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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Post

生导报 2015年上海高校

春季考试招生专刊

文 郭漪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近日发布

了2015年本市普通高校春季招生

专业计划一览表，记者注意到，参

加2015年上海春季招生的高校从

去年的8所增至22所，招生总计划

为1640人，是往年的3倍多。

据了解，自2000年试点以

来，春季高考历来仅对社会考生

开放，但在2008年上海秋季高考

开始实行平行志愿之后，参加春

季高考的考生人数和生源质量

均大幅下降，使得不少高校陆续

退出，去年参加春考招生的高校

只剩下8所。

而2015年参加春季高招的

大学骤增，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上海海事

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工

程技术大学、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等高校大都从其在上海本地的

总招生计划中，拿出了60人至80
人的名额；而上海杉达学院、上

海建桥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天华

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人文

经济学院等民办高校的计划名

额更高达120人至160人。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是一直

参加春季招生的高校之一。据

了解，以往学校参加春招只有一

个专业，对于招生期望值也不

高。但2015年学校将拿出航空机

务维修和邮轮经济两个学校强

势热门专业。因为这两个专业都

有一定的从业标准，对于第一年

采用自主测试，更容易操作。比

如航空机务维修专业，对学生

的身高、视力和守纪律、吃苦耐

劳、动手能力、数理基础和英语

等都有特定要求。大规模的秋季

招生不可能面试，春季招生正好

有了机会。

上海大学在2011年退出春

季招生，2015年重新加入，拿出

了中外合作办学的3个经管类专

业，招生60人。该校招生与毕业

生就业工作办公室主任叶红表

示，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用英语

教学，由于秋季高考没有面试和

口语考试，虽然设立了英语最低

分数线，但以往有些学生入学后

有学习困难。今年春招的面试将

采用全英文进行，考查学生英文

听说能力和综合素质。

2015年上海春季高考招生专业计划出炉

一些高校拿出强势热门专业吸引考生

著名教育专家、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对

于春季高考的意义十分肯定。“高考改革的方向就是给予

学生多次选择、多次考试的机会，扩大更多的选择权，推

进整体的教育由单一的评价机制向多种方评价的方向去

发展。”他说，目前春季高考虽不足以破解一考定终身的问

题，但只要将来能进一步发展，探索出一个好的模式，也能

为夏季高考和高考的整体改革提供一定的指导。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也加入到春季高考的招生

中，熊丙奇称更多更好的学校参加春考招生，增加了春考

对学生的吸引力。但是其中存在三个问题，一个是地方政

府进行高考改革，只能调动省属高校的招生计划，但是对

部署高校没有权利，因此就需要教育部与地方政府的协

调。同时，目前来说一些大家公认的办学质量比较好的“名

校”，因为每次招生都需要耗费较多的精力，因此也不愿花

费较大的成本投入到春季高考招生中。最后，开启多元化

选择模式后，学生可能被两所学校同时录取，很多学校担

心形成竞争局面。

改革关键在于
给高校自主招生权

熊丙奇认为，春季高考改革的走向，也是我国整体高

考改革走向的缩影。我国高考制度的核心问题，是集中录

取制度导致学校没有自主招生权，学生没有选择权。因而

改革在于实施招考分离。“考试和录取是最重要的两方

面，但是录取比考试更重要，我们的改革往往只局限于考

试的改革，但是怎么录取的核心问题并没有改革。”熊丙奇

说，现在不管怎么改革依旧是将各科成绩算成总分进行评

价，但事实上并非每个学科都要总分高。

他认为大学应该拥有自主的招生录取权，根据各个

学科的不同，制定录取标准，比如理科专业除了要求语数

外的成绩，还可以再加两门，比如物理、化学，这样也能使

某一方面的偏才、奇才不致埋没。然而，我国的高考制度改

革，一直围绕考试改革在转，调整考试科目和分值，却不涉

及招生录取改革，这使改革某种程度成为折腾。

“目前，上海春季高考，已经建立起招考分离的模

式，接下来，需要在完善招考分离方面，进一步明晰政府的

监管责任，自主招生高校的权责。”熊丙奇称，他期望能从

上海春季高考开始，以此破冰，推动高考改革真正进入新

时代。

■专家观点

春考改革
有利于破解一考定终身

2015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春季招生院校一览表

序号 院校名称 招生计划

1 上海理工大学 70
2 上海海事大学 70
3 华东政法大学 70
4 上海海洋大学 50
5 上海电力学院 50
6 上海大学 60
7 上海中医药大学 70
8 上海师范大学 40
9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60
10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70
11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40
12 上海金融学院 50
13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40
14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80
15 上海电机学院 80
16 上海商学院 80
17 上海政法学院 70
18 上海杉达学院 160
19 上海建桥学院 160
20 上海兴伟学院 30
21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 120
22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人文经济学院 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