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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华侨生”钻空
损害教育公平

“对不起，没能早点告诉你，其实200分就能上‘211’

大学。”最近，某教育机构的营销广告让很多家长眼前一

亮。据《中国教育报》近日报道，当下，中国普通高校联

合招收华侨、港澳地区及台湾省学生入学考试成了

“名校捷径”。国内学生不必参加普通高考，而是在机

构安排下，获得“华侨生”身份，参加难度较低的“华侨

生联考”。

“华侨生”真的能上北大吗？答案是肯定的。据媒

体报道，此前风靡国内的“狼爸”萧百佑3个孩子都考上

了北大，靠的不仅是棍棒教育，还有华侨生联考。名校

诱惑、制度漏洞，以及现实中的“成功个案”，显然刺激

了很多国内家长的神经，将“华侨生”视为高考移民的

升级版，纷纷投身其中。

据介绍，从1981年开始的华侨生联考制度，当时主

要是为了满足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地区公民把子女送回

大陆读书的愿望。因为这些人的中文程度较差，课程

内容也与大陆不同，所以联考的科目和内容都比较简

单。然而，大概从10多年前开始，内地学生通过“华侨

生联考”进入名校的现象激增，到现在，随着一些教育

中介机构的推波助澜，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市场。

尽管相关部门一再收紧政策，2006年，教育部等部

门要求“华侨生”必须取得外国长期或永久居留权，最

近4年在国外实际居住2年以上。但“道高一尺，魔高

一丈”，“钻空子”的家长仍不在少数。

“华侨生”走红，成为很多人绕过高考“独木桥”的

捷径，显然会产生多重公平性质疑。一方面，大量国内

学生变身“华侨生”，必然会扭曲政策的初衷，从而产生

挤出效应，破坏了全国联招的公正性，侵犯了真正华侨

考生的正当权益；另一方面，换个马甲、多花几十万元

就能上名校，这样的“捷径”，对国内参加普通高考、特

别是家境不好的学生而言，也不公平。而容忍大量低

分考生曲线进入名校，也会极大地冲击国内高校的教

育质量。

因此，有关方面理应郑重对待这一问题，回应社会

关切。应该进一步严格“华侨生”资格审查，对于弄虚

作假的学生，一经查实，立刻取消资格，必要的时候，还

要采取“禁考令”，明确造假者几年内不得参加联考，以

严厉的惩治堵住类似的歪门邪道。对于那些大肆炒作

的教育机构，也要加以规范，不能继续无视乃至纵容，

更不允许教育系统的“内部人”参与其中、浑水摸鱼。

当然，国内高校也该切实负起责任来，不能再随意

“放水”。一个学生是不是真的“留学生”，果真很难辨

认吗？说到底，高校之所以“睁一眼闭一眼”，很大程度

上是为了收取高额的学费，以及通过“留学生”数量显

示办学的“国际化”而已。

无论如何，“华侨生”问题，关乎教育公平，关乎公

共利益，也关系到国家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必须从治

国理政的高度妥为应对。任何乱作为、不作为乃至有

意纵容的做法都是不可容忍的。

作者：胡印斌
《光明日报》2017年4月26日

宁波海曙区
给6所初中开具“体检报告”

“在德育方面，段塘学校提出了‘善文化’，努力构

建德育‘善’课程体系。但目前学校的德育教育是碎片

化的，还没有形成体系。”“李兴贵中学的亮点是有10

门次中考学科使用校本作业本，制定了作业管理制度，

下一步建议对国家课程作业、校本作业如何无缝衔接

作进一步探索。”……近日，宁波市海曙城区6所直属公

办初中校长拿到了学校首张“体检报告”。

这份由宁波教育评估院出具的报告相当详尽，涉

及宁波市第十五中学、东恩中学、李兴贵中学等6所公

办初中。评估专家组通过查阅台账、察看校园、听课、

访谈等方式进行现场评估，全面诊断和发现学校办学

中的问题、困难和瓶颈，并提出了改进学校办学的意见

和建议。“之所以邀请第三方来评估，是要让校长们跳

出‘当局者迷’的状态，对学校有更客观的认识。”海曙

区教育局局长裘建浩说，该局于2016年推出初中学校

品质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并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品

