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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分“瘦身”成趋势

“中考加分是在高考加分实施
之后出现的， 基础是中学招录与分
数相挂钩。 ”储朝晖说。

这些年来， 各地曝光的中考加
分“丑闻”屡见不鲜：加分考生大半
出自同一场比赛、本来“连冰鞋都踩
不稳” 却一路成为花滑“二级运动
员”、一直是汉族，中考前却变身少
数民族……不管是政策类还是鼓励
类， 加分的初衷都是为了优待特定
人群，弥补中招制度的某些缺陷，背
后蕴含了教育公平，但在分数决定升
学的事实面前，一些加分项目反而有
可能为考场外的较量打开“豁口”。

2014

年底教育部等
5

部门印
发《关于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考加
分项目和分值的意见》，各地陆续清
理高考加分项目。 不少地方不约而
同地选择跟随高考脚步， 对中考加
分进行“大瘦身”。 从今年已出台的

中考加分政策看， 虽然仍有不少省
市还有鼓励类加分项目， 但取消地
方性鼓励类项目， 调整和完善全国
性政策类加分，正成为趋势。

北京从
2015

年起取消市级三
好学生和艺术、体育、科技方面获奖
考生加分项目，并将于

2017

年起将
少数民族考生加分政策的适用范围
调整为“从边疆、山区、牧区、少数民
族聚居地区在初级中等教育阶段转
学到北京市就读的少数民族考生”。

海南省教育厅调研员龙官吾表示，

海南省中考加分将根据国家的政策
变化做出相应调整， 总的趋势是减
少加分项目和加分分值。

也是在去年，哈尔滨取消艺术、

体育类比赛获奖考生加分项目，以
及“全国劳动模范子女”“获得省级
或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
家’ 荣誉称号人员的子女和享受省

政府或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的子
女”“为我市引资到位

100

万美元以
上的侨眷子女”“用朝鲜语授课的朝
鲜族中学的初中毕业生” 等地方性
鼓励类加分项目。 成都则将从

2019

年中考起彻底取消少数民族考生中
考加分。

有专家认为， 从现阶段来看，

“瘦身”加分政策的确是“快刀斩乱
麻”的解决方法，因为保留的是不易
被注水的刚性标准。 但简单补“豁
口”的同时，不应成为教育部门懒政
的借口， 特别是一些鼓励类加分项
目， 其背后代表的对学生个性化、全
面发展的诉求不应被忽视。取消加分
容易，关键还在于找到可以替代的择
优功能，探索有效的综合素质评价体
系，用更科学、专业的标准选拔学生，

