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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观察

ZHEJIANG DAILY

记者 袁华明 通讯员 舒也文 吴慧君

本报讯 杭州江干区东城中学
的初中毕业生戴高云刚刚被保送到
杭二中，3 年前，小戴还无法想象自
己的学校会有这么好。和小戴一
样，今年东城中学有 54%的学生考
上了重点高中（含保送生），对于一
所昔日的农村中学来说，这在以前
是不可想象的。

“东城中学所在的江干区九堡
镇以前是郊区农村，镇上只有一所
初中和一所小学。”1995 年，王咏梅
老师来到当时的九堡中学工作，回
忆起当时的场景她非常感慨，由于
教学质量不高等问题，她几次动了
调走的念头，但到了 2009 年，转机
来了，王老师也决定不走了。

这个转机就是江干区与杭州师
范大学的“牵手”。2009 年 9 月，杭
师大东城教育集团成立，对原有教
育资源进行大刀阔斧的整合，成立
了东城实验学校、东城中学、东城小
学以及东城二小，实现从小学到初
中的全覆盖，原有的教师和学生被
分流到集团的各个学校中。

生源结构没有太大的变化，但
是教学质量却有了明显的变化，这
和教师培训分不开。据介绍，集团
建立之初，为了提升教师的理念，采
取若干名学科教授连续到课堂教
学、现场听教师讲课的方式，对教师
的授课进行点评，指出问题、分析原
因，提出改进建议。作为英语老师，
王咏梅参加了杭师大英语学科教授
谢萍的每一次培训课，从教近 20 年

的她从中获得了很大的收获。钱佳
筠则是一位年轻的英语教师，2010
年进入东城中学，第二年就在课堂
教学比武中获得一等奖，还赴加拿
大交流学习。她说，虽然家住滨江，
每天上下班要花两个多小时，但是
对未来充满信心，觉得这点困难不
算什么。

江干区教育局局长徐晖告诉记
者，虽然九堡等地区相对偏远一些，
但是教师队伍很稳定，看着教学质
量越来越高，学生综合素质越来越
好，教师们都有一种自豪感。

义务教育“牵手”院校的做法如
今在江干区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
多。如原闸弄口中学和艮山路小学
合并，与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牵手”，
成立了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实验

学校，如今这所学校的名气也是越
来越大，而三四年前，这还是一所相
对薄弱的学校。如今，这所学校不
仅升学率大大提高，而且学生的综
合素质也有了长足进步，一批文艺
尖子、动漫创作苗子、体育特长生有
了更好的发展空间。

“在城市化进程中，原来的郊区
成了新城区，这些地区的孩子现在
也能享受到高质量的义务教育了。”
徐晖说，该区通过牵线搭桥，让这些
新城区的学校与院校牵手合作，这
样就有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也正因
此，江干区义务教育均质化程度非
常高。他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完
善这种紧密合作的教育“新共同体”
模式，让更多孩子享受优质的义务
教育。

杭州江干区义务教育与院校合作

郊区学校变热了

通讯员 王曼霖 记者 王婷

本报讯 暑假接近尾声，教育
部赶在开学前新出台的高校研究
生保送新规搅起了一池春水，也
在我省大学生中引起了热议。

根据《关于进一步完善推荐
优秀应届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
工作办法的通知》，从今年起，推
荐优秀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名
额时不再区分学术学位和专业学
位；高校不再设置留校限额；高校
不得将报考本校作为遴选推免生
的条件，也不得以任何其他形式
限制推免生自主报考。

这样的变化，几家欢喜几家
愁。记者在采访省内不同高校的
学生后发现，对于此次高校研究
生推免新政，学生意见分化，浙江
大学等名牌高校学生多支持，而
普通高校的学生则担忧多。

按照以往保研的规定，为了
加强校际交流，高校推免研究生
一般设有本校与外校的名额限
制，不少学校都设置留校限额，控
制本校学生人数，避免学生在不
同的学习阶段都就读于一所高
校，从而导致学术上的“近亲繁

殖”。而依照保研新规，高校将不
得自行设置留校限额或名额。

已经顺利保送到本校读研的
浙大大四学生黄晨午十分支持新
规定，“其实很多优秀的本校学生
因为保研名额少而落选了，现在
对内不设置留校名额了，那更多
本校优秀的同学都有机会保上研
究生了。”

“浙大本校的学生素质不比
外校来的推免生差，只是受名额
限制保不了研。”浙江大学硕士生
林森也认为新政策的发布利大于
弊，“学校可以选拔更优秀的学
生，至少本校人才不会因为名额
限制而流失了。”

教育部出台新规，要求不再
设置留校限额，是否会导致学术

“近亲繁殖”，增加普通高校学生
通过保送进入好大学读研的难
度？这是不少高校学子的担忧所
在。“保研新规定维护了好学校的
利益，但对于普通高校的学生是
非常不利的。”浙江科技学院的大
三学生奚恒丰说，“名牌大学内推
名额不设限额，那就意味着普通
高校的学生以推免生身份进入名
校的难度更大了。听说名校都有

些排外，现在没有了留校限额，恐
怕北大、清华、浙大这些名校都尽
可能留本校生了。”

浙江工商大学的姚永杰本有
保研的计划，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心凉了半截”，“非 211 高校的学
生在保研时本来就不占优势，而
且很多名校都有‘外校学生不如
本校学生成绩好’的说法。现在
高校保内名额没了限制，名校一
定更愿意接受本校的学生。”

此外，在保研新规中，保送
名额不再区分学术型硕士与专
业型硕士也是关注的重点。根
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定位，专
业硕士意在培养特定高层次“应
用型人才”，而此前，各所高校学
术型硕士的推免要求一直要高
于专业硕士。

“按照原来的保研规则，一般
情况下排名靠前的推免生会定为
学术型硕士，接下来才会轮到专
业型硕士。”黄晨午说，“在填写申
请的时候，学硕和专硕是分开的，
一般来说，学硕的要求要高于专
硕，有些同学出于保险填了专
硕。”他认为，不分专业型硕士和
学术型硕士，是对专硕的认可，有

利于专业硕士得到认同。“原来的
保研规则总给人一种‘专硕不如
学硕’的印象，保研新规让学硕、
专硕有了平等的竞争空间。”

对此，浙大硕士生陈荣飞却
有另一种担忧：“推免时不再区分
专硕与学硕，学生在选择上的自
主性更强了，但是，从目前的情况
来看，绝大多数推免生应该更倾
向于选择学硕。就怕出现这样的
状况：学硕报名很火爆，专硕却无
人问津。这样看来，新规定似乎
不利于专硕的推广。”

“就文件内容本身而言，利要
远远大于弊。新规定的很多项内
容都增加了保研的公平、公正、公
开。”浙大硕士生王佳佳觉得保研
新规把“选择权”交给了学生，“保
研自主性更强了，本来只能保内
的，现在也有机会保外了，当然，
保外竞争更加激烈了，保研机制
放得更开了，没有了一些限制，所
有人都在一起竞争，实力就是最
被看重的了。”

据了解，学生若想保研，其综
合素质必须达到院校的推免标
准。无论保研规则如何变化，这
一点始终不变。

不再设置留校限额，不再区分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

研究生保送新规引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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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桶挑战”来去一阵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