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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实行“三大专项”

高水平大学专项招生计划稳定

随着我国贫困人口的减少，高校招生中
面向农村和贫困地区生源的“三大专项”
（国家专项、地方专项、高校专项） 政策继
续保持稳定。2016 至 2018 三年间，我国

“三大专项”录取人数稳中有升，近年来一
直稳定在10万人左右。

高水平大学面向农村和贫困地区考生的
招生计划人数稳中有升，为农村学子提供了
更多上好大学的机会。通过对西安交通大
学、同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等重点高校的“国家专项”招生计划进
行统计分析发现，近三年来计划招生人数相
对稳定，且有小幅上升。哈尔滨工业大学虽
在2018年有较为明显下降，但2019年也有
所回升。

教育部在对 2020 年重点高校招收农村
和贫困地区学生工作进行部署时提到，国家
专项计划实施区域的贫困县脱贫后 2020 年
仍可继续享受国家专项计划政策。

定向招生

补充中西部农村教师、医生人才

为快速补充中西部等贫困地区较为集
中、经济社会相对来说欠发达区域的某些特
定人才，国家和地方在高校招生中设置了公
费定向招生计划，主要是教师和医生人才。
一方面可以圆寒门学子的大学梦，另一方面
也为这些地区补充了优秀的教师、医生等人
才，推动了教育、医疗事业的发展。

近几年，高校招收的公费师范生和公费
医学生规模均有所增加。2007年起，国家依
托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
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南
大学等6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施了师范
生免费教育试点。

2018年，“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
公费教育实施办法”发布，改进并完善了师
范生公费教育政策，将履约服务期调整为6
年，恰好覆盖小学或中学的完整教育周期。
2019年，6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招收公费
师范生8441人，比2018年增加2015人。同
时，国家公费师范生政策也带动了各省
（区、市）的地方公费师范教育的发展。

2010年起，为提高我国农村医疗卫生服
务水平，补充中西部地区乡镇卫生院的全科
医生，国家开始实施“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
免费培养计划”，至今已实施十年。自2017
年，国家免费医学生招生计划明显增加，本
科阶段招生计划人数由以前的 5000 余人，
逐步增长到了2020年6822人。

据《光明日报》

疫情之年不平凡的高考
昨天，1071万考生走进考场，2020年高考大幕正式拉开。
这场高考注定不平凡。这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高三学生转入网上学习、网上

备考，高考被迫延期一个月。这一年，新高考在北京、天津、山东、海南正式落地实施。这一
年，自主招生取消，“强基计划”启动，高职连续第二年大扩招。同时，这是我国高等教育迈入普
及化阶段后的第一次高考。

7月7日，考生在北京八中考点外准备进入考场。

教育部日前公布，2020年我国高
考报名人数达1071万，突破了2008年
的峰值1050万，创造了1977年恢复高
考以来的历史新高。

与2008年不同的是，如今我国高
考的录取人数也在不断攀升。2019
年，我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总人数
达到了 914.9 万。而 2008 年，本专科

招生总人数为607.66万。
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达到了51.6%，在学总规模也首次突破
4000万人，我国高等教育正式进入普
及化阶段。2019年高职院校大规模扩
招 100 万人的计划，开启了我国高等
教育的又一轮大扩招。教育部公布的
数据显示，2019 年高职扩招共 116 万

人，百万扩招如期顺利完成。
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是我国高

等职业教育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转型
的重要一步，也为提升高等职业教育质
量提供了契机。2018 年 12 月，教育部
开始布局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自2019
年至今，教育部分两批公布 21 所本科
层次职业教育试点院校更名为大学。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为确保考
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教育部叫停
线下聚集性考试，高考整体推迟到 7
月 7~8 日举行。与高考相关的一系列
招生考试工作也有所调整。

