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华招办主任：

招生改革重在“招”
而不是“考”

实 习 生 诸葛亚寒

本报记者 陈 竹

3月29日上午，从两万名报名者中进
入复试的900名考生参加了清华大学自
主选拔面试和体质测试。和去年一样，考
试结束后， 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
涵揭晓了今年清华自主招生的复试考

题，同时，他也对即将出台的考试招生制
度改革方案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今年的
方案出来后，也不可能让大家满意。”

在今年1月召开的2014年全国教育
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总体方案”将于今年
上半年出台。

然而，在于涵看来，这个方案仍然不
能使大家满意的原因是，“我们对高考的
期望值太高了， 真的难以绘制一张新的
高考蓝图，解决所有问题。”

于涵认为， 招生选材是为了解决4个
问题的关联：人才培养目标、人才招选目
标和群体、人才选拔的方式方法以及相匹
配的有针对性的录取政策。“不得不说，高
考在这四个问题中只涉及了后两个，而且
只是涉及到，并没有有效地解决。”

因此，于涵认为，改革不应只是简单
地改革考试，设计更高水平的考试，重点
应该在“招”，而不是“考”。“中国人会考
试， 还会设计考试， 我们的考试是不缺
的， 缺的是基于科学的人才选拔方式来
选材。”他表示，在这样的情况下，教育公
平不能只让高考来承担， 大学要主动为
之， 设计自主选拔人才的思路。“不是被
动地跟进， 大学要发挥的作用是很核心
的。”

基于此，于涵说，清华大学近几年来
一直在进行选材机制改革的探索， 形成
了以 “领军计划”、“拔尖计划”、“自强计
划”等一揽子计划组成的自主招生方案。

与以往一脉相承的是， 今年的复试
题目中，也有不少题目围绕时事热点，比
如第一题便是： 发展探月工程的经费是
否应当投入到民生建设中去？ 中国需要
从甲午战争120年来亚洲格局的改变中
学习哪些历史经验？

除了时政话题，社会热点也被涉及：
最近媒体报道老人摔倒之后无人搀扶的

现象，有人说是因为怕被讹诈，有人说，
“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你
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又如何解决这个问
题？相应的追问则是：如果你扶老人的时
候，老人说是你撞倒的，你会怎么办？

此外， 清华大学今年的学科专业面
试涵盖了16个学科、 专业， 涉及27个院
系， 已经达到本科招生专业的四分之三
以上，是历年来规模最大、学科最广、参
与考生最多的一次。 在学科专业面试环
节，医患关系、学习动机等职业能力测试
被列入临床医学 “六站式” 考察环节当
中；经管学院则采取当堂作文的形式，让
学生表达对竞技、 社会发展的见解和对
自身发展的思考。

“笔试在考查检测智商和学业上很
见效， 面试则更多考查的是情商方面。”
在于涵看来， 这套半结构化的考题已经
比较完善。用过去3年里参与过面试的考
生的考试成绩和现在在校的综合评价指

数来作对比，“正相关程度非常高。”

浙江高校将可自主评聘教授副教授
本报讯（孙菊红 记者董碧水）一直由

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职

务评审，今年起将由学校自主评聘。这是浙
江教育厅最新作出的一项决定。

据介绍， 纳入改革实行自主评聘的范
围与对象， 包括全省地方属普通本科高等
学校、独立学院、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
院校、成人高等学校等，对象包括教师和从
事自然科学研究、 社会科学研究、 实验技
术、 图书资料等岗位工作的各级各类专业
技术人员。 对其他辅助岗位专业技术人员
在空缺岗位内则由高校向有关评委会择优

推荐评审，自主聘任。
根据浙江新出台的意见， 高校可结合

自身发展需要，自主制订分类评审标准，自
主组建评审组织， 自主颁发任期专业技术
职务证书。意见要求，各高校要根据学校发
展和师资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 科学编制
未来3年及年度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计
划。同时建立健全评聘机构，明确岗位评聘
标准，规范评聘程序，并严格控制岗位数量
及结构比例，建立以岗定薪、岗变薪变、注
重贡献、优绩优酬的绩效分配制度。

