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 7日，天津南仓中学的新疆高中班毕业生在奔赴
考场前抓紧复习。

当日是2015年全国高考的第一天，天津市南仓中学
内地新疆高中班的 71名考生在老师的统一带领下奔赴
考场，开启他们的高考之旅。

新华社发（刘东岳摄）

内地新疆高中班津门“赶考”

6月 7日，在宁夏银川二中考点，宁夏回族自治区首
位盲人考生正在独立考场内答题。

当日，2015年全国高考正式开始，宁夏回族自治区
在银川二中考点设置盲人考场，参加高考的盲人考生在
独立考场内使用盲文作答，考试时间延长50%，在考场有
专门引导员引导出入。

为了给残疾考生提供更多便利，2015年教育部下发
《残疾人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管理规定
（暂行）》，这是中国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残疾人参加普通高
考专门制定的管理规定。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摄

宁夏首位盲人考生参加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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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新闻进行到底
文·本报记者 张盖伦

6 月 8 日，刘志与全国 900 余万名考生一道，完

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大考。

接下来的日子里，他还要面临另外一次重要“考

试”——报志愿、选专业。

“文科生好像没多少专业能选吧。”刘志是北

京市海淀区某中学高三学生。接受科技日报记者

采访时，他说对专业问题感到茫然。“好像只能学

经济。他们跟我说应该学会计。男生适合当会计

吗，我也不知道。但他们就是说好找工作。”

