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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據上文，指出高考加分「瘦身情況」。

2.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指出高考加分政策在實際操作上出現甚麼問題？請舉例說明。

3.有人認為，「高考加分，公開透明才能公平。」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一說法？

4.作為一名香港學生，你是否支持高考加分政策？解釋你的答案。

5.試搜集資料，分析有沒有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大學讓特定類型的學生可以在類似內地高考的考試中享
有優待？如有，指出其背後的理據是甚麼？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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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反對：
1.「人有我無」心態失衡
2.某加分項目 或成利益化

背景：
2014年，多數省份調整了加分政策：體育「縮水」 品德加分

困難：
1.成績造假
2.虛報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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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加分
歷史：
以1978年為界
1.「優先取錄」
2.「加分錄取」

爭 議

支持：
1.照顧特殊 補償弱勢
2.採取措施 有利穩定

現代中國＋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明天就是內地一年一度的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

試，簡稱高考。而就近日內地高考加分政策的改動再次引

起輿論關注。究竟該政策從何而來？過往發生甚麼事件而令該政策備受關注？支

持和反對該政策的主要理據是甚麼？本文將一一介紹。

■陳振寧、戴子熙 亞太國際關係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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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新報》、《香港商報》撰寫時政評論文章。亞太國際關係學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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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國31個省份已經正式出
台2014年的高考政策，其中多數省
份調整了加分政策，壓縮、調整高考
加分項目及分值。例如，北京取消了
市級以上科技發明創造獎獲得者，和

市級以上單學科競爭優勝者兩類加分，還將體育特長
生的加分項目從15項調整到10項；廣東省高考加分
分值也大幅降低，由原來的最高加分20分，驟減到

本科最高加5分，專科最高加10分。與此形成強烈反
差的是，13個省份加分項目中提及思想品德及見義
勇為，北京、浙江、四川三省市甚至獎勵加20分。

相比以往，今年多省市加分項目縮水被認為進一步增
加了報考的公平性。但一些省市新增的見義勇為和思想
品德加分項目，又引起如何客
觀評價質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 慧

體育「縮水」 品德加分

大部分評論以1978年為界，把高考加分政策的
實施分為兩個階段。1978年前實施的是「優先取
錄」政策，早於1950年代初實施。當時規定了
「參加工作3年以上的革命幹部和革命軍人、兄
弟民族學生以及華僑學生，考試成績雖差，得從
寬錄取」。1956年，高等教育部學生管理司發布
的《全國高等學校1956年暑期招生錄取、分配辦
法》，更明確規定了該批學生「在與一般考生成
績相同或相近時，就應該優先錄取」。

三好生特長生 予高考優惠
1978年以後實施的是「加分錄取」。高考復

行後，國家開始對三好學生（標準為思想品德
好、學習好、身體好）、學科競賽獲獎者、體育

藝術特長生等給予高考分數優惠。1987年4月
27日，國家教育委員會發出的《普通高等學校招
生暫行條例》更詳細訂明了可以享受加分政策優
惠的項目和分值。雖然高考加分政策曾有所調
整，就如推出了《關於調整部分高考加分項目和
進一步加強管理工作的通知》等。
根據國家教育考試指導委員會委員、廈門大學

教育研究院院長、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劉海峰指
出，高考加分能分為鼓勵性加分和照顧性加分兩
大類：前者為考生通過自身的努力，取得了某些
方面的成就，而獲得一些加分的機會；後者則指
考生的自然屬性和國家相關照
顧政策下的加分，例如民族政
策所產生的加分等。

高考加分的前世今生

高考加分政策在實際操作中卻出現一些難題，
導致一些輿論的質疑。
據內地媒體報道，數年前上海便出現名校加分
培訓班。當時這種培訓班收取3萬元人民幣的費
用，以短期培訓班的方式，讓學生獲得藝術特長
生中的表演類加分。而很多老師是藝術特長生的
面試官。這事件令人感到部分學生能以其資源優
勢，以取得更大的加分機會。亦有報道指在藝術

特長生的考試中，可
能出現一些作弊的情
況，例如把試卷調

包、僱用「槍手」、洩露試題、考卷上設有記號
等。

有華僑姑姑可「曲線」加分
又例如曾任職湖北省教育廳副廳長的周洪接受

媒體訪問表示，華僑子女可享有加分的資格，但
是在地方操作上不夠嚴格。例如，有個身為華僑
的姑姑，便可能令考生取得華僑的身份。

高考在大部分人眼中是一項公平高考在大部分人眼中是一項公平
的選拔的選拔，，不少不少「「寒門學子寒門學子」」通過高通過高
考這座考這座「「獨木橋獨木橋」」突圍而出突圍而出。。但是但是
高考加分這個機制的出現和實施引高考加分這個機制的出現和實施引
起了社會的熱議起了社會的熱議。。

支持支持：：從從「「不公平不公平」」到更公平到更公平
有意見指出考試的問題在於把學生的能力簡化為分有意見指出考試的問題在於把學生的能力簡化為分
數數，，排列高低排列高低，，可能有失偏頗可能有失偏頗。。而高考加分政策能讓而高考加分政策能讓
有體育有體育、、藝術等方面專長的學生獲得更大的升學機藝術等方面專長的學生獲得更大的升學機
會會，，有利國家培育多方面的人才有利國家培育多方面的人才。。

