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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的回顾

1978年中国开启了改革的大门，高

等教育也恢复了高考。这是中国结束

十年动乱之后的又一历史拐点。当时

改革开放事业百废待兴，为了缩短与世

界科学技术的差距，如何培养优秀人才

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出发点。对

于学习现代科学技术，邓小平当时有一

句名言：“要从娃娃抓起”。在老一辈著

名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等大力倡导

下，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招收了第一个

少年班后，西安交通大学等12所国内重

点大学于1985年也开办了少年班，当时

西安交通大学的少年班定位为“工科少

年班”。

西安交通大学的少年班旨在探索

高考以外的一种人才选拔模式，追寻超

常人才的成长规律，挖掘他们的创新潜

能，为国家早出人才，出好人才做出高

等教育的贡献。目前，我校少年班招生

已经成为我校人才选拔与培养多样化

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选拔模式的探索与形成

回眸三十年的招生，可谓摸着石头

过河。三十年来，我们始终不懈地努力

探索一条适合西安交通大学培养的超

常人才选拔模式。从创办至今，我校少

年班招生选拔模式的探索可以分为四

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5年的招生目的是把

“智力”超常的学生选拔出来，因材施

教，加快他们成才，培养一批出类拔萃

的人才。招生的模式实施由学校组织

单独招生，考生不需参加高考。当时只

在陕西、四川、河南、甘肃、宁夏六省区

招生，从高一和部分少数初三学生中选

拔智力超常的年龄小于 16 周岁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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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选拔考试由笔试和口试组成，笔试