此前，中小学教师高级职称评审、高校
教授评审、高校专业设置、高校科研项目评
审等“含金量”大的职称，浙江已全部通过
委托或下放等形式放权给基层教育局或学

校。

甘肃渭源：硕士生补助13万，还解决配偶工作

国扶贫困县重金延揽师范生
实 习 生 孙 谦 王 萌

本报记者 张 鹏

在毕业招聘季还没有完全到来的时

候， 一场小范围的招聘会还是在西北师范
大学校园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

招聘的用人单位来自地处定西市中部

的国扶贫困县渭源县教育局。 当天的招聘
场面足以用“火爆”形容，教室的走廊外挤
满了拿着简历前来咨询、登记的学生，狭窄
的走廊被挤得水泄不通。

“这场招聘会效果比我们预想的好得
多。”渭源县教育局局长包进忠说，“从来的
学生人数、 大家的热情上都能看出来比预
想都好得多。”

此次招聘会计划为渭源一中、 渭源二
中等5所中学招聘教师79人， 涵盖语数外、
理化生、政史地、音体美以及通用技术等各
个学科。

引爆招聘会情绪的， 还有一个十足的
“噱头”———该县出台的 《渭源县引进紧缺
专业教师暂行办法》 中规定，“教育部直属
师范大学毕业、 省重点师范大学硕士毕业
生一次性给予学费补助5万元， 住房补贴8
万元； 省属重点师范大学毕业生一次性给
予学费补助3万元，住房补贴5万元。”

除了“真金白银”的诱惑，渭源县甚至
还想到了解决优秀人才的“后顾之忧”：“引
进教师配偶是外地正式工作人员的， 可照
顾调入本县工作。”

不仅如此。 这些即将引进的 “紧缺人
才”，还将被“重用”：“所有按规定引进的教
师，全部分配到县内高中学校任教，优秀的
分配到县城区高中学校任教； 拟引进的重
点师范大学毕业生在未被正式录用前，经
教育主管部门统一， 可由用人学校根据需
要与毕业生签订聘用协议，提前安排上班，
试用期一年， 试用期间参照新分配教师工
资标准发给工资。”

这对于一个西部国扶贫困县来说，“几
乎是可以拿出的引进人才最高的待遇了”。
人们不禁要问： 一个国扶贫困县缘何重金
延揽师范生呢？

“就是想通过连续几年的优秀教师引
进， 把我们的学校特别是高中的师资力量
整个提升一个档次。”包进忠说。

这已经不是渭源县第一次赴西北师范

大学办专场招聘会了。2013年，渭源县也派
出了招聘团队，但因为“来得有些迟，只招
了13人”。

一年时间， 这批来自师范学校的科班

毕业生在学校反响良好，有口皆碑。这更加
坚定了这位教育局长从师范院校引进优秀

师资的决心。他透露说，渭源县将继续坚持
这一方针，“坚持四到五年， 直至引进教师
满足我们的需求。”

除此之外， 改良师资构成也是渭源县
“煞费苦心”背后的苦衷。

“渭源县是穷县，以前为了照顾本地人
就业，多招收本地生源的学生。时间长了，
近亲繁殖现象严重。 往往学生从哪个中学
毕业，又回到哪个中学任教。在以前的老师
面前，既是同事，又是学生。”渭源县职业中
等专业学校校长张学文说。

这位校长进一步说，“长此以往， 教学
方法趋于雷同，教学的智慧就枯竭了，不利
于教育的长远发展。”

前来应聘的大学生中不乏渭源籍生源

的身影。“这次机会对于我来说可能比别人
具有更多意义。”刚刚面试结束的应聘者何
小华说。 她是西北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
院10级云亭班的准毕业生， 老家就在渭源
县锹峪乡。

在这位90后看来，“我本来就是渭源一
中毕业的， 当时以全校前几名的高考成绩
考来了西北师大， 现在有机会可以以老师
的身份重回母校，既可以回报母校，又可以
免于远走他乡去就业， 我特别希望自己能
获得这份工作。”