质提升情况进行专业的评估。

作者：史望颖 池瑞辉 朱尹莹
《中国教育报》2017年4月25日第7版

常山：
教育装备“走出来用起来”

近日，常山县芳村小学把美术课堂搬到了油菜地

里，该校五年级学生带上美术室里的画板、颜料、画笔

等装备，在美术教师的带领下来到当地的油菜地里进

行写生。

据了解，这只是常山县教育装备“走出来，用起

来”活动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常山县积极响应号

召，深入开展教育装备“走出来，用起来”活动，各学

校努力做到让图书“漂起来”，让课桌椅“调起来”，让

电脑“走出来”，让专业教室“火起来”，让校园媒体

“动起来”。

2016年寒假开始，全县上下各个学校本着“宁可用

坏，不可放坏”的理念，允许学生将各类实验器材、体艺

设备、平板电脑、图书等借回家使用。寒假里，五里小

学的婺剧道具、实验小学的体艺设备、芳村小学的图

书、招贤小学的铜管乐器纷纷“走出”学校，来到孩子们

的家里，来到各个社区、村庄。

作者：徐德飞
《中国教育报》2017年4月25日第6版

江苏省打出“组合拳”
全面提升高等教育核心竞争力

141所高校，190万在校大学生——高校数和在

校生人数双居全国第一的江苏，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建设格外引人关注。江苏省政府4月20日召开的高