的科目为数学、物理和英语，考题比较

灵活，能全面检验学生的基本能力；口

试主要为了进一步检查学生对所学知

识的理解和掌握的程度、独立思考和分

析问题的能力、智力发展的潜力以及反

应敏捷度和口头表达能力，由副教授以

上教师进行[1]。口试只起淘汰作用，不

以具体成绩量化到录取成绩。在中学

推荐的451名学习成绩优异和智力水平

较高、年龄在16岁以下的考生中，选拔

录取了30名学生进入我校首届工科少

年班。学生进校后，安排有一年的大学

预科学习。

第二阶段：按照教育部的规定，

1986-1987年的少年班招生模式改为统

考模式，即在陕西、四川、河南、甘肃、宁

夏、湖北七省招收参加高考并经大学面

试的、年龄小于16周岁的学生。这种模

式导致符合教育部要求的考生人数太

少，选择面过小，录取人数个位数，无法

单独编班，也不能更好地因材施教和优

化培养。虽然录取的学生年龄小，高考

成绩也不错，但进校后各方面情况都不

如85级少年班那样突出。

当时，通过高考并采用各科成绩相

加划定录取线的办法来选拔少年班学

生，以此来鉴别超常少年儿童有很多不

妥之处：①高考科目太多，以高考分数

为标准，不能有效地将“知识超前”与

“智力超常”区分开；②不能将智力与非

智力因素结合起来考查；③只开高考一

个口，减少了学校选择少年大学生的机

会，造成生源不足的困难等。我校地处

西北，附近省（区）文化教育的条件相对

较差，一些智力超常的少年儿童不一定

有超前学习的条件，其知识水平可能不

足以通过高考关，若只开高考一个口，

实际上是用“知识超前”来限制“智力超

常”，将某些智力超常的少年儿童排斥

在少年班门外，也使学校失去了可选拔

超常少年的机会[2]。当时对85级少年班

和由高考成绩优异生组成的教改班成

绩进行比较，少年班的平均成绩和优等

（90 分以上）的人数比例均高于教改班
[3]。（如表一所示），更加坚定了我们恢复

1985年少年班的招生模式。

第三阶段：1988-2003 年实施了强

调智力水平的单独招生模式。1988 年

学校根据 86-87 两年少年班招生的实

践，改革了报考少年班需参加高考的招

生办法，继续由我校单独组织招生：①

减少考试科目，突出与工程教育关系较

大的基础课（语文、数学、物理、外语）；

表1少年班（教改63班）与教改班（教改61、62）成绩比较

教改班1

教改班2

少年班

数学分析

平

均

分

86.7

85.4

89.5

优

等

率

37.5

34.4

50

高等数学

平

均

分

92

90.5

93.6

优

等

率

71.9

59.4

77.3

线性代数

平

均

分

81.5

81.6

85.2

优

等

率

15.6

31.3

40.9

工程化学

平

均

分

79.1

79.2

87

优

等

率

6.2

12.5

39.1

中国革命史

平

均

分

80.5

80.4

83

优

等

率

3.1

6.3

9.1

大学学习心理

平

均

分

84.5

84

89.9

优

等

率

9.4

25

54.5

班

级

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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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实行推荐与考试、笔试与面

试相结合的办法，综合考查智

力与非智力因素；③学校自行

命题组织考试，试题以高一教

学大纲要求为范围，不强调超

前学习，而提高试题的灵活性

和综合性；④用笔试初选，复

试中逐个分科面试，还增加心

理测试，把考查的重点放在智

力水平上。这些做法，得到国

家教委批准，于1988年正式实

行。招生的地域和定点中学

有所扩大，招生人数基本维持

在30名左右。

第四阶段：2004年至今，实施了强调

智力水平和创新潜能的单独招生模式。

根据前面的少年班招生的实践，以及随

着各省学籍制定的改革，入学年龄的严

格限制和不允许跳级的规定出台，导致

符合少年班年龄要求的优质生源减少

等，进一步改革了少年班的招生办法：①

从年龄小于 15 周岁的初中应届毕业生

中招生；②招生地域由部分省的定点中

学逐渐扩大为全国地市以上重点中学，

使得每一个超常少年都有报考的机会；

③招生规模由30名左右逐渐扩大到130

名左右；④实施“预科、本科、硕士”一体

化培养。其中预科委托中学培养。学生

录取后，有两年的预科学习，预科第一年

在指定中学（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等）

学习高中课程，预科第二年在大学学习

高中和大学的衔接课程，重点打造数理

基础。为什么要设置两年预科，其主要

原因一是从初中招进来的学生，需要有

完整的高中知识学习；二是通过对在校

少年班的跟踪，发现少年班的学生缺失

了中学的教学和教育环节，尤其是高中

教育中情感等非智力因素的教育，对他

们后期的成长带来了很多的不利。

三、坚持“选才”与“选人”的综合标准，科

学设计多元化综合评价体系

从2007开始，我校重点强化了智力

和非智力潜能的单独招生模式。我们逐

步完善和建立了较为科学的少年班超常

人才单独

招生综合评价体系，如图一所示：

初试阶段。笔试方面，为了避免考

生的偏科现象，我们逐渐将笔试科目中

的语文调整“文综”，物理调整“理综”，这

样使得学生进校后，一些历史、地理、化

学、生物等基本知识不会出现严重缺失

的问题。同时，数学重点考察演算能力、

逻辑推导、空间想象、问题形式描述等能

力；文综和英语重点考察字词句等语言

基本元素，语言的应用能力，重在阅读、

理解和写作；理科综合（物理+化学）重

基本概念，实验设计，分析物理与化学现

象的能力，透过普通自然现象分析物理、

化学的变化原理。

心智测试方面，使用我国具有本土

化特征的科学测试量表，更多的测试考

生的先天遗传潜质。一方面是测试智力

潜能，包括概念形成能力、分类判别能

力、推理表象能力、抽象思维能力等；另

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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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测试考生的先天遗传神经方