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工作，提出
原则上高考前不组织现场校考，要求
高校尽可能减少校考专业范围。对于
确须组织校考的专业，在确保公平、
公正的前提下，鼓励高校采取考生提
交作品、网上视频面试等非现场考核
方式进行考核。对于专业性强且拟继
续组织校考的高校，鼓励先通过提交
作品、网上视频面试等非现场考核方
式对报名考生进行初选，在高考后再
组织现场校考。据悉，今年共有 199
所高校组织了艺术类专业线上考试录
取或初选。此外，“强基计划”有关时
间节点顺延一个月，体育类招生考试
延迟至6月举行。

确保公平公正是高考的基本价值
取向。3 月 31 日，教育部召开部署
2020年高考工作视频会议上，提到必
须坚持“公平第一”，切实把疫情对广
大考生特别是农村和贫困地区考生复习
备考的影响降到最低，最大限度保障
教育公平。

教 育 部 考 试 中 心 也 一 再 强 调 ，
2020年高考命题保持平稳。另外，在与
高考相关的招生考试工作部署上，教育
部也专门提到了对农村和贫困地区考
生的保障。对于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
工作，教育部提出，有关高校要为农村

和贫困地区等不具备条件的考生提供
参加考试的兜底条件保障。对于“三大
专项”的招生工作，要结合农村和贫困
地区实际及疫情防控情况，积极开展形
式多样的招生宣传，为考生提供政策
解读和咨询指导，努力提高宣传实效。

高考报名人数创新高，高等职业教育迈向高质量1

确保考生安全健康，最大限度保障教育公平2

取消自主招生，实施“强基计划”3

扶贫先扶智
打好招生脱贫攻坚战

四川省宜宾市第一中学校的高三学子们
在备考。

取消高校自主招生工作

2020年1月，“教育部关于在部分
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
的意见”印发，决定2020年起，不再
组织开展高校自主招生工作。

不只是自主招生，对于艺术类、
高水平艺术团、高水平运动队等其他
特殊类型招生工作，教育部也对资格
审核、考试报名、考务管理等各项工
作明确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规范。

保送生方面，自2014年起，保送
生人数开始大幅缩减。2020年，全国
仅有 51 所院校拟录取保送生 2042 人，
为历年来最低。教育部规定，2020年
起，保送生招生取消对获得“省级优
秀学生”称号的保送资格条件。

目前，仅有四类学生仍具备高校
保送生资格：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
赛国家集训队成员、部分外国语中学
推荐优秀学生、公安英烈子女，以及

退役运动员。

“强基计划”招生中

2020年起，教育部决定在36所试
点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 （也称

“强基计划”），探索基础学科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模式。

通过对各试点高校“强基计划”
招生专业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到，数
学、物理、化学、生物及历史、哲
学、古文字学等相关专业的招生院校
数量较多。其中，数学、物理相关专
业的招生院校数量最多，各有 31 所。
除此以外，个别高校在核科学与技
术、力学、基础医学等关键学科领域
也设置了招生专业。

“强基计划”不单单是招生计划，
也是培养计划，与高校的人才培养体系
密切相关。36所试点高校在发布招生
方案的同时，也发布了相关的人才培养
方案，并在人才培养模式上提出了一系

列创新举措：单独编班，学科交叉培养，
强化通识教育，实行导师制，本-硕-博
贯通式人才培养机制等。

“强基计划”招生依据高考成绩

作为高校选拔基础学科拔尖创新
人才的重要渠道，“强基计划”在招生
选拔中，对学校数量及招生规模都做
了较为严格的限制。据不完全统计，
31所试点高校今年总共计划招生人数
为 3750 人（清华、北大、浙大、复旦、同
济未公布具体招生人数）。其中，南大、
西安交大、上海交大、中国科大计划招
生人数最多，均为210人，中国海大、中
国农大、中央民大、电子科大计划招生
人数最少，仅为30人。

高考成绩是“强基计划”招生录
取的重要依据。有 35 所高校规定，

“强基计划”录取时的综合成绩中，高
考成绩占比为 85%，南开大学更是提
高到了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