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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网站1月2日发布公告称，8名高校学生拟跨省转学。其中，清华大
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一名学生拟转入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消息
引发公众关注，“清华一本科生转学至双非院校”随即登上热搜。此次公示还涉及北京
工业大学、北京建筑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等多所高校。有网友将这类现象称为“逆
向转学”。大学也能转学？高校学生为何要跨省转学？“逆向转学”又为何引发关注？

  对于一些观点认为，由“高分转向低分专业”是
“逆向转学”，多位教育专家并不认同。
  熊丙奇认为，首先需要明确，我国并不鼓励大学
生转学，而是希望学生在被录取的学校坚持完成学
业，设置转学门槛在情理之中。其次，我国高考录取
实行的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招生制度，每所学
校不同的专业都有相应的录取分数线，如果允许从录
取分数低的院校、专业转到录取分数高的院校、专
业，可能会滋生新的不公平问题。作为现行高考制度
补充的大学转学制度，高校学生转学还需要坚持“分
数公平”这一底线。
  “由于转学的诸多限制，愿意申请转学的学生并
不多。这也折射出当前学生存在的‘学历情结’。”
熊丙奇说，对于已经不适应学校教学要求的学生，应
理性认识自我，选择适合自己的院校和专业，不能以
学历情结堵死自己的转学选择，“社会舆论也不能就
把这样转学的学生视为学业失败者，而应该将其作为
学生进行自主规划的积极选择”。
  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阙明坤表
示，给予学生合乎情理的选择权利，同样是教育的一
个重要方面。“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背景下，一个重
要的特点就是多样性、选择性，要给学生提供多种选
择。在中国这么庞大的一个高等教育群体中，个体差
异非常大，只要符合规定，我们应该予以合理的保
障。要看其程序是否合乎规定，例如，是否有过公
示，如果符合要求，我们应该充分尊重他们的选
择。”阙明坤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
高等教育只是人生的一个过程，个人的成长与
评价有多种维度和阶段，社会应尊重从个体需

求出发的选择。他说：“‘逆向’这个方向
是怎么确定——— 从学校角度确定，还是从个
体学生角度确定？对于学生来说，如果他
选择一个适合他的方向，就不是逆向，就
是正向。我们在教育管理体制上、学籍管
理上，应该放开更宽的路径，这是我们
培养杰出人才，可以做的非常重要的工
作。”
  本报综合央广网、
中国新闻网

“逆向转学”为何引发关注？

转学有严格限制，不得由低学历层次转为高学历层次

专家称不能以“学历情结”堵死转学选择

  2024年1月份，需要关注的高
考热点有艺术类统考分数线公
布、特殊类型招生、港澳高校内地
招生三大类。
  艺术类统考分数线公布
  2023年12月各地进行了艺术类专
业省统考报名考试，2024年1月各省将
陆续公布艺术类专业省统考分数线。
请考生密切关注本省考试院官方发布的
时间安排、成绩查询相关公告，在规定
时间内登录本省官方网站或指定渠道查
看艺术类统考成绩及合格分数线。
  特殊类型招生简章公布
  除艺术类外，1月有关高校还将陆续公
布保送生、体育单招、高水平运动队等特殊
类型招生简章，请考生和家长密切关注高校
招生网站及阳光高考平台特殊类型招生汇总
专题，查看招考政策、招考动态等详细信息。
  港澳高校内地招生
  目前，部分港澳高校已经开始接受2024年
入学申请。对于有意向报考港澳高校的考生来
说，可以了解招生政策、准备申请材料、及时关
注各高校发布的招生信息和报名时间。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最新施政报告，香港八大
公立院校本科招生中非本地生录取名额从20%的
上限提高到40%。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明确
增加2024年内地本科招生计划人数。2023年，香
港大学通过包括高考录取在内多种方式共录取内
地学生570人，2024年预计将达到600人至700人。
香港中文大学2024年计划增加约100名内地考生
招生名额。
          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

1月高考热点

缩短学制取消中考？

这些说法不实
　　近日，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推荐义务教育教学
改革实验区和实验校的通知，决定在全国设立一
批义务教育教学改革实验区和实验校，并公示了
义务教育教学改革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
　　通知和公示信息发布后，微信群、微信朋友
圈及其他网络平台出现“教育部最新公立教育改
革试点方案，实验区将实行缩短学制、取消中
考”等不实信息。教育部表示，2021年也曾有类
似谣言在网上传播，有关部门已第一时间进行
辟谣。
　　教育部新闻办提醒网友，《教育部办公厅关
于推荐义务教育教学改革实验区和实验校的通
知》明确了义务教育教学改革实验区和实验校的
工作任务，其中并无缩短学制、取消中考等内
容，不要轻易采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
            据北京日报客户端

  在北京市教委的公示中，标注了8名学生的考
生号、姓名、转出学校、原专业、录取分数、批
次，及转入学校名称、专业、最低录取分数线等。
以一位公示学生的情况举例：其申请从华南理工大
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转入北京科技大学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专业，前者的录取分数为638分，而申请转
入的北科大相关专业最低录取分数线为633分；分差比
较大的一位同学，从北京建筑大学建筑学（实验班）
申请转入福州大学至诚学院建筑系，前者录取分数比转
入专业最低录取分数线高出159分；另外，一名学生申请
从清华大学转入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清华大学于2023年11
月在学校官网上公示了该名学生的转学情况。
  记者联系了公示里提到的多所院校，有学校表示，一
些学生因为身体原因需要转学，也不排除学生对环境及专
业的再选择。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老师介绍，学生如果想
要“跨省转学”，需自己向转出及转入学校两方提出申请。
“要有原因，要申请，自己跟学校交流、联系，向每个省的
教育厅申请。北京要报北京市教委，双方一个愿意放、一个
愿意接收。录取只能高分转到低分，低分转入高分不行。”这
位老师说。
  记者查询发现，此前已经有过高校学生“跨省转校”。
2023年7月，北京市就曾公示过9名大学生申请转校的情况。在
可查公开报道中，北京市教委曾对此回应，学生一般应当在被
录取学校完成学业，不鼓励跨省转校。但本专科学生因患病或
者有特殊困难、特别需要，可以申请转学。
  “经所在学校和拟转入学校同意，由转入学校负责审核转

学条件及相关证明，认为符合本校培养要求，且学校有培养
能力的，经学校校长办公会或者专题会议研究决定。对于研
究生来说，转学还应当经拟转入专业导师同意。”一位高
校教师表示，在学生提出申请后，学校方面还需要进行细
致的审核工作。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表示，对照教育部对
于高校学生跨省转学的规定，北京公示的8名学生转学
是符合要求的。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学生一般应当在被录取学校完成学
业。因患病或者有特殊困难、特别需要，无法继续在本
校学习或者不适应本校学习要求的，可以申请转学。
  《规定》明确，转学需经所在学校和拟转入学
校同意，由转入学校负责审核转学条件及相关证
明，认为符合条件的经学校校长办公会或者专题
会议研究决定，可以转入。跨省转学的，由转
出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商转入地省级教育行政
部门，按转学条件确认后办理转学手续。
  《规定》对转学也作了严格限制，有
“入学未满一学期或者毕业前一年的；高考
成绩低于拟转入学校相关专业同一生源地相
应年份录取成绩的；由低学历层次转为高
学历层次的；以定向就业招生录取的；研
究生拟转入学校、专业的录取控制标准高
于其所在学校、专业的；无正当转学理由
的”6种情形之一的，不得转学。

噪 关注

噪 辟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