“他们”，指的是刘志所在课外辅导培训机构的

老师。“说真的，我都不知道这些专业是干嘛的。”刘

志摇摇头。

考试有谱了考试有谱了，，怎么选专业才靠谱怎么选专业才靠谱

■图片故事

■教育时评
文·郑渝川

■责编 林莉君

■第二看台

日前，记者卧底了一个高考替考组织，湖北个别

高校多名大学生加入，试图通过充当“枪手”牟利。多

名“枪手”均持有由“上线”提供的具有本人照片的“身

份证”“准考证”，部分证件户籍地显示为山东，这些证

件信息已存于江西教育考试院系统。接到有人组织

替考的举报后，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教育考试院立

即部署南昌市教育考试院，联合南昌市警方开展调查

核实，有关考生已被警方控制。目前教育部已介入调

查。（6月7日《南方都市报》）
考试舞弊，古今中外皆有之。但《南方都市报》

记者通过亲历卧底所了解并揭示的情况，仍然让人

感到震惊。

目前被江西省教育考试主管部门会同警方查获

的替考考生，是在卧底记者提供明确举报信息后查获

的。这也意味着，至少在今年的江西高考现场，存在

着可供替考“枪手”组织利用的巨大管控漏洞，考场监

考环节未能尽职完成考生身份信息准确甄别。

前述管控漏洞，究竟是因为“枪手”持有的身份

证、准考证，出自正规制证渠道，属于仅证件照信息

造假的“真身份证”“真准考证”，从而让监考人员无

从甄别；还是说，身份证、准考证本身就是假证，监

考人员麻痹松懈甚至与替考“枪手”组织合谋串通？

如果真相属于前一种情况，反映出身份证、高

考准考证申报制作环节存在漏洞，至少被替考考

生所属的学校、班级及属地教育部门、公安机关有

关人员参与其中。人们急切需要了解的是，改动

高考参考考生的身份信息，比如相片信息，需要经

过从学校到教育、公安部门哪些程序，涉及多少环

节，若是各环节中直接经办人员串谋，就能够实现

瞒天过海？

反过来，若是“枪手”以假证，就可以堂而皇之

通过个别监考人员“放水”，完成替考，就表明高考

考生身份甄别工作的有效性完全取决于监考人员

的责任心，以及是否被贿赂。省城考场尚且如此，

那些分布在地级市、县城的考场，考生身份信息甄

别是否同样甚至更为松散、混乱？

替考“枪手”组织的组织高度严密，发展出完善

的上下线关系，依照替考考分的酬劳定价也趋于标

准化。另据卧底记者了解，该组织在不同省份已多

年运作高考替考。而这一切，完全不在相关省份教

育考试部门和公安机关掌握之列，却能被记者通过

社会信息洞悉，并顺利搭线完成卧底探访。我们不

能因此贸然得出，相关省份教育考试部门和公安机

关对于高考舞弊的打击惩戒态度不坚决、力度不到

位的结论；但现有信息可以表明，主管部门对高考

舞弊操作方式的演化、替考“枪手”组织的舞弊能量

估计不足。

笔者以为，教育部门和公安机关在查实卧底记

者描述介绍的情况后，应当尽早如数查出替考“枪

手”，向社会公布涉案人员名单，唯有如此，才能避

免某些“手眼通天”、能量巨大的涉案者或其亲属通

过幕后运作，降低在国家考试严重舞弊人员所需承

担的责任。

无论如何，2015 年的高考，在江西省南昌市的

考场曝出惊人替考丑闻，反映出考试组织和监考工

作存在巨大漏洞，应当就此进行严厉问责。江西省

教育考试部门应当成为被调查问责的对象，而不能

由其主导事件的调查、定性和处理。国家教育主管

部门应会同纪检监察机关成立专门的调查组，入驻

江西，彻查替考丑闻以及幕后存在的种种猫腻。

曝出高考替考丑闻，应严厉问责

大学毕业之后，刘雯感到了专业给自己带来的

限制。

她在国学院文、史、哲三个方向中选择了历史，

硕士毕业后以“历史专业”为方向找起了工作。她发

现，招聘单位在筛选简历的时候，会以“所学专业”作

为重要参考依据。

刘雯的一些同学也因为对国学的热爱，进入了

研究所或者高校，一门心思研究起了藏在故纸堆里

的学问。

如果确定自己未来要走研究之路，这一专业同

样具有吸引力。但是，往往对高中学生来说，职业规

划还是一个过于遥远的话题。

熊丙奇表示，美国的学生从小就会进行职业生

涯规划教育，加拿大从十年级（我国高中一年级）开

始，会向学生开设规划类课程，培养学生职业规划的

意识。在中国，这一学习过程被放在了大学以后，而

职业规划的起点——专业选择，又被压缩到了短短

二十来天内的时间完成。

“学生应该在高中生阶段，就有意识地搜集和了

解大学信息和职业信息，挖掘和发展自己的兴趣专

长，不要等到高考结束之后才匆匆忙忙进行研究。”

熊丙奇建议。

《麦可思研究》执行主编马妍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高中生要增加自己对大学专业的认识，包括了解

专业的学习情况和就业情况。有条件的高中生可以

借助各类 MOOC 平台，提前了解一些专业的入门

课程，从而判断自己是否喜欢和适合这个专业的学

习。“建议高中生根据职业目标、结合就业前景来选

择专业，提前考虑自己将来要从事的职业，再根据职

业目标，选择职业所要求的专业，并通过比较设有此

专业的不同大学的办学实力和毕业生就业情况，来

选择就业前景较好的大学。”

了解专业，从现在开始

4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

和搜狐网进行了一项关于大学专业选择的调查。这

份1803人参加的调查显示：38%受访者坦言所学专业

的就业情况与当初判断不一致，40.5%受访者表示当

初对所报考的专业内容及就业情况了解不充分。

一些已经在高校就读的学生，曾以在论坛上整

理帖子、组建志愿团队的形式，为师弟师妹们的专业

选择问题答疑解惑。因为他们从给自己的切身经历

体会到，有的时候，“专业”听起来和学起来完全不是

一回事。

“我当年填专业的时候，看到专业目录写着人文

试验班，听起来很‘高大上’，我就选了。”已经从中国

人民大学毕业的刘雯回忆起自己当年的选择，依然

觉得太过“懵懂”。没做太多功课，也没向师兄师姐

请教，她就到了这个年轻的学院——国学院。

直到看到课表之前，刘雯还在想着，人文科学实

验班，应该能教给她人文类综合性知识，“类似于高

中文综那样，多学科，跨专业，和实际生活相关”。但

事实并非如此，国学院的课程更注重传统，有种“躲

进小楼成一统”的味道。刘雯大学六年的生活，基本

是和各类古代经典文献打交道，“埋首故纸堆，和现

实生活还是有一定距离”。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对专业

不满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近年来不同机

构在不同时间做的调查都表明，至少有三分之一的

学生对自己大学所学专业“不满”。“学生在高中阶段

缺少自主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学生不了解自己，也不

了解专业，最后的临门一脚，就显得仓促和草率。”