水平大学推进会传递最新动向：该省打出“组合拳”，

全面提升高等教育核心竞争力，稳步向“双一流”目标

挺进。

“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要按照‘专项+综合’的框架

进一步推进。”在4月20日的推进会上，副省长张敬华

如是说。

何谓“专项+综合”？为提升江苏高等教育水平，从

2010年开始该省先后启动实施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

程、特聘教授计划、协同创新计划、品牌专业建设工程，

被业界称为四大专项。四大专项为江苏高等教育“由

大变强”提供了强支撑。以在全国首推的高校优势学

科建设工程为例，一期立项建设优势学科122个，二期

立项建设137个学科。

江苏省政府日前发文明确，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

分为“专项”和“综合”两类项目，“专项”即四大专项，

“综合”项目为今年新设，将重点支持具备一定实力的

高校加快提升综合竞争力，向高水平和世界一流迈进。

作者：蒋廷玉
《新华日报》2017年4月21日第12版

上海21所高中
国际课程班试点招生

4月25日，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发布2017年上海市

高中国际课程班和中外合作办学学校招生方案和计

划。2017年该市共有10所公办高中、10所民办高中

和1所中外合作办学学校进行国际课程班试点招生工

作，全市21所试点高中总共计划招生1892名，其中包

括1344名本市生源以及548名非本市生源，招生总人

数比去年增加255人。各试点高中还公布了各自详细

的招生计划。

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转发〈上海市教育

考试院关于2017年本市中等学校高中阶段招生考试

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要求，公办普通高中国际课

程班可招收符合本市中招报名条件并已获得报名资

格的考生（外籍学生除外，以下简称“上海生源”），民

办普通高中国际课程班纳入本市普通高中招生总计

划的招生对象为上海生源，不纳入本市普通高中招生

总计划的招生计划可招收非本市中考考生（考生须为

1999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应届初三学生或初中毕

业生）。中外合作办学的学校招生按照民办国际课程

班招生方式执行。

作者：张 鹏
《文汇报》2017年4月26日第5版

近日，在某网络直播平台中，出现全国多地

学校的课堂和宿舍直播画面，引起舆论热议。

媒体调查发现，参与视频直播的学校涉及

多个省份，从幼儿园至高中毕业班均在其中。

家长对此态度不一，有人认为这能让他们“见证

孩子的点滴”，也有家长担心出现安全隐患。有

学生则坚决反对，认为向公众直播会侵犯他们

的隐私。

从法律上来讲，如果没有征得同意或者获

得授权，这些学校的直播行为轻则涉嫌民事侵

权，重则涉嫌行政违法。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同意或授权”，

必须是出现在镜头中的每个人的有效授权。因

为在个人权利保护方面，权威的依据是法律规

定，而非简单的多数民主决定。只要有一个人不

同意直播，镜头中就不能出现与他相关的内容。

也就是说，除了学校没有权力做出“同意或

授权”的决定，部分家长也不能代替其他的家长

做出“同意或授权”的决定。

往深里说，即便如媒体报道的那样，部分学

校在课堂和宿舍安装监控并进行直播，征得了

学生家长的同意，相信很可能并未征得学生本

人的同意。须知，在处置包括个人隐私在内的

相关人格权利时，家长不必然有权代替孩子做

出决定。

我国《民法总则》第三十四条规定：监护人

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

任。第三十五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履行

监护职责，在作出与被监护人利益有关的决定

时，应当根据被监护人的年龄和智力状况，尊重

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可见，家长作为监护人

在处置相关权利时，如果侵害到了孩子的隐私

权，法律上已经设置了相应的救济程序。

隐私权只是人格权的一项内容，而非人格

权的全部。而且隐私也是一个动态和分层的概

念，有强隐私和弱隐私之分，场景不同隐私权的

保护程度也会不同。

宿舍是一个完全生活化的场所，有时会涉

及身体裸露，直播宿舍毫无疑问会侵犯孩子的

隐私、伤害孩子的自尊。课堂相对宿舍虽然更

为开放，但仍然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不排除

课堂上也会包含大量的隐私性信息。

更重要的是，就算课堂上没有任何个人隐

私，将课堂内容在互联网上公开直播，也同样会

造成学生强烈的压抑感和侵袭感，同样会伤害孩

子的独立和自尊，而这同样涉及人格权的侵犯。

作者：社 论
《新京报》2017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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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今年试点自主招生的高

校仍是90所，其中77所面向全国招

生，13所面向本省（区、市）招生，招生

人数不超过试点高校招生总数的5%，

与2016年基本相当。尽管高校自主

招生涉及的学生数量占全国高考考生

总量的比例不大，但是由于自主招生

的特殊性与示范意义，每年都会引起

广泛关注。

今年是“新高考”试行后的第一

年，面对“新高考”“三位一体”招生等

新探索，已步入第十四个年头的自主

招生是否能与时俱进，准确定位？“新

高考”折射出的新的高考人才选拔与

录取的方向又将对自主招生提出怎样

的新要求？

如何让命题更科学
从2003年第一批高校试行自主

招生开始，14年来，不仅试点高校的

规模从22所扩展为90所，选拔的类

型也逐渐丰富多元，从单一的自主招

生发展为“自主招生+高校特色招生

计划”的复合型人才选拔方式，也就

是人们口中的普通自招与特色计划

相结合的方式。如北京大学的普通

自招与“博雅计划”相结合、清华大学

的普通自招与“领军计划”“自强计

划”相结合、南开大学的“公能英才选

拔计划”以及复旦大学的“望道计划”

