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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
超九成学生上考场拼博
!"#!高考进入紧张倒计时，自主招生已成

为“过去”，仍在争分夺秒复习的考生多数面临
“裸考”上阵的最后冲刺。不知何时，当“裸考”
这个词遇到“高考”，就不再是原来“没有任何
复习就考试”的那个含义。更多的时候，它成为
考生和家长的一个无奈的“暗语”，一旦最终
“裸考”就意味着考生没有任何形式的加分，高
考成绩的每一分都仿佛成为攸关录取的“致命
分”。面对高校招生宣传册中专业录取名额仅
有一两名的现实，考生们心生畏惧。

今年，复旦大学投放在上海高考“裸考”的
计划为 $%$名，比去年多出一名，上海交通大

学为 &%%人，保持去年规模。由于今年本市参
加高考考生人数减少，因此，两家高校招办老
师均提醒考生和家长：今年上海地区“裸考”录
取率实际上有所提高，“裸考”仍有相当机会。

除复旦和上海交大等高校的自主招生之
外，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大学等
高校通过自主人才选拔考试予以考生 '(!%分
的加分，但获得加分的考生仅占学校招生计划
的 ')。也就是说，九成以上学生的录取仍然取
决于“赤裸裸”的高考成绩。在最后冲刺阶段，
一位重点高中老师给出建议：“临考阶段，应该
更加清晰明确学习目标，不应该着眼于是否有
加分和‘裸考’，而更应该调整好心态，踏实通
过复习保证基础知识分数不丢，难题逐步尽力
突破，这才是取得更好分数的技巧。”

中考
考“市重点”几率不小
而对于一些中考生来说，如果他们在先

前因为没有什么“竞赛获奖”，没有什么“特
长”，而与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自主招生失
之交臂，而且，也没有在所在初中拿到名额分
配的指标，那么，这样的“裸考”，将来进“市重
点”高中的可能性还有多大呢？答案是：这样
的可能性的大小，还是要取决于他们的中考

时的“一锤定音”。
有招生老师分析说，按照今年的中招政

策，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提前录取”招生计划
为学校招生计划的 *%!，其中推荐生招生计划
为学校招生计划的 &%!，自荐生招生计划为学
校招生计划的 $%!。承担“探索建立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基地”项目的试点高中（上海中学、华
师大二附中、复旦附中和交大附中）“提前录
取”招生计划可增加到学校招生计划的 '%!。
这就是说，除了“四大名校”，绝大部分“市重
点”高中，已经将四成的招生名额投放到自主
招生中。此外，这些高中还会拿出 $+)的招生
计划数，由区县教育局将本区县管辖的市实验
性示范性高中“名额分配”，均衡分配到各有关
初中学校。而在统招开始后，“市重点”高中还
要继续拿出不少于学校统一录取招生计划的
$')名额，用于“零志愿”的招生。这么算下来，
可供“一至十五志愿”录取的“市重点”高中名
额，只约占该校整个计划数的 !,)。

虽然看似只有不到三成的计划数投放给
了“裸考”生，但实际上情况要乐观得多。因为，
除去自主招生预录取生、零志愿生、名额分配
生，真正剩下来参加统招的人并不多，所以，他
们只要正常发挥，达到各“市重点”招生录取线
的几率还是不小的。 本报记者 易蓉 王蔚

! ! ! !乐器考级、英
语考级、数理化竞
赛、作文比赛、科技
小发明大赛……尽
管上海教育行政部
门三令五申，幼升
小、小升初，各类业
余获奖证书一律
“不派用场”，但仍
有家长热衷逼迫孩
子参加各类培训和
比赛。然而，上周
末，美国八所顶尖
名牌文理学院在沪
举行咨询会，校方
的招生代表不约而
同地表示，中国孩
子所持有的证书，
对于进入世界名校
真的不具有什么参
考价值。
“我们看重的

是学生的平时成
绩，而非一堆华丽
的获奖证书。”来自
美国的凯斯教育顾
问 -./012. 304567.

说：“当我们看到如
果某个学生拿着钢琴或小提琴的
考级证书，以及其他竞赛成绩单
时，这的确会让招生官眼睛一亮，
但要知道，这些东西并非是打动
美国大学的唯一因素，而且还不
保证是否就一定能获得招生官的
青睐。”她说，在美国的名牌大学，
现在大家几乎也有了一个秘而不
宣的“共识”，那就是中国的许多
孩子数理化学得很好，在各项竞
赛中也能获得相当不错的名次，
但这主要是因为花费了大量的时
间在“学习”上，与此同时，他们的
社会实践时间、生活适应训练，尤
其是思考有趣问题的时间，就肯
定会相应减少许多，而这恰恰是
美国大学所特别看重的东西。

在咨询会现场，类似 -./012.

304567.这样的观点，似乎还一下
子很难为本地的家长们所接受。
因此，来自斯沃斯莫尔学院的招
生官 89/: 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她说，不看证书，只是美国学校招
生的一个原则，另一方面，他们会
十分重视考量一个学生在中学阶
段是如何利用学校的教育资源
的，对学校资源利用得是否充分、
成效如何，因为，只有善于充分利
用学校的教育资源的学生，他才
能真正与集体相融合，从教师、同
学、校园生活等各个方面获取学
术的进步与做人的长进。

本报记者 王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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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证书、加分和推荐，考生更应踏实复习———

“裸考”只有一手准备：临场发挥

有人为有
竞赛获奖、加分
而沾沾自喜，然
而，大多数考生
却正以“裸考”
的身份，准备着
中考和高考的
最后冲刺。眼看
着别人未考先
“赢”一步，“裸
考”生又该以怎
样的心态平静
地对待即将到
来的考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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