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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面试的小考生说：

南科大考试
比高考好玩

筹字号南方科技大学自主招生大幕拉开，处在舆论浪尖的朱清时又向前迈了一步。南科大招生都考

些什么？自授文凭的南科大办学和未来的路在哪里？想要引领风气之先，还原大学本来面目的朱清时，将

要面临怎样的困境？本报记者深圳第一现场为您深度解读朱清时和他的筹字号南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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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刘溢不能代表南科大
南科大校长助理：南科大不仅仅为了满足1%
文/片 本报特派记者 杨凡

虎头虎脑，考试前会玩纸飞

机到最后一秒钟，即使面对校长

朱清时的发问，也会引用连许多

成人都没听说过的原理频频反

问。这就是10岁的苏刘溢。

当9月1日踏上南科大的土

地时，苏刘溢的妈妈刘欣欣身后

留下一长串问号。“有家人的不放

心，也有社会各界的质疑，认为我
是要害了孩子。网上的那些议论

我干脆不看，手机也关掉。”

虽然刘欣欣一直对陪着儿子
求学南科大一事抱以低调再低调

的态度，但儿子的名字注定要写

进南科大的历史。

“苏刘溢、南科大”大部分时

间会同时出现在报纸杂志的版面

上。

12月18日，在南科大招生咨
询会现场，苏刘溢的照片被印在

了南科大制作的“回答钱学森之

问”的海报上。有的家长干脆说，

“先听说了10岁的神童去了南科

大，才知道了南科大是一所什么

样的大学。”

因此有人提出疑问，南科大是

不是将成为中科大的翻版，培养
“神童”？抑或拟破格录取苏刘溢是

不是南科大的一种自我炒作？

刚刚获聘南科大校长助理的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晓原对此坚

决否认，“有这样想法的人，是误
解了南科大的办学理念。”

“苏刘溢是南科大预录取的

第一个学生，自然有其重要性。但

不能以他个人来代表南科大的办

学理念。任何大学教育，不管是中

国还是美、日、欧，都是为大多数

人服务的，没有一个教育制度是

为特例而生存的。教育的好坏之

分在于，能否包容特例。南方科技

大学的教学宗旨不是仅仅为了满

足1%。目前中国教育体系有其僵

硬性，当然一刀切的录取模式能

保证公平，但我们希望做的是，办

一所既有公平性，也能包容特例

的大学。”李晓原说。

最初让刘欣欣决定带着儿子
来到南方科技大的原因也正是包

容。“那些说是在炒作的人，你们

能给我的儿子提供好的大学教

育，也炒作一下自己吗？”刘欣欣

至今仍记得，曾因为没有学校录

取儿子，而无奈向教育部写信的

辛酸感受，“后来真正吸引我的还

是南科大的办学理念，可以说这

给了苏刘溢一个新的起点。”

来到深圳的三个多月，苏刘溢
已经习惯了每天早起在校园里跑

上一圈，而大部分时间用来看妈妈

为他借来的大学教材。参加咨询会

和测试的两天时间，让他结交了新

的伙伴，校园里总能听到他的笑

声。

在19日下午进行的心理测

试中，苏刘溢在纸上画出的那棵

树或许更能反映他对未来的期

待：一棵树上，长满了向日葵。

“招生面试也是南科大教改的一部分，

我们欢迎媒体监督。”19日，主考官朱清时将
记者请进了南科大首次招生考试的考场。

首场考试是为16名在今年高考中曾
报考中科大少年班的小考生而准备的，参
与考试年龄最小的考生是10岁的苏刘溢，年
龄大的也只有16岁。从上午9点半到下午4

点，在经历了学科能力测试、综合素质面试、

心理测试三个环节之后，走出考场的小考生
们大呼，“南科大考试比高考好玩多了！”

据悉，考核结果将于两天内公布，通过
测试的学生，将获得南科大的录取资格。

“这一个半小时的考试，不是普通意义的
考试。”学科能力测试三位主考官之一就是南
科大校长朱清时。他开宗明义告诉小考生们，

这场测试不考查专业知识的掌握，而看重理
解、记忆和表达问题的能力，每个主考官出一
个题目，“没有标准答案，主要测试你们的思
考过程，写得越详细越好。”