懵懵懂懂就选了专业

北京市朝阳区应届生李梦滢没有参加高考，她

选择了出国。

但对于专业，她也曾同样纠结。“我在 Coursera

（国外大型开放性课程在线学习平台）上学了好几门

课程，也查了很多资料，还是迷茫。”李梦滢不清楚

的是，在兴趣爱好和找工作的容易程度之间，要如何

取舍。

最后她还是“随手”确定了一个专业，不过这并

非一锤子买卖：“在我们学校，换专业还算比较容

易。”

在换专业没有那么容易的国内高校，专业要怎

么选，似乎显得更加重要。

“如果只能说一个专业选择的依据，那么这就是

个人潜能和优势。你要选择自己擅长的领域，在这个

领域你可以发展得更好。”储朝晖说。其次，就需要结

合自己的高考分数，做技术分析，并尽量在本科阶段

选择宽口径、开设时间较长、发展较为成熟的专业。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给出了更为

具体的建议。在填报志愿之前，要充分了解自己的

分数到底处在一个怎样的“段位”；而对于专业选择，

则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不同高校内，同样

名字的专业，其办学定位和发展方向，可能千差万

别。“不要望文生义，要了解专业的内涵和侧重点

究竟是什么。”

每年都会有高校就业率排行榜出炉。6 月份，

某网站就根据各高校公布的 2014 年毕业生就业质

量年度报告，对各个专业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率进行

了统计、比较和排名。结果显示，工学门类就业率最

高，法学、教育学和历史学门类就业率“甩尾”。

那么考生在选择专业的时候，是否需要避开这

些看起来“冷门”的专业呢？“就业率排行榜只能作为

参考。如果大家对热门专业一拥而上，最后的结果

就是‘进校时热闹，出校时冷清’。”储朝晖说。

在熊丙奇看来，比就业率排行榜更为靠谱的，是

从三个层面对专业的社会需求情况进行分析。一是

专业所在行业，要了解该行业在现今人才市场的供

需状况；二是专业大类的需求，比如看看教育部公布

的“就业率低专业名单”，从中寻找决策依据；三就是

了解各类专业近年来的扩招情况，不要以招生规模

的大小来判断专业的冷热程度，一些大量招生的专

业，最后学生反而“滞销”。

如果像李梦滢那样，在兴趣爱好和专业的”热门”

