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高校的自主招生，都将公众的视线聚焦于高招制度乃至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

很多人在呼吁改革高考制度。这是一件涉及面广、敏感度高，必须慎之又慎的事情。但慎重不等于什么都不

做，对于看惯了的缺点，就应该逐步改进。比如，高考录取的明显缺点是按总分排队，它抹杀了不同学生的学习特

长和不同专业的学习要求，而且总分排队助长了所谓的“掐尖大战”。

自主招生考试是在目前高考大框架下的一个补充手段，是慎重的改革探索。南开大学在招生环节上，作了一

些契合学校特色的探索。比如，我们尝试在现行多科考试的框架下力争发现不同的“尖”，并在考生特长与专业学

习要求相匹配的前提下给予加分，试图形成尊重特长和尊重专业统一的价值取向。今后还可以更灵活，把更多的

选择权交给学生：在一定的必选科目之外增加选考科目，比如“五科”中选“三科”，由学生自己选。

现在媒体常常把自主招生和偏才怪才联系在一起。我认为偏才怪才是极少数，否则就不偏也不怪了，对他们

可以通过其他特殊渠道录取，而不是在公开招考上设置优惠。

自主招生考试不是为了选拔个别的偏才怪才。如果在考试中太注重偏才或怪才，可能会对中学形成“指挥棒”

效应。人才培养往“偏”或“怪”的方向发展，不是正确的导向，从长远看，全面发展、特色鲜明的学生更有潜力。

实际上，人才培养比选拔更重要。如果说选拔人才是筛选出好种子，而让好种子生长得更好，才是大学的真正

任务。大学的当务之急并不是用什么方式选拔人才，或者挑选什么样的人才，而是探索一套符合规律的人才培养

方式。

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的大学教育有着很深的工业化思维烙印。我们往往把培养人才与工业上的“塑造”或

“加工”看作一回事，而正确的教育理念应该是让学生像植物一样生长，不是“被塑造”或“被加工”。

数学大师陈省身曾说，大师是冒出来的。钱学森先生也曾感叹，这么多年都没有冒出杰出人才。他们用的都是

“冒”这个字。有人把办尖子班的做法和应试教育的方法延伸到大学来，是不得要义的。就个人而言，我不知道哪个

科学家是从尖子班培养出来的。

“冒”是一个主动的过程。我们必须拓展学生主动学习、主动选择、主动参与的空间，不仅要指导，更要尊重学生

的主动性、创造性，这是“冒”出人才的必要条件。

杰出人才的培养不单纯是大学的任务，中小学尤其是高中，要跟大学互动起来。我们一起来探索杰出人才的

培养规律，按照规律办事情，把环境营造好。

要不拘一格“冒”人才，需要实现教育的转型，真正实施素质教育。我们要在推进素质教育的实践中发展素质教

育的理论，在人才培养上能够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不必什么都跟在外国优秀大学后面亦步亦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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