更令许多西部县教育局长们头疼的

是，近年来，各地新任教师实施公开招录制
度，坚持“凡进必考”的原则，这一旨在防止
招聘腐败的阳光政策， 同时也带来了负面
效应———大量非师范生涌入西部基础教

育。在西部不少县份，基础教育师资断档现
象十分严重， 进入教育系统的非师范生无
法履职的现象也较为突出。

“‘凡进必考’的原则下，只要取得教师
资格证的毕业生都拥有考试资格。 而以笔
试为主的招考方式， 师范专业学生的教师
教育专业技能方面的特点和长处无法充分

发挥。在招考中，相比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并
无明显优势。”西北师范大学学生就业指导
中心主任何瑛说。

何瑛介绍说，为应对这一局面，目前西
北师大积极调整了策略， 主要邀请地方教
育局到师大办就业专场， 说服地方教育局
“先引进人才，再参加考试”。

中国青年报记者获悉， 这场招聘会渭
源县教育局共签约50人，“满载而归”。据包
进忠局长透露，渭源县教育局还将计划在3
月底赴陕西师范大学举办专场招聘会。

实验室闭门造车出不了科技创新
合肥工大：只有生活才能造就“卓越工程师”

通 讯 员 周 慧

本报记者 王 磊

对于建筑业农民工以及其他从事野外

工作的人来说 ， 洗澡绝对是件奢侈的事
情。 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研究生
章林富不止一次听到他们对洗澡的渴望，
在他看来， 洗澡是基本的生活问题， 不能
被忽视。

为此， 他和另外两位同学共同设计了
一款名为 “流动浴池” 的作品， 结果 “一
不小心” 摘得了去年全球工业设计顶级奖
项———德国红点设计大奖。

“一个神奇的浴池， 可以直接放进河
流小溪中， 水分子可以渗透进来， 但寄生
虫、 砂石等污染物却被过滤在外， 人们能
在里面沐浴， 还能漂浮在水上观景。” 章
林富介绍说， 即使在水质不好的地区， 人
们也可以把浴池搬至湖里享受舒适。

“用智慧的眼睛观察生活 ， 用科学
的方法思考生活， 用工程的创新改变生
活” ———已经成为该校大学生科技创新的

新风尚。 作为首批入选 “卓越工程师培养
计划” 的高校之一， 合肥工业大学近段时
间学生课外科技创新成果大量涌现， 2010
年以来， 该校大学生学科竞赛省级以上获
奖1973项， 其中国家级1446项。 值得一提
的是， 其中绝大部分项目来源于大学生对
日常生活的观察和体验， 既体现出较高的
工程水平， 又贴近生活实际， 洋溢着青春
的创意和想象力。

灵感来源于对生活的体验

“由于年龄和经历的限制， 大部分本

科生入校时缺乏对生活的理解， 有的甚至
缺乏基本的生活经验。” 在该校建筑与艺
术学院党委书记陈刚教授看来， 科技创新
源于对生活的热爱， “因此， 在人才培养
中， 首先要注重引导本科生学会对生活的
体验。”

“不过， 这种体验并不是走马观花的
参观， 而是以智慧的眼光和科学的手段去
观察生活， 在观察、 采集中累积生活的数
据和经验， 在积累中提升批判思维的能
力， 最终形成创新型的成果。” 陈刚总结
道。

纪若婷是该校交通运输工程学院的一

名本科生 ， 细心的她乘车时经常发现 ，
“在雨雾天气， 如果周边光线比较暗， 远
处时很难识别交警的指挥手势。”

正是这一现象， 激发了她的灵感。
为此， 她和另外4名同学一起发明制

作出了 “智能交通指挥手套 ”。 2013年 ，
这项发明在全国大学生交通科技大赛上获

得一等奖。
“在手套里有一个电路板，当手套在变

换姿势时， 重力方向的变化导致开关的自
动切换，从而实现红绿灯的替换。”该发明
团队教导老师董满生点评道，“原理一点都
不复杂，但这项发明贴近生活，想法独特，
而且作品简单实用，可操纵性强。”

与纪若婷一样，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的聂霜也是一名 “格外细心” 的女生。 很
多人都知道， 马齿苋可以食用， 也可以治
疗腹泻， 但是这个爱美的女孩却开发出它
的另一用途———祛痘美容。