使得学校在众多考生中“打捞”出适
合自己的那一个。 （据《人民日报》）

家长投资500万元加10分、10年环卫工的子女加4分……各地政策五花八门

中考加分让人如何淡定
6

月接近尾声，高考之后，各地中考
大幕也渐次落下。 考场之外，另一件事
牵动着家长们的神经：中考加分。

不同于考场上实打实的较量，获得
加分意味着孩子能在考试枪鸣响前出
发， 与起跑线前的其他考生拉开差距。

而在
1

分之差就能掀起排名变动的中
考面前， 加分项目所带来的

5

分、

10

分
甚至

20

分的差距，显然无法令家长们毫
不在意。

有些地方加分人数

占比高达 15%

这些日子， 云南昆明好多家长坐不住
了。 在昆明市各区县教育局近期公示的中
考加分名单中， 有

11229

名考生获得中考
加分，占

71311

名中考总人数的
15.74%

。在
这些考生中， 农村户口独生子女和少数民
族考生占比最大， 分别为

4916

人和
4902

人， 两者合计
9818

人， 占总加分人数的
87.43%

。

“加分人数占比过大， 对排名影响太
大。 ”尽管孩子只是读初二，家长朱亮（化
名）却格外关注这件事。

目前， 昆明市中考加分政策包括省市
三好学生、 户籍在少数民族自治县或其他
民族乡的考生以及农村人口独生子女的考
生等七类。

实际上，这已经是“瘦身”的结果：从
2007

年的十大类
24

个小项最高加
50

分，

降为现在的七大类
21

个小项最高加
20

分，最高加分分值由
50

分降为
20

分，最低
加分分值则由

20

分降为
5

分。

根据昆明教育局政府信息公开网数
据，去年，昆明中考加分人数就已破万，占
到总考生的

16.44%

。 既然加分人数和比例
与去年基本持平， 为何今年家长的反应特
别大？

“今年昆明中考总分由
880

分降到了
600

分，总分大幅度降低，但是加分却并未
相应减少，造成起点不公平。 ”朱亮说。

据了解， 今年昆明中考包括
13

门科
目，其中历史、思想品德、地理、生物学和信
息技术

5

个学科成绩合格及以上者， 每个
学科按

10

分计。 也就是说，获得
20

分加分
等同于考了两科满分成绩。 “我们孩子在云
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在最近的一次毕业
年级三模中，数学考了

120

分满分的有
143

人， 考了
117

分就已经排到了全年级
400

名， 一个学校才差
3

分中间就差了
200

多
名，更别说全市了！ ”朱亮表示。

这也是昆明许多家长的心声： 在中考
总分大幅降低的背景下， 目前的单项加分
分值太高了，是否能够适当调整单项加分？

面对家长质疑， 昆明市教育局表示：

“加分政策是由
17

个单位组成的招生委员
会制定的， 如省三好学生的加分政策由教
育部门出台，体育类加分由体育局出台，少
数民族加分由民宗委出台， 农村独生子女
加分由卫计委出台等等。 每项

5

—

20

分的
配套制定，自执行以后一直未变。 调整加分
项和分值涉及方方面面，需要上下联动，各
部门之间协调进行。 为了保证政策连续性，

今年不会改变加分政策。 ”

鼓励类加分政策五花八门

昆明中考加分掀起波澜， 其他
地方状况如何？

2016

年，上海迎来
7.51

万名中
考考生，其中有约

2000

人享受加分
照顾或同分优待， 占总考生的
2.66%

； 在
4.7

万名南京中考考生
中， 加分考生占总人数比例为
2.6%

；济南共有
64290

名中考考生，

加分考生人数为
1412

名， 约占
2.2%

；在
4.3

万名太原中考考生中，

加分人数为
1089

人， 所占比例为
2.5%

；即便是在有
10

万余名考生的
广州，

7377

名加分考生占中考总考
生人数比例也为

6.98%

……相较之
下， 加分考生超过总考生人数

15%

的昆明的确有些突兀。

而在上述地方的加分考生中，

少数民族考生和农村户口独生子女
考生是加分榜单中的大多数。 据统
计，在南京，

1200

名加分考生中，有
937

名为少数民族考生加分，占
78%

；而在济南，少数民族考生加分

达
1230

名，占比接近九成；类似的
情况也出现在郑州，

1307

名因少数
民族而加分的考生占了

1528

名加
分考生的

85.54%

； 在太原，

1089

名
加分考生中， 有

253

名为少数民族
考生，

676

名为农村户口独生子女，

两者占总人数的
85%

。

“既然国家已经全面放开二
孩政策，中考为何又要给农村独
生子女加分？ ”这是许多家长的
疑问。

“农村户口独生子女加分属于
过去政策的延续， 既然现在国家政
策有变化， 教育部门应及时进行调
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
朝晖表示。在少数民族考生加分上，

“对于生活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或
少数民族聚居地等的少数民族考生
来说，这项加分有必要，但如果考生
一直生活在汉族聚居地， 那加分可
能反而有失公平。 ”

由于我国普通高中实行地方负

责、分级管理体制，考试招生大多在
省级领导下， 由地市或县区具体组
织实施。因此，各地加分政策大相径
庭。目前，各地中考加分大致可分为
两类：政策类与鼓励类。 其中，政策
类加分政策大多为全国性的加分项
目，如烈士子女、军人子女、见义勇
为子女、 华侨、 归侨及台胞子女
等。 而鼓励类加分政策则多为地
方性，主要包括艺术类、体育类、

科技类特长生及赛事获奖者，或三
好学生、 优秀干部等荣誉称号获得
者等。

一些中考加分政策颇具“地方
特色”。 譬如，根据《

2016

宁夏银川
中考加分政策》，凡来银川投资

500

万元以上的企业家子女可降低一个
分数段参加录取，每个分数段为

10

分。今年，银川的
157

名中考加分考
生中，有

58

人因此加分。 而在呼和
浩特，从业

10

年以上（含
10

年）的
环卫工人子女可加

4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