照顧特殊照顧特殊 補償弱勢補償弱勢

有意見則認為高考加分政策照顧了特殊群體的學有意見則認為高考加分政策照顧了特殊群體的學
生生，，讓制度得以變得更為公平讓制度得以變得更為公平。。首都師範大學教育學首都師範大學教育學
科首席專家科首席專家、、首都教育政策與法律研究院院長勞凱聲首都教育政策與法律研究院院長勞凱聲
便指出在中國的複雜社會背景下便指出在中國的複雜社會背景下，，受教育機會如果採受教育機會如果採
取一刀切的分配方法肯定不行取一刀切的分配方法肯定不行，，對弱勢社群進行補償對弱勢社群進行補償
是必要的是必要的。。他舉例指他舉例指，，農村和城市存在很大差異農村和城市存在很大差異，，若若
只用同一張考卷只用同一張考卷、、同一個分數線就不公平同一個分數線就不公平，，所以要用所以要用
一些一些「「不公平不公平」」的辦法加以補償的辦法加以補償。。

採取措施採取措施 有利穩定有利穩定
有意見又指出該政策有利國家政治穩定有意見又指出該政策有利國家政治穩定。。以少數民以少數民

族考生享有加分為例族考生享有加分為例，，少數民族地區由於歷史少數民族地區由於歷史、、地理地理

的原因的原因，，發展相對落後發展相對落後。。若國家採取措施若國家採取措施，，那便可令那便可令
少數民族生通過教育向上流動少數民族生通過教育向上流動。。
針對高考加分政策在實際操作上的問題針對高考加分政策在實際操作上的問題，，有意見認有意見認

為加強監管便可減少問題發生的機會為加強監管便可減少問題發生的機會，，例如有建議指例如有建議指
有關方面能舉行加分聽證會有關方面能舉行加分聽證會，，讓熟悉目標加分人士如讓熟悉目標加分人士如
同學同學、、家長家長、、教師教師、、學者學者、、媒體等參與媒體等參與，，以增加高考以增加高考
加分制度的公開化加分制度的公開化、、透明化透明化。。

反對反對：：相對公平或是不公平相對公平或是不公平
有意見認為高考制度的設立原意是以相對公平的方有意見認為高考制度的設立原意是以相對公平的方

法法，，讓有能力的人能通過考核而獲得向更大的向上流動讓有能力的人能通過考核而獲得向更大的向上流動
的機會的機會，，而不會受制於其身份地位而不會受制於其身份地位、、權力財富等權力財富等。。但是但是
高考加分政策讓部分學生以資源高考加分政策讓部分學生以資源、、身份等優勢身份等優勢，，獲得較獲得較
佳的競爭條件佳的競爭條件，，自然引起一批只靠苦讀並無其他優勢的自然引起一批只靠苦讀並無其他優勢的
學生和家長的不滿學生和家長的不滿。。

怕怕「「人有我無人有我無」」 不如鼓勵學習不如鼓勵學習
有意見指出對特殊群體加分有意見指出對特殊群體加分，，反而是對他們構成反而是對他們構成

不公平不公平。。這是因為這些人士即使努力升讀大學這是因為這些人士即使努力升讀大學、、找找
到好的工作等到好的工作等，，都可能被人們懷疑其能力都可能被人們懷疑其能力。。有意見有意見
更指出如果類似的政策長期維持下去更指出如果類似的政策長期維持下去，，可能影響特可能影響特
殊群體與社會的融合殊群體與社會的融合。。
有意見認為高考加分政策令不少家長和學生產生害怕有意見認為高考加分政策令不少家長和學生產生害怕

「「人有我無人有我無」」的心態的心態，，花上不少時間花上不少時間、、金錢等以鑽研加分的金錢等以鑽研加分的
項目項目。。事實上事實上，，每人的天賦有異每人的天賦有異，，未必適合個別加分的項未必適合個別加分的項
目目。。若然如此若然如此，，倒不如讓政策集中鼓勵學倒不如讓政策集中鼓勵學
生在基本學習上生在基本學習上。。有意見更指出部分高考有意見更指出部分高考
加分項目如見義勇為加分項目如見義勇為，，雖然有助弘揚正雖然有助弘揚正
氣氣，，但是可能把見義勇為這個發自內心的但是可能把見義勇為這個發自內心的
行為利益化行為利益化，，這對社會而言未必是好事這對社會而言未必是好事。。

內地高考號稱「天
下第一考」，無論是學
生、家長、學校以至媒

體都對此十分重視。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是學生的成績對其前途有重大影響。
由於高考的應考人數眾多，大學學

額有限，一分之差足以定生死，左右
了應考者能否入讀心儀的學校和學
系。所以部分參與者都用盡方法，以

提高其分數。高考加分政策作為其中
一個途徑，自然產生一些問題。就
此，國家若然繼續實行高考加分政
策，自然要推出更多方法以加強監
察，減少問題發生的機會。同時，它
應考慮在高考以外，如何營造更多向
上流動的途徑。畢竟考試制度把一個
人的能力簡化為分數，也有一定缺
點。

2010年，國家發出《關於調整部分高考加分項目和進一步加強管理工作的通知》，
對高考加分政策作出調整。根據學者分析，是次調整有四大特點：
1.「縮減」：如獲得全國中學生奧林匹克競賽省賽區一等獎的學生，不再具備高校招
生保送資格和高考加分資格。

2.「限高」：即是在多個加分的項目中規定增加不超過20分。
3.「指定」：例如針對保留體育特長高考加分項目的省(區、市)，其省級招生考試機
構組織的測試項目被限定為在中學普及程度高、鍛煉效果好的田徑、籃球、足球、
排球、乒乓球、武術、游泳、羽毛球八項。

4.「規範」：就是訂明「所有擬受高考加分的考生，均須經過本人申報、有關部門審
核、省地校三級公示後方能予以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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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奧林匹克競賽中獲獎亦是高在奧林匹克競賽中獲獎亦是高
考加分的項目之一考加分的項目之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一中學的學生們在一中學的學生們在
備考高考備考高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展 望

■■若在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獲若在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獲
獎可在高考上加分獎可在高考上加分。。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