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招考院招生专家：

取消保送和加分是为了消除功利色彩
省招考院招生专家表示，取消奥赛获

奖者保送资格并不代表取消奥赛，毕竟奥
赛对培养部分有兴趣有天赋的人才还是有
意义的。

这位专家表示，中学生学科奥赛和科
技类竞赛举办以来，在培养广大青少年学
科和科技兴趣、促进青少年学科和科技后
备人才脱颖而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近年来部分中学、学生及家长不顾学
生的兴趣和能力，盲目追求通过保送或加
分等“捷径”升大学，违背学校教育教学和
青少年成长发展规律，将客观上适合部分

学生参与的奥赛和科技类竞赛项目，泛化
为更多、更低龄学生参加的“必修性”学习
或活动。学生学习和参赛的功利性被强化，
参赛的动机和行为被扭曲，导致部分学生
过于注重本项目的设计，而忽视其他学科
的学习，造成偏科和基本知识学习能力缺
失，缺乏进一步发展的“后劲”。

鉴于此，为了给确有兴趣、有潜力的学
生进行科学研究和实践提供一个更加公开、
严谨和洁净的竞争平台，抑制赛事不应有的
功利色彩，更好地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既鼓励特长，又强化基础，同时也促进赛事

的长远健康发展，国家对现行竞赛保送加分
政策做出了相应调整和完善。

这位专家说，有的学生很小的时候就
被强迫去上各种奥赛辅导班，而这些学生
根本就没有奥赛天赋和奥赛兴趣。取消加
分，自然家长和学校也就不会再强迫学生
参加奥赛。如果有的学生还有很大兴趣参
加奥赛，那说明这个学生有一定的天赋。

该专家建议，已经参加奥赛的学生应坚
持下去，因为即使奥赛获奖没有加分了，奥赛
学习对人的智力成长和课堂学习也是很有帮
助的，当然学习奥赛的同学尽量不要偏科。

■相关链接

省城学校学科竞赛

所获成绩（部分）

高考加分项目调整从什么时候开始执行?
高中在校生是否会受到影响?一看到调整方
案，不少高中生和家长不禁发出这样的疑惑。
对此，省招考院相关专家解释说，本次调整将

按照“老生老办法、新生新办法”的原则，项目调整
从2011年开始执行。具体讲就是，从2011年秋季进
入高一的学生开始适用调整后的新办法；2011年
之前已进入高中学习的学生，仍执行调整前的办
法，因此对我省三年内高考加分政策没有影响。

其间，2011年之前已进入高中学习的学
生，无论是已获得相关赛事奖项的，还是准备
参加比赛的，根据其获奖情况参照原办法享受
相应加分照顾。2014年招生时将全部适用调
整后的新办法。现在提前公布这项政策，也是
为了让相关学生和家长提前知晓，做好准备。
据悉，按照惯例，我省2011年普通高考照顾政
策预计将于明年4月公布。

■相关答疑

高中在校生
是否受“新政”影响
专家：三年内对高考加分政策无影响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
员会主任程方平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
教育部在调整高考加分项目时应有一个系

统的方案，而不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程方平说，他一直很关注高考招生的

公平问题。他认为，在高考加分方面必须有
一套系统的制度来保障。“奥赛和各类学科
竞赛可以加分，但是这个过程得有章可循，
要有人来监督。”他建议教育部门在取消奥
赛保送和加分的同时要有一个整体的考
虑。“社会上今天反对奥赛保送，你把它取
消了。大家对体育特长生加分有意见，你又

出台一个政策。那么，你出台这些政策依据
的是什么呢？如果有了新的问题，又要改变
吗？”

程方平指出，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的政策不仅让考生难受，家长和学校也
跟着受折腾，而且会造成大家对高考招生
政策的不信任。他希望，教育部门以后在制
定或修改高考招生政策时，能够更加严肃、
审慎。

山东大学教授马来平说，奥赛获奖保
送或者加分有其两重性，好处是激励学生
把某一门课学得很好，负面作用是导致这
些学生明显偏科。而且带来的一个现象
是，有的中学把很多的精力都用在培养奥
赛选手上。

马教授说，从山东大学的情况看，
有的年份各个中学的学生比例很不均

衡，有一个高中靠奥赛保送来的学生几
乎占到了整个山大保送生的 1/3，这就
说明这个高中并没有把主要精力用在培
养学生综合发展方面，而是剑走偏锋，
把太多精力用在了培养奥赛选手的训
练、比赛方面。

“我们的中学是培养知识为主的学
生，而不是专门培养比赛选手的！”马教

授认为，单纯指望着奥赛获奖去争取保送
或者加分，这并不是一个好现象，这很容
易造成这些奥赛选手除了某一门突出外，
其他的能力很有欠缺，这不仅对孩子的综
合发展成长不利，而且即使保送上了大
学，也因为严重偏科，在大学里会学得很
吃力，能否成为一个完全合格的人才也难
以保证。

“很多年前，就有人提取消奥赛加分和
保送这个问题，大家争论也很厉害。这不是
一天两天的事情了。”19日下午，从网上得
知奥赛获奖学生不再保送的消息后，山东
省实验中学教导处主任韩相河老师并不觉
得意外。