程度之间举棋不定，熊丙奇和储朝晖给出的建议都

是，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冷”“热”是变化的，但是“热

爱”是不变的，在冷门专业当中同样能有“热就业”。

“总之，就是不要选择违心的专业。”储朝晖强调。

选你所爱，选你所长

6月 7日，在长春市第八中学考点，考生面带微笑走出考场。当日，2015年高考拉开帷幕，全国共有942
万考生报名参加高考。 新华社记者 张楠摄

7至 8日，2015年高考如约而至。随着去年国家

深化招生考试制度一系列新政的推出，今年的高考

备受关注，其中一大亮点就是纵深推进的面向农村

优秀学子的优惠政策。

截至 6 日,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上,全国近 80 所

重点高校已公布了农村学生单独招生审核通过名

单。但不少考生和家长依然担忧,在教育资源不均

衡现状下,再好的政策也难免出现钻空子、权力寻租

的情况。这不低于各校本科招生规模的 2%的政策

红利能否真正惠及农村学子？

“橄榄枝”:“最好的学校”敞开大门
陕西省定边县定边中学 18 岁的高考生闫纪良

是个农家孩子,渴望考入复旦大学的他前些日子重

点查阅了复旦今年面向农村学子降低分值及奖学

金优惠的政策。

今年 4 月,教育部发文称,将继续实施重点高校

招收农村学生的三大专项计划,加大招收农村学生

力度。其中,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安排

招生 5万名农村优秀学子,实施区域为全国 832个贫

困县以及重点高校录取比例相对较低的河北、山

西、安徽、河南、甘肃等省区。

同时,全国重点高校的农村学生单独招生主要

招收边远、贫困、民族等地区县及县以下优秀的农

村学生,招生计划不少于各校本科招生规模的 2%。

在国家政策推动下,全国 95 所重点高校也向优秀农

村学子伸出“橄榄枝”。许多高校给予农村学生高

考录取时下降 30 分至 60 分不等的优惠分值政策。

其中,清华大学的优惠分值最高可降 60分录取。

北京市教委发展规划处处长姚林修告诉记者,

2014年北京农村专项计划试点时,招生学校只包括首

都师范大学、首都经贸大学等三所学校。今年,学校

范围扩大到所有第一批次的北京市属高校,招生人数

将从2014年的30人大幅提升至今年的200人左右。

事实上,在一系列政策扶持下,贫困地区农村学

生上重点高校人数已连续两年增长 10%以上。去

年,拥有 6 万多考生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高考录取率

达 83%；在陕西,各专项招生政策近两年使当地 4000

多名贫困地区考生受益。

报考:看不见的门槛“愁”煞人
国家招生政策不断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优

秀农村学生倾斜,为农村考生提供了更多可能。然

而,一些看不见的“门槛”依旧是摆在众多农村考生

面前的难题。

据了解,今年的高校专项计划中,清华、北大等

多校取消了往年“由所在中学推荐”的规定,表示凡

是符合计划条件的农村考生均可通过自荐形式报

名参考,使得农村学子报考热情高涨。

陕西省定边中学教务处主任刘建文告诉记者,

以往都是有指标限制,由学校选拔推荐名额到重点

高校,今年所有的农村学生都可以在网上报名。“这

对于学生来说意味着更多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也避

免了腐败。”

一位区县教育局考试中心负责人对记者说,每

年可以获得的“农村计划”照顾的考生人数不少,但

录取往往要求达到一本线,农村学生相对来说知识

能力较弱,这个门槛让“红利”成了大部分农村同学

的精神鼓励。

“倒不一定是名校能垂青农村考生,希望更多的

普通学校参与,为大多数人带来实惠。”他说。

不少基层教育工作者坦言,农村考生和城市考

生本身就不是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师资、经济投

入相差很多,国家的政策导向有助于降低城乡高考

录取的巨大落差,但很难从根子上改变目前城乡教

育的二元差距,对于大部分农村考生来说只是“望

梅止渴”。

专家:不仅仅是“优惠”这么简单
业内专家认为,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实现教育公

平并非一蹴而就,让寒门学子真正步入大学还需要

更持久努力。

北大教育学院教育领导与政策系主任鲍威认

为,在扩大农村学生招收比例政策的实施中,还需要

建立健全约束机制,保障高度透明性,防止弄虚作假,

避免政策成果扭曲。同时,在政策设计上也需要有

一定的延伸性,帮助考生融入高校生活。因为研究

发现,由于农村文化、经济和教育条件的制约,农村

学生在大学学习生活适应和融入主流校园文化方

面存在诸多障碍。“在农村学生升入高校后,应从经

济、学业、文化等多层面为农村学生提供持续系统

的支持。”鲍威说。

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庞丽娟等专

家还建议,除了招考上的优惠政策外,最核心、最关

键的还是要加大农村及贫困地区的农村教师队伍

建设,从源头保障教育质量。

（据新华社）

农村学子上名校,“优惠”之外还需迈过哪些“门槛”

6月 7日，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的留学生在帮助小
学生学习英语。

当日，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 60多位来自亚洲、非
洲和美洲的留学生来到吉林省农安县万金塔乡小城子小
学，与该校师生进行交流联欢，向孩子们赠送书包和课外
图书等，并带来精彩的英文课。据了解，吉林大学公共外
交学院每年开展的“留学生进村小”活动受到各国留学生
的积极响应，通过与农村孩子的互动交流，留学生们能够
更加了解中国，同时也能让农村孩子们开阔眼界。

新华社记者 林宏摄

“洋学生”进村小

6月 6日，江西省南昌市南浦街道 68岁老人甘福保
（前左）在绳金塔老街举办历年高考试卷回顾展，展出他
收藏的从1978到 2014年 37年的高考试卷，引来许多参
观者。

甘福保说，国家恢复高考圆了他的大学梦，收藏这些
试卷，希望可以唤起更多人的高考记忆。

新华社记者 万象摄

六旬老人办高考试卷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