主持测试的中科院院士张景中给出
的题目是：列车在笔直的轨道上奔驰，乘
车的乘客从车厢的窗口向外眺望，远远近
近的电线杆、树木、建筑物好像都在运动，

请你描述一下在旅客看来它们是怎样运
动的？“思维没有止境，你们答完题后还可
以延续思考。”

著名物理学家陈应天教授则给考生
们介绍了马赫和牛顿有关加速度和运动
相对性的争论，让考生们参与论战，向大
师发起质疑。

“感觉和大师面对面，很有挑战性，这个
考试不用准备，比高考好玩多了。”吉林长春
的15岁女孩崔廉说，综合素质面试中，他们被
分为了四个小组，依次回答考官们的问题。

崔廉说，其中的一个题目是，如果同
时获得了北大、清华和南科大的录取通
知，会选择哪一个。

“我用了电影阿凡达中纳美人驯服神
鸟伊卡拉的例子来回答，我说，我想去的
学校肯定是和我心灵契合的那一个。”

另外，孩子们还被要求进行自我介
绍、展示他们的特长，以及回答家人的意
见是否会影响他们。

苏州大学的王文英教授带着七张表
格的心理测验问题专程从苏州赶来。

表格上是些乍一看很相似，细看又有
着微小区别的符号。每一张表格都有不同
的含义，王教授会先给考生讲清楚如何区
别这些符号。在5分钟的时间内，学生们要
在表格上按要求选出这些符号。

最后的5分钟，王文英让每个考生在纸
上画出一棵树。记者在现场看到，有的孩子
画的树长出了尾巴，有的枝繁叶茂，根系深
深扎在泥土里。 本报特派记者 杨凡

南科大设理事会四方治校
官方、校方、企业家和教育家各占四分之一

本报深圳12月19日讯(特

派记者 杨凡) 19日，南方科

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南科大的“去行政

化”将以纵向和横向两种方向

进行。学校将设理事会决定各

项大事，同时学校不设院系，也
不设行政级别。

朱清时称，纵向是自上而

下，自己争取。学校将建立依法

治校机制。由深圳市政府任命

南方科大理事会，其中四分之

一的人员组成是市委市政府的

领导，四分之一是南科大校领

导、教授代表，四分之一是深圳

市企业家，四分之一是国内外

教育家。这样的理事会决定南

方科大的大事，每年预算由理

事会通过、市政府划款，大事经

由集体讨论，按教育规律办事。

这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

在谈到院系设置时，朱清

时称，横向的核心就是不设院

系。院系已经在阻碍学校创新
和凝聚力。现在每个学校院系

都按100年前学科分类来设

立，最近50年自然科学发展规

律是学科的集成和交叉，按照
100年前的标准设立的院系，

在资金上、人际关系上都阻碍

新的交叉学科的发展。每个系

都不愿自己院系的资金被其他

院系占用，这将干预教授科研，

行政干扰学术避免不了。

我们在做的，大家都在讨

论却没有人行动的一步是，一
二年级的学生都上同样的数理

基础课。全校建立几十个研究

所和实验室，开始很多专业课，

让三年级的学生自己选研究所

注册主专业。研究所设必修课

目录，剩下的课可以从全校范

围内选。朱清时说，“院系被研

究所取代，这样的去行政化没

有人做过。”

“不设行政级别——— 行政

官员越少干扰越少。”朱清时

说，最留恋非典那几年，不出去

开会照样运转得很好。在南科

大，“处长”被“办公室负责人”

取代。主管部门负责人按岗位

拿薪酬。“以前在中科大，每两

天都有很多文件要去看，现在

偶尔有一两份。如果市里开大

会，位子坐在职业技术学院院

长边上。”朱清时笑言自己已对

行政级别没有任何感觉。

虽然没有了行政级别，但

是朱清时坦言，现在当校长操

心多。“学校是一张白纸，很多

小事情都要操心。”

19日，在南科大自主招考现场，苏刘溢在发放试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