多年来，山东省实验中学每年都有大批
学生被保送到国内各大高校。而保送的学生
中，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在学科竞赛中的出
色表现被高校提前录取的。韩相河主任告诉
记者，学科竞赛的确是省实验的办学特色之
一，并且纳入了校本课程。“我们为热爱学科
竞赛，并且在这方面有特长的学生提供了很
大的发展空间。他们的成绩也不错。”

尽管学科竞赛每年都为省实验中学带
来很多保送名额，但是，在韩相河主任看

来，取消奥赛获奖学生的保送资格，不会给
学校办学带来多大影响，毕竟，这只是学校
的特色之一。“学科竞赛为对某一学科有浓
厚兴趣而且学有余力的同学，提供了很好
的平台。我相信真正热爱某一学科的同学，
还会继续通过竞赛挑战和锻炼自己，并享受
其中的乐趣。”韩主任说，对这些学生，学校
仍然会一如既往地为他们的发展提供条件。

至于取消学科竞赛获奖学生的保送资
格，韩相河认为，这一举措有助于纠正当前
学科竞赛中存在的一些不正之风。“有些学
生参加竞赛功利性非常强，他们不是出于
兴趣和爱好，而是奔着保送去的。进入大学
后，一些学生出现了偏科现象。这就不利于
学生的全面发展。”

今年获得北京大学“中学校长实名推

荐”资质的莱芜市凤城高中校长卢法斌也
指出，且不说公平公正的问题，奥赛保送政
策起到的导向作用有些偏。“有些学生一进
高中就扎进了奥赛，基础知识很难打牢。获
奖了还好，拿不到奖，他们在高考中就不占
优势了。”
“这个政策的出台，反映了国家在基础

教育人才培养上逐渐务实了。”一位熟悉奥
赛的高中老师介绍说，此前的保送加分政
策与国家选拔“苗子”参加国际奥赛有关。
“全国竞赛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国际奥赛
选拔赛的作用。但是，即便我们在国际上拿
再多奥赛金牌，也不能说明我们的基础教
育发展了。”在这位老师看来，今后国家在
基础教育方面将投入更多的精力，变得更
加务实了。

11月16日，山东省实验中学主页“校园动态”一栏新增了两条喜
报。喜报的内容均与学科竞赛有关。一则称“我校12人获得全国数学
竞赛省赛区一等奖”，另一则消息称，省实验中学有14人获得全国化
学竞赛省赛区一等奖。按照教育部高考招生的相关政策，这些学生
均取得了保送国内重点大学的资格。换句话说，2011年，他们将免于
高考。

仅仅过了3天，又有了新的政策，尽管新政策对目前的高中在
校生来说并没有影响。11月19日下午，教育部在其网站上公布了由
五部门联合制定的调整部分高考加分项目的方案。根据新方案，从
2011年秋季进入高一的学生开始，获得全国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省
赛区一等奖的学生，不再具备高校招生保送资格和高考加分资格。

高考加分有了新规定，部分奥赛获奖生不再保送，这些新政策教
育界人士是怎么看待的？它对我省的高中教学有什么影响？记者第一
时间采访了一些教育专家以及部分高中学校的老师。

奥赛获奖生不再保送上大学
学校称并不觉得意外

山东省实验中学：

这个消息不意外，会继续鼓励学生发展特长

山东大学教授马来平：

奥赛保送让有的中学剑走偏锋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程方平：

高考公平需要有系统的制度保障

□本 报记者 卢玉林 尹玉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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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奥赛获奖生以后将不能保送，上大学还得参加高考。（资料片 卢玉林 摄）

我省制订的加分政策
全部取消

2001年，山东省规定“应届普通高中毕业生
加10分投档”，实行一年后随即取消。2003年，山
东省规定，凡受到市级政府抗击“非典”表彰奖励
的一线医务人员子女优先录取；受到省级政府以
上表彰的一线医务人员子女参加高考的，降低10
分录取，这一政策也只实行了一年。

2004年，山东取消了“应届高中毕业生在
高中最后一学年受省级表彰的优秀学生干部，
总分可提高20分向学校提供档案”、“应届高
中毕业生在高中最后一学年受市(地)级表彰
的优秀学生干部，总分可提高10分向学校提
供档案”、“政治思想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而受
市(地)级以上表彰的考生优先录取”等政策。

从2010年起，山东全部取消省内制订的
加分等照顾性政策。

山东省实验中学：2007年高考，在113名
提前录取的学生中，通过学科竞赛获保送的
有44人；2008年高考，在89名提前录取的学
生中，通过学科竞赛获保送的有39人；2009
年高考，被提前录取的 1 0 2名学生中，4 9人
通过学科竞赛获得保送资格。

2010年11月，在第27届中学生物理竞赛
决赛中，山东省实验中学6名省队参赛选手表
现不俗，分别被保送北大、清华两大学府。在日
前结束的数学和化学竞赛中，该校分别有12
人和14人获得重点大学保送资格。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2009年，该校15
名学生获全国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一等奖，取
得保送资格；韦东奕在第49届和第50届国际
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两获第一名，保送北大。

历城二中：2010年，赵峻峰在21届国际中
学生生物奥林匹克竞赛，保送北京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