“阅读文献时发现， 腹泻是肠道受到
细菌感染， 而长痘痘也是皮肤受到细菌感

染， 两者之间是否有相通之处？” 聂霜脑
海中灵光一现， 在生物化学课的课堂上，
她请教了老师汪惠丽。

在汪惠丽教授的指导下， 聂霜整个大
二的暑假都泡在了实验室里。 经过反复试
验， 聂霜终于发现了马齿苋中提取的生物
碱可以有效抑制面部皮肤的细菌， 起到祛
痘美容的效果。 目前， 这一成果已经在申
请专利， 并将进一步进行有效性和安全性
试验。

“在日常教学中， 我们在如何在生活
中激发学生的创新兴趣、 如何引导学生从
兴趣中发掘科技创新成果上花了大量的时

间和精力。” 汪惠丽教授介绍说， 学生每
两周就要和导师进行一次一对一的学习汇

报 ， 每月底还要进行正式的工作汇报 。
“对于学生在生活中发现的创新点， 自己
会结合自己的科研项目予以支持， 引导学
生开展更为深入的科学研究。”

创新发自对生活的关爱

食品安全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
提起 “瘦肉精”， 该校生物与食品工程学
院研究生梅占龙气就不打一处来。

不过， 传统的食品安全检测方法， 检
测成本昂贵， 耗时长。 他在导师的指导下
开发出增敏型试纸条， 灵敏度高、 稳定性
强， 既能检测食品中的安全危害因子， 又
能检测环境中的有毒有害物质， 还能对临
床上一些疾病的标志性分子进行检测。

“只要将我们研制的试纸条浸入生猪
尿液， 十分钟内， 试纸条的显示结果就能
告诉你， 饲料中有没有含有瘦肉精。” 梅
占龙介绍说。 这种检测方法还可以应用于

对双酚A、 三聚氰胺等有害物质的检测，
不仅方便快捷， 而且成本很低。

在读期间， 梅占龙围绕食品安全方向
发表了3篇SCI论文 ， 获批3项发明专利 。
2013年8月， 他荣获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
领域的最高荣誉———第八届中国青少年科

技创新奖。
和梅占龙一样， 秦海春也是一名充满

了责任感的年轻人。 在校期间， 他经常参
加助残志愿活动， 这让他一直在琢磨， 能
否开发出一款智能轮椅？

下雨天想关窗户， 只需要轻松动手按
个键； 张嘴 “使唤”， 它就能带你随处散
步并躲过障碍物； 简单触摸手机屏， 座椅
可立刻变成一张床……作为2008年第一批
本科就进入合工大创新实验班的学生， 在
导师的帮助下， 他和队友从大二起就进入
学校创新实践基地， 不断对智能轮椅进行
改进。 历经5年， 由合肥工业大学学生团
队研发的 “卧居智能轮椅”， 将这些听起
来不可思议的功能全部聚集在一起。

在第二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

总决赛上， 这一成果在众多高新技术企业
竞赛对手中脱颖而出， 获得大赛一等奖，
成功闯入全国大赛。 随后， 不少公司向他
们抛来 “橄榄枝”， 希望投放市场。

“工程师是科学家， 是艺术家， 也是
思想家。” 该校大学生科技创业服务中心
总经理、 研三学生刘凯向记者感慨道， 科
技创新不是关在实验室里就能实现的， 从
某种意义说， 只有生活才能培养出一名卓
越的工程师。 “并不是工科男就不懂生
活 ， 学会热爱生活 ， 体验生活 ， 享受生
活， 也是所有年轻人都应当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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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了当地最好的高中，怎么上重点大学？”

名校馅饼砸不到农村娃头上
本报记者 邱晨辉

实 习 生 马 露

北京大学一场有关教育和交流的演

讲，为米歇尔新增不少青少年粉丝。不过，
这位美国第一夫人可能并未意识到，“出国
留学”这个在她演讲中反复出现，并被她称
作“能够改变人生”的受教育方式，对于听
她演讲的学生受众， 尤其是电视机前的亿
万中小学生而言，并非唾手可得。在中国，
真正“改变”他们的，还是要寄望于上一所
好大学。

