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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如果不是对科学研究的热情和
坚持，控江中学高三毕业生单晶琳
今天会坐在考场里奋笔疾书，两天
的高考将决定她的人生方向。几个
月前，单晶琳收到了斯坦福大学的
全额奖学金录取通知书，而在一年
以前，别说世界顶尖的常春藤院校，
这个女孩甚至从未考虑过出国。
高考，是中国当前环境下最公

平的人才选拔方式，但分数显然不
能是优秀人才的唯一选拔标准。然
而，自主招生探索走过 !!个年头，
高校还没有获得选拔的完全主动
权，更多的学生仍然埋首在题海中
失去了探寻兴趣的机会。

成绩不是一流

靠科研敲开美国名校大门

“我的家庭条件并不好，父亲是
一位有 "#年工龄的汽车厂员工。出
国这件事情，以前我从来没有考虑
过。”在控江中学，单晶琳并不是成
绩最拔尖的学生，但她一直对科学
探究很感兴趣。因“仿轮生叶片建筑
设计新理念”的课题入选杨浦区少
科站“优秀高中生进入院士团队及
高校开展科研探究活动”（“双进

入”），她得以来到上海理工大学环
境工作站展开更深入探索。暑假里，
小单学会独立寻找大量文献、反复
摸索实验，从问题到研究再到论文。
这段经历令她在去年美国精英高中
生夏令营选拔中脱颖而出，获得赴
麻省理工学院与国际知名科学家开
展专项研究的机会，也为她叩开美
国名校大门带来可能。
控江中学原校长助理曾国光老

师看着单晶琳一路走来，“我觉得她
就是控江的‘第十名现象’，从学科
成绩来看她在年级 $#%!##名徘徊，
但她的科研能力非常突出。”

收到斯坦福的录取通知后，小
单参加了一个由常春藤学校上海校
友组织的聚会，她发现被名校录取
的学生都不是中学成绩最好的，各
自怀揣梦想的热情、丰富的经历才
是更重要的，“也许斯坦福是看中了
我对环保的绿色梦想吧”。

交大附中的汪雨星是交大科技
班学生，这个班级的学生高中三年有
累计一年的时间要进行科学探索和
研究。今年汪雨星申请了耶鲁、麻省
理工、斯坦福、哥伦比亚等!!所美国
名校，最后!!所学校都要录取她。

国内高校探索

人才选拔全方位考量评价

事实上，不仅国外高校如此，国
内高校开始探索对人才的选拔多元

考量。上海交大招生办常务副主任
郑益慧表示，自主招生时，我们对学
生的评价是全方位的，学生的综合
素质、学习与认知能力、逻辑分析和
创新潜力、理想抱负与社会责任感
等都在考虑之内。

如果将中学和大学比作两个
圆，以往两圆仅仅“相切”，切点就是
高考。从一圆到另一圆，学生为了通
过切点高考独木桥，就只得拼命刷
题比拼分数。“科技创新要花很多时
间，高中三年机械的重复训练，对许
多具有创新潜质的学生来说是最大
的浪费。”交大附中校长徐向东说。
中学和高校都意识到，分数的差异
并不能体现人才的差异，评价人才
的标准应该是多元的，除了知识，学
生兴趣、人格和能力等才是支持持
续发展的关键，因此，人才的培养应
该是贯穿教育体系的。所以，两圆逐
渐“相交”了。
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近六年，

上海交大与全国!!所名高中共建拔
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与徐汇中学
共建生命科学创新实验中心，与七
宝中学共建物理演示实验中心，与
宜川中学共建工程实践实验室，与
向明中学开设机器人创新教育项目
等；由院士、国家级教学名师、“千人
计划”教授、“长江学者”等大牌教授
为中学生开设高水平讲座!&"种'(#

余次，其中校长张杰院士亲自为中
学生作科技报告"#余场……

实际上，国内高校正将“橄榄
枝”伸向中学，而中学也正积极创
造和接受与高校合作的机会———
交大科技班、同济苗圃实验班、华
东理工实验班、财大实验班、交大
医学院实验班、复旦附中探索大学
预科课程体系的文理学院和校园
外的杨浦区“双进入”活动等。“很
多学生是选大学而不是选专业，问
他为什么考这里，他说因为我的分
数到这里。”徐向东认为，目前大学
与中学的合作能够让中学生的专业
甚至职业选择前移，学生通过一系
列活动发现兴趣所在，而兴趣才是
不竭的动力。

自主招生 !!年

高校还未完全获得主动权

人才的培养正在探索，人才的
选拔却仍在“徘徊”。“在‘双进入’探
究过程中，出现了一批单晶琳这样
的科研兴趣浓厚、科研能力超强的
高中生。不少高校导师真心希望吸
纳他们进入自己的团队深造。但实
际上，不像国外教授有很强的推荐
力度，国内教授没有任何权力，就连
和招办主任打个招呼的作用恐怕也
起不了。”
尽管同济苗圃计划等合作与自

主招生政策挂钩，但考生仍然绕不
开高考，甚至“参加自主招生的学生
等于考两次”，杨浦区少科站站长胡

建民说：“目前还没有决策者为我们
探索高中与高校衔接创造体制机制
的接轨，自主招生的放开权还一直
在徘徊。”

面对自主的权利，大家心存顾
虑。例如中学校长推荐制度在国外
非常强调校长个人色彩，但在国内
却带着“中国特色”。“我们的校长
推荐有一把‘公开的尺’———公平
公开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学生
高一入校时就知道校长会推荐什
么样的学生，而只要方案不变，校
长换一个人也是同样结果。”徐向
东说，“我们由平时成绩、兴趣特长
加分和德育荣誉加分三块内容综
合考量。其实国外校长也考量这
些，只是我们更量化了。因为要面
对家长、学生和老师的质疑，所以
这也是无奈之举。”

多位高校招生负责人也达成
共识：虽然当前社会诚信情况下，
统一考试确实最有公信力，但一考
定终身的选拔方式应该改变。目前
全国自主招生改革试点录取人数
仅占总计划数的 $)，即便复旦交
大在苏浙沪进行的改革试验获益
学生更多一些，在总体层面上仍属
于少数。真正逐步实现招考分离、
综合评价和多元录取，还要考虑实
际操作带来的成本、效率、诚信等
诸多问题。“但我们不能畏惧弊端
而不改革，而应该正面克服。”胡建
民说。

上海两高中生靠科研敲开美国名校大门!但更多学生仍然埋首刷题拼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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