和“博雅杯”。

其中，普通自主招生的招生目标

为考查学生的学科特色与创新潜质，

而特色计划则更多地体现不同学校的

多元特色，有的学校体现在人文特长，

有的学校体现在理工特长，还有的侧

重于综合素质的考核。

但无论是普通自主招生还是特色

计划招生，命题的科学性始终是考验

自主招生含金量的重要指标。采访中

记者了解到，几乎所有高校的自主选

拔都设置了初审、笔试、面试等环节，

有个别优秀的学生，可以不用参加笔

试，直接进入面试环节。而根据教育

部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高校自主选

拔录取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笔

试的科目已从几年前的多科减少为一

科。那么，自主选拔的笔试和面试能

否区别于高考命题，考查出学生的学

科特长与创新潜质呢？

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刘震介

绍，2016年，清华大学的复试考官由

来自 20 个院系的 440 多位专家组

成。在学科专业面试中，各院系会针

对不同类型的考生设计独特的面试方

式。在建筑学院，面试不仅考查学生

的综合素质，还考查他们对于城市、空

间、建筑的理解和表达。2016年首次

加入领军人才选拔的新雅书院，重点

从数理基础知识的灵活运用、人文素

养、未来志向、文体特长等角度综合选

才。另一新增专业方向车身设计的面

试，让考生就某个物品即兴绘画，评价

时不以“像不像”为标准，主要看考生

的观察力、表现力和是否有设计灵感。

如何适应新变化
今年，自主招生面临新形势：“新

高考”试行第一年，部分地区合并批次

录取，“一本”分数线淡化甚至将在未

来面临取消，还有部分省份实行“专

业+院系”的志愿填报方式，使得一所

学校将有若干个录取分数线，以及这

几年在浙江等地试行的“三位一体”招

生也有大规模推进的趋势……高校的

自主选拔，尤其是普通自主招生面临

新的挑战。

以“三位一体”招生为例，已经有

北大、清华、复旦等多所高校在浙江进

行探索，按照6∶3∶1的比例，即高考成

绩占60%，高校综合测试占30%，高

中学业水平考试占10%，最终折算为

考生的综合成绩。而高校综合测试部

分包括课外研究或学习、创意创新成

果、文体特长、志愿公益活动、个人陈

述及推荐情况的综合考查与测试。

记者了解到，“三位一体”招生在

每年的6月22日左右就已经对学生

的成绩给予认定，等高考成绩一出，考

生就能知道自己是否被高校录取，而

此时，高校的自主选拔环节刚刚进入

给予学生分数认定的环节。“很多通过

自主招生被给予降分认定的考生，因

其通过‘三位一体’考试已经确认被高

校录取，而放弃了自主招生的分数认

定，这就在客观上导致自主招生在该

考生身上失去意义。”

“目前，高校自主选拔、综合评价

等多种招生类型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同质化倾向，尽管‘三位一体’侧重于

综合评价，自主招生侧重于学科特长

与创新潜质，但现实中，由于真正具有

学科特长与创新潜质的学生数量并不

算多，加之论文、专利、科研成果等自

主申报材料一定程度上存在‘注水’

‘找枪手代写’等现象，高校也很难找

到特别合适的学生。”一位长期从事高

校招生工作的老师表示。

如何招到适合的学生
随着“新高考”以及“三位一体”、

综合评价招生的推进，自主招生在高

校人才选拔中应该承担怎样的功能

定位？

采访中，多位学者表达了这样的

观点：自主选拔的真正意义不在于招

到多少学生，而在于打破“一考定终

生”，向社会、向基础教育传递重视学

生综合素质、鼓励学生大胆创新、发挥

潜质与特长的信号。

“尽管普通自主招生的定位为特

色与创新，但很多招生计划还是侧重

于综合素质的考核，这其实并不应是

自主招生的内涵。”有学者分析。

当然，这些年来，高校招生自主权

的应用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专

家指出：在自主招生试行之初，只有不

多的几所高校在认真研究科学的选才

标准，相当数量的学校在“随大流、打

酱油”。但现在，绝大多数高校已在认

真思考如何招收到真正符合学校特点

的学生。

不管怎样，高校的人才选拔要多

元且有特色，不同学校的人才选拔标

准应该是有差异的。高校不能只看到

“眼前这一锅饭”，还要想到“做饭之前

用怎样的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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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2017年 4月 26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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