正如在前不久的全国两会上， 有关上
大学及其背后的教育公平问题， 才是教育
部长被围追堵截时遭遇最多的问题。其间，
不少来自地方教育领域的全国人大代表和

教育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也发现， 今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涉及教育改革的具体内容并

不多，而是将更多的笔墨落在教育公平上，
比如那句 “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
人数要再增长10%以上”，就被媒体反复解
读为，农家子弟有望真正得到一棵“改变人
生”的救命稻草。

当美国第一夫人在她富有外交高度、
且不乏政治意味的演讲中关心留学时，或
许没有意识到， 什么才是大多数中国学生
最关心的。

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的

比例真的增加了吗

“10%？”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创始人
俞敏洪说自己“不相信”这个数字 ,至少对
10%的成分表示“怀疑”。

在临近两会结束的一次全国政协教育

界别小组会议上， 俞敏洪当着中国教育学
会会长钟秉林、 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等政
协委员的面讲起一段“亲身经历”。

按照俞敏洪的说法， 他的企业每年都
会资助数十位北京大学“贫困”大学生，但
就在去年， 当和这些学生 “说上那么一两
句”后，这位出身农村平民家庭的企业家很
快发现，“这些贫困学生大部分其实不怎么
贫困”，用他的话说，除个别学生外，大部分
学生的经历都是惊人的相似———从初中开

始就在省重点学校读书，一直到高中毕业。
“这哪里是贫困地区的农村学生？”他说。

2012年以来， 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组
织实施， 每年在高校招生计划总增量中安
排1万名定向招收贫困地区农村学生 ，到
2013年这一数字增加到3万名，如此就有了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的 “比例提高了
8.5个百分点”，而对于今年的任务，则定在
了“再增长10%”。

就是这个数字让俞敏洪心生疑惑。
他曾到过一些落后地区。 在一个闭塞

的县城，他到了当地“最顶级”的一所中学
后发现， 学生一半以上都是当地政府工作
人员的子弟， 剩下一多半就是当地有钱人
家的孩子，鲜见真正的农村孩子。

“上不了当地最好的高中，他们怎么上
重点大学 ？”俞敏洪说 。其结果 ，这8.5%或
10%的新增名额就是被贫困地区的 “政府
子弟”或“有钱人家的孩子”占了。

接着，他讲出了自己眼中的升学逻辑。
“出国读书的孩子，政府领导子女占了

一大半。不出国的 ，北大 、清华 、人大都被
（干部子弟）占了。他们难道是作弊的吗？一
点都没作弊。 因为这些孩子从小就受到了
最好的幼儿园、小学、中学教育，不可能考
不上名牌大学。”俞敏洪说。

“背景” 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决定性作

用。 即便是在出口处加8.5%或是10%的重
点大学的招生计划，似乎也难“填平”起点
处教育投入不均的鸿沟。

正如全国政协委员、 复旦大学教授葛
剑雄所言， 在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的前
提下， 所谓加大比例的做法则很有可能演
化成新的不公平的加大。再者，简单拉伸比
例，不是照顾而是讨巧，反而会害了农村孩
子，“如果学生成绩没到，硬拉到重点大学，
学生自己也会抬不起头来， 进一步影响毕
业后找工作。”

让更多贫困地区孩子上重

点大学，更要让他们上“重点”
中小学

葛剑雄所在的讨论小组与俞敏洪只有

一墙之隔，20来位委员近半都来自高等教育
领域，然而，这一天他们集中谈论的也是基
础教育的话题。全国政协委员、澳门理工学
院院长李向玉这样开了个头：要解决教育公
平问题， 上重点高校比例的增加只是治标，
治本还是要向源头，也就是基础教育开刀。

教育资源向城市集中， 偏远山区的农
村孩子到城里读书“几乎不可能”，“从小学
就落后了，到高中越来越落后，到大学就没
机会了”。

去日本考察时，李向玉发现，日本从幼
儿园开始， 教师就按照国民素质标准抓学
生的基础教育， 从身心健康各个方面一代
代地施行，只从身高上看“日本青少年就超
过了中国孩子”。李向玉说，中国孩子尤其
是偏远地区的孩子不是不“聪明”，而是“资
源太少，没老师教”。

