自主招生前，对每名老师
进行细致培训，确保建立一套公
正而科学的遴选机制，让真正优
秀的学生脱颖而出。

本报记者 陆梓华

校园开放
“预览”高中生活
除五门学科测试外，上海中学

在其“创新素养培育活动日”中安
排了半天时间，由百余名高一高
二年级学生担任志愿者，带领准
高中生们分组预览校园生活。

体验活动分科技工程类实验
室、体育运动、艺术体验、影视传媒
中心体验等四大板块。其中，科技
工程板块的“景点”包括全校 "#余
个实验室，让同学们大开眼界。现
代仪器分析实验室内，化学教研组
长蒋一鸣准备了两个简单有趣的

实验———用红外光谱仪检测不同
饮料中的钙含量，用原子吸收光谱
仪检测一次性手套、保鲜膜等不同
塑料薄膜的成分。人体科学实验室
内，大家在老师指点下，在仿真人
体模型上找到肿大的胆囊位置。在
专业摄影棚、演播厅、琴房、网球馆
转一遭，不少学生感叹，高中生活
决不仅限于苦战题海。
有意思的是，每名学生都拿到

了一套由环保袋、文件夹、马克杯
组成的学校纪念品，这是该校高一
（$）班金君晨、吴子昊、陈斯琪三名
同学的一项德育课题作品，他们将
其戏称为“周爽”的数学测试，每天

去食堂“奔饭”，作为上中“关键词”
印在环保袋上，向师弟师妹们展示
既辛苦又欢乐的校园生活。
“通过科技、艺术、体育等方

面的活动平台，以及和上几届同
学的交流，我们希望让学生体验学
校是否适合自己，自己在哪些方面
有兴趣，并且思考，如果自己真的
能够进入学校，应该得到怎样的发
展。”上海中学副校长李英说。

除了“博弈”
还要找到兴趣
在各校开放日现场，孩子参

加活动，家长们则获得了和老师、

校长面对面的机会。相比孩子来
说，家长们的话题更为集中，也更
为现实，“学校最早什么时候可以
给我确定消息？”“如果同时有几
所学校有意向，该如何选择？”
“找到合适的学校，才能赢在

转折点。”交大附中校长徐向东希
望，家长和学生对各校的传统和
文化有所了解，关注各个学校在
和大学合作上，在社团活动中，能
为学生提供怎样的机会。他十分
欣赏在自主招生过程中，能明确
告诉老师自己是因为看中学校某
项特色而填报志愿的学生，这是
学校希望通过自主招生找到的人

才，也对学生自身成长有利。这样
的学生，才不会在高考填报志愿
时，希望家长代劳，“随便填”。

作为“过来人”，上中高一男
生左源对一年前的参观之旅记忆
犹新，也把自己的感悟和师弟师
妹们分享。“以前，我觉得高中生
活应该就是做题，或者做实验，深
入接触后发现，综合能力较强的
学生才能更好利用学校提供的资
源，获得良好发展。他觉得，如果
自己能在初中时参加更多的社会
实践活动、锻炼人际交往能力，可
能会更加符合高中需要。

本报记者 陆梓华

单科特长生学习后劲未必足
名高中青睐综合能力强的“尖子”担心偏科生成绩“跷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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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自主招生大战
硝烟未尽，本市实验性
示范性高中自主招生大
幕也正开启。虽然本市
今年中招政策尚未出
台，但高中学校在选择
学生中的自主权日益加
大，却是大势所趋。经过
多年摸索，高中的自主
招生程序日臻完善，不
少学校感叹，要考查出
学生的创新素养，老师
首先要打破既有思路。

上周六，上海中学、华师大二附中、
复旦附中和交大附中“不约而同”举行
了校园开放日活动，为吸引优质生源暗
自较劲。有机会参加校园开放日活动的

学生，都是本市初中生中的佼佼者。这
部分学生，除了关心“学校什么时候与
我签约”的问题，应该如何从校园开放
日活动中，找到未来发展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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