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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两三个小时刷竞赛题
这周，我们走进一所重高校园，来到一个学霸

云集的竞赛班看看。
正是午休时间，教室里仅有三个人，很安静。

我喊了声同学，一名男生的脑袋，从两堆书的中间
冒出来，眼神锐利。两堆书高高的，里面夹杂着教
辅资料、课本、试卷等，毛估估有三四十本。摆在最
上面的，是大多数同学人手一本的《五年高考三年
模拟》。他的桌上，是一张“刷”了一半的数学卷。

男生姓刘，典型的竞赛生。初三暑假自学完了
高中三年的化学内容，进入高中后，开始看大学的
化学内容。从高一开始参加化学竞赛，到高二考完
省赛，这两年里，每天快速做完学校作业后，22：00
开始做竞赛题，两三个小时雷打不动。遇到难题，
有时一晚只啃一题，第二天6点准时起床。

为什么这么拼？
“很简单，自己喜欢，还能参加高校自主招生。”

刘同学说他的参赛进程是很多同学的写照，没有拿
到最高奖，但还在不断参加。

高一下，4 月份左右参加省赛，没有拿到奖项。
高一暑假，参加全国初赛，也没拿奖。高二下，参加
省赛，可惜，因为 1 分之差，没拿到一等奖。8 月参
加全国初赛，拿到二等奖。

没能拿到省赛一等奖，刘同学感觉很遗憾，说：
“如果拿一等奖，会有高校来联系的，但是二等奖，
就鸦雀无声了。”

准备竞赛的同时，刘同学参加了物理和化学选
考，他说因为竞赛占用时间多，没能好好复习，成绩
都不理想。到了高三不竞赛了，集中精力啃这两
门，才拿到不错的成绩：物理97，化学100。

全省选考满分人数将近3000
新高考的区分度在缩小

现在的高中里，主要有五大学科竞赛，除了刘同
学参加的化学竞赛，还有物理、生物、数学和信息
学。每场竞赛基本都要经历联赛、复赛和决赛这几
个阶段。联赛一般是省内比赛，大约每年 4-8 月开
始。之后层层筛选，最终进入决赛，拿到决赛一等奖
并入选国家集训队的学生，可以获得保送资格。

比赛层层选拔，最终进入集训队能保送的同学也是
凤毛麟角，那为什么这么多同学对参加竞赛如此热衷？

一名重高的男生说：“参加竞赛是为了能通过
自主招生进大学，毕竟现在高考等级赋分后，区分
度小了。同分的会有一大群，所以两次考试机会一
定要用足，争取拿到最好成绩。班里的同学，除了
考到满分 100 分不再考第二次，就连考了 97 分，也
有部分同学会再去刷一次。”

这名男生口中的“等级赋分”，是新高考规则中
的一个新概念。是以这次某门科目考试的考生卷
面得分（卷面满分 100 分）为依据，各科成绩按等级
赋分，以当次高中学考合格成绩为赋分前提，高中
学考不合格不赋分。起点赋分 40 分，满分 100 分，
共分21个等级，每个等级分差为3分。

举个例子：比如某同学化学成绩，必考题 68
分，加试题28分，卷面分为96分。如果他的成绩排
名在当次考试的前 1%，那么按照等级赋分方案计
算，他计入高考的化学分数应为 100 分；如果他的
成绩排名在当次考试的前 2%，参照等级比例和赋
分值，他计入高考的化学分数应该为 97 分。依此

类推。
赋分会让学生的分数更集中、靠拢，同一个分

数，可能有数百人。这样一来，这份试卷的区分度
就会变小。

一位高三的班主任老师算了一下，说传统高考
时期，理综考试满分很少，全省不到 100 个。现在，
按全省30万考生来算，前1%的比例是满分，就是将
有3000个满分，这么一比就发现，变化确实很大。

顶尖高校掐尖规则正在变
区分度变小，对顶尖高校挑选学生，是不是更

难了？
北京大学浙江招生组组长李祎说：“新高考政

策下，高考区分度确实变小，给顶尖高校、尤其对基
础学科拔尖人才选拔带来一定困难。但高考改革
所面对的是全省 30 万考生，教育行政部门要考虑
的问题比高校要考虑的问题更广更复杂。新高考
开辟了‘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通道，高校可以结
合本校人才选拔标准，通过自主测试进行选拔，为
高校留有探索的空间。”

去年，北京大学第一次在浙江试行“三位一体
综合评价招生”，考核分为初审、笔试和面试三个环
节。笔试中，语文、数学、外语 3 门科目必考，此外，
文科生再考历史、政治，理科生再考物理、化学。