“政府当然还要倾斜资源，但仅仅是从
最后上大学的数字上倾斜资源， 让数字变
得好看吗？”葛剑雄直言，政府最大的责任
是把主要的钱投在义务教育上， 使学生受

教育水平基本一致，实现教育基础公平，让
寒门学子获得均等的教育资源。

坐在一旁的全国政协委员、 华中师范
大学党委书记马敏补充了一份来自中国中

西部11个省农村基础教育的调研结果：在
这些省份，乡镇一级的中心小学以下，还分
布着6690多个教学点， 这些教学点往往分
布在最偏远的山区， 有些地方甚至连电都
不通，具体来说，这些地方有45.9%的代课
老师没有参加过培训，94%的教学点从不
知道支教教师“长什么模样”。

“国家投的钱也不少，一问，电脑买了
没有 ，买了 ；牵了网没有 ，牵了 。但是 ，没
用。”马敏说，电脑买了、网牵了，但是偏远
山村，信息资源进不来。有些地方老师不会
用电脑，形同摆设。

让更多贫困地区孩子上重点大学，更要
让他们上“重点”中小学，马敏说，目前来看，
最具操作性的做法就是师资力量的倾斜。

添加优秀师资力量的砝

码， 除了呼吁还要用市场配置
资源的思维

俞敏洪同意马敏的说法， 为解决城乡
之间的教育不均衡问题，政府投了很多钱，
但是没抓住要点，“一个学校真正好， 好就
好在老师。优秀老师在哪里，优秀学生就在
哪里。”

然而，把好老师从城里“赶”到农村并
非易事。

有一次， 俞敏洪到美国一个 “鸟不拉
屎”的偏远地区，发现当地一小学，总共就
200个学生，却有两个哈佛毕业的老师在那
里教书。 在中国， 从北大毕业跑到边远地
区，在农村小学蹲着，一教一辈子的优秀教
师，“有，但很少”。

不过，这并非是个无解的难题。俞敏洪

认为“症结”还是出在“钱”上，即使在美国
偏远地区，老师的房子跟城里没有两样，生
活条件依然很好，然而在中国，一到农村，
“水没了”、“房子没了”、“工资也没了”。

“现在中国经济当头，屁股决定脑袋，
哪儿工资高 ， 决定了老师的屁股往哪儿
挪。”俞敏洪认为，除了舆论上的呼吁，关键
还是要通过中央强有力的政策， 用市场配
置资源的思维，让教育资源向农村分散。

他做过一个尝试。 新东方在偏远地区
有六七所希望小学， 其中两所希望小学的
老师每年都能得到3000元补助， 条件就是
“待在学校”，“就是这每年多出的3000块钱
为孩子们‘留’住了老师。”

在舟山县的一个山顶上， 坐落着一所
小学， 从山下到山上， 开车不过半小时路
程，但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山上是农村，山
下是城市， 老师们都不愿意 “上山”、“进
村”，怎么办？俞敏洪说其实很简单，还是要
靠价格杠杆来起作用，“只要山上的老师工
资比山下老师工资一年多上3000块钱，那
些老师就全部待在山上不下来了”。

“不过这3000块钱得由政府出。”俞敏
洪说。

3月24日，教育部针对“农村穷孩子上
名校人数要增一成” 的目标对外公布了三
项举措，包括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实施农村
学生单独招生以及实施地方重点高校招收

农村学生专项计划， 但在不少业内人士看
来： 这三者不过是在教育公平出口处的三
只“火把”，让人看着闪光却未必真的温暖，
而基础教育问题“治本”的火焰并未点燃。

令人欣慰的是， 在此前的全国两会中
外记者见面会上，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强
调“10%”这个数字的同时，还提到了另一
句话，即“要加大农村贫困地区薄弱学校改
造的力度”。

教育观察

3月30日， 山西省太原市， 山西省图书馆内， 前来读书的市民坐满了图书阅览室。 据了解， 每逢周末有不少市民选择前往图
书馆为自己 “充电”， 而山西省图书馆舒适的环境及每周末举办的 “文源讲坛·星期日讲座” 也吸引了不少市民前往听课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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