面的综合素质，包括反应灵活性，兴奋

集中性，注意集中性等先天神经品质。

随着我校少年班声誉在教育界的不断

提高，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西安交大

少年班培训班”，受培训考生的刷题能

力在不断增强，这是应试教育带来的结

果。为了避免这些考生的刷题优势影

响我们的选拔，需要在复试阶段前淘汰

掉刷题能力高，但先天潜质低、心理品

质差的考生，我们将原来在复试中做的

心智测试调整在初试阶段进行。

复试阶段。笔试方面，更多考察考

生的现场学习和知识的综合运用能

力。我们将原来的简单的笔试调整为

现学现考：即学生先听一节视频课，课

程的内容可能是大学或研究生阶段的

某一个知识点，有中学的基础知识完全

可以听懂，然后进行有针对性的知识点

和相关扩散内容的考试，以及对某一科

学实验的方案进行延续性的设计和完

善等。

面试方面，逐步形成了一套相对完

善的多元化面试评价体系。专家由来

自兄弟高校、省级重点中学的理工、人

文社科、心理等不同领域的专家教授组

成，以一组专家（5 人）同时面试一组（6

人）的形式进行小组比较型面试，面试

时间 60 分钟[4]。面试的模块有心理素

养、人文素养、科学素养和创新潜能。

心理素养模块重点考察学生的心理健

康状况和是否具有积极向上、乐观性、

独创性、敢为性等创新人格特征；人文

素养模块重点考察学生的在价值倾向、

道德判断、批判精神和知识结构等方面

的综合表现；科学素养重点考察考生运

用自然科学知识分析常见问题的能力，

发现问题的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创新

潜能通过动脑、动手或辩论的无标准答

案题目，重点考察考生的创新思维，包

括思维的灵活性、变通性、独特性和周

全性。同时考察考生创新性、知识的广

阔性、理解深刻性等综合创新潜能。小

组比较面试法可以深层次的挖掘出考

生笔试所无法评价的内容，在同龄学生

的比较中选拔出类拔萃的超常少年。

在测试方面，由于少年班进校后，

年龄偏小，课程强度大等，对他们的身

心承受各方面的压力提出了很高的要

求，为了进一步了解考生的心理健康和

身体素质状况，我们组织测试考生的心

理健康，包括忧郁倾向、焦虑倾向、自伤

倾向、冲动行为、精神困扰等方面的心

理困扰程度。以及测试考生的体能，具

体包括长跑、立定跳远、投掷等基本项

目。

为了加强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为

少年班的学生提供不同人文社会背景

的学习环境，在原有设置预科班的西安

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基础上、我们又增加

江苏苏州中学、天津南开中学两所中学

作为西安交通大学少年班培养预科学

校。

四、总结

总结三十来的少年班招生经验，从

总体上讲，少年班是中国高考制度改革

的重要补充。目前，我校已经将少年班

选拔模式推广到保送生的选拔和高考

自主选拔录取。有理由认为，这种方式

不仅有利于一定程度上打破高考的“一

考定终身”的物理界面，推进中学素质

教育，也有利于充分发挥大学学者、专

家和教授在人才选拔过程中的作用，而

且更有利于高校培养创新人才，实现基

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有效对接。通过

我校少年班招生选拔模式的改革与实

践，对我国高校招生改革提出可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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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1.评价学生指标体系应当建立在分

类考试、综合评价改革的基础上，尤其

是面试评价内容、评价组织方式和评价

结果表述。西安交大少年班招生选拔

模式的改革与实践提供了一种有效方

法，为多元录取奠定了基础。

2.对于国家重点建设的研究型大

学，不应一味追求招收最高分的考生或

“高考状元”，而应招收符合各高校自身

人才培养特色和规律的合适学生。因

此，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在强化制度公平

的前提下，鼓励高校建立自身的多元化

人才选拔和评价机制，打破“唯分数

论”。

3.科学构建大学自主招生面试评价

体系，改进和完善中学学业水平考试、

综合素质评价机制和办法。同时，使中

学综合素质评价与高校自主招生相结

合，使自主招生笔试科目设置与高中学

科选修课相联系，使得中学教育的学科

选修课程在教学计划方面与大学教育

的培养方案充分衔接，形成自主招生、

高考生、免试推荐生等多元评价选拔途

径。在高考笔试内容上，重点考察学生

的基础知识和综合素质。高校在进行

自主选拔考试时，要根据高校的办学水

平，通过面试重点考察学生学业特长、

创新意识和创新潜能[5]。

(在对少年班招生三十年的总结过

程中，得到李能贵老师、胡奈赛老师、蔡

哲雄老师、俞炳丰老师、杨鹏老师等其

他曾经参与过西安交通大学少年班招

生改革的老师们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

感谢，感谢他们为我校少年班招生和培

养做出的贡献和留下的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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