李老师说，去年通过“三位一体”招到了非常优
秀的浙江籍学生，今年还将继续实行三位一体综合
评价招生。今年的政策将在去年的基础上完善，正
式的招生简章预计会在 2017 年三四月份公布，届
时请考生关注北大招生网上的最新消息。

随着“三位一体”招生的实行，单凭“裸分”考入
顶尖高校的人数可能会逐年下降。

去年，北大、清华在浙江共招生 300 人左右，但
通过裸分录取的仅 30 人左右，大概十分之一。一
位顶尖高校的招生老师说，接下来，三位一体综合
评价招生上会投入更多名额，裸分考入名校的学生
将会越来越少。

顶尖大学纷纷用自己的规则挑选学生。而在
这些规则中，五大学科竞赛成绩无疑是具有较高含
金量的指标。

拿物理竞赛举例，每年省赛一等奖大约 100
人，其中前 30、40 名，高校才会前来联系，给予加分
优惠等。所以，高中学校的竞赛生越来越多，浙江
有学校甚至花百万年薪聘请奥赛教练，为的都是取

得竞赛好成绩。
对此，北大的李老师说：“高校的自主选拔都有

一定难度，知识的广度、宽度、深度要高于高考。有
兴趣、学有余力的学生参加学科兴趣小组学习，通
过参加竞赛学习提升能力，对参加高校‘三位一体’
和自主招生选拔会有所裨益。但是通过竞赛进入
顶尖高校的道路并不适合所有人，建议考生不要在
竞赛道路上孤注一掷。”

竞赛有风险，参加需谨慎
竞赛这么好的“万金油”，是不是谁都能去试一

试？一位重高班主任举了例子，说“让他很心痛”。
班上一名男生，成绩不错，从民办初中考入排

名靠前的重点高中。喜欢物理，高一开始参加物理
竞赛。为了参加竞赛，投入不少精力，一开始学校
里的课都上，后来为了冲刺竞赛，不断请假。课外，
也上了培训班，提前学习更高段的物理知识。总
之，这名男生很忙。父母和老师交流，说儿子就是
奔着竞赛这条路去的。

到了高二参加省赛，比赛时发挥失常，成绩并
不理想，没有拿到名次。男生很受打击，但选择继
续冲刺竞赛，投入更多精力，对其他课的关注度也
下降不少。只是，第二次参赛的表现又失常了，还
是没拿到好成绩。

这时候他不得不回头走高考这条路，参加选
考。前期大量精力投入竞赛，日常的学科没有好好
复习，最终两次物理选考，最高分只拿到80多分。

“竞赛有风险，参加需谨慎。这个孩子就是
个典型例子，非常可惜，执着地走竞赛道路，但
是心理承受能力太弱，每次遇到大考，都太焦虑
影响发挥。”这位老师说，现在参加竞赛的学生
越来越多，很多家庭这么选择，是为了有机会进
入高水平大学，这无可厚非。但在做出选择时，
最好考虑到附带的风险值、孩子的心理承受能
力等。

“有执着追求一条路的毅力，更要有及时喊停
的勇气。”这位老师说。

一位重高校长：你们知道现在高中的竞赛行情吗？
有的学校几乎是全校都在竞赛，太疯狂了！
竞赛成绩是进入顶尖高校的敲门砖
但是能胜出的学生凤毛麟角

最近，一位重高校长向快报记者爆料：“你们知道现在高中生的竞赛行情吗？有的学校几乎是全校都在竞赛，太疯狂了！”
竞赛真有这么火？我们在全省范围内，联系三所重点高中，实地求证。
第一所重点高中，全年级500多人，五大学科竞赛的参与人数，有近400人。其中有几十人是参加了两门竞赛。和三年前100多人的数据相比，增加了两三倍。
第二所重点高中，全年级12个班里，有5个班是比较特殊的，全班同学都在准备竞赛。人数加起来，占了全体学生的45%左右。
第三所重点高中，参加竞赛的学生，占全年级的50%左右，而在三年前，竞赛人数所占比例，仅为20%-30%，可以说是翻了一番。
数据确实很惊人，各高中学校里，参加竞赛的学生越来越多。今年的新高一，和传统高考的新高一相比，竞赛人数几乎翻了一番。
一位物理的竞赛教练说：“学有余力的同学有兴趣参加竞赛，获得高校的青睐，是很好的。但现在是全员竞赛，不适合的学生为了增加进名校的机会，也去竞赛，就有些疯狂

了。按现在的高考形势，其实并不是谁搞竞赛都能成功，最起码参加省赛拿到一等奖，才能进入顶尖高校招生官的视野。” 记者 张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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