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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高考全国统考将于6月7日

起举行。日前，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

2023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明确要求，强基计划院

校优化考核内容和形式，严格规范高校

大类招生行为等。

对“大类招生”进行严格规范意味

着什么？“强基计划”的选拔要求、方式

有哪些新的变化？多位高教专家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进行了解读。

冷热专业捆绑，“大类招
生”引争议

《通知》明确要求严格规范高校大

类招生行为，高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

生，少数探索大类招生行为的高校要精

心制定培养分流方案，确保科学规范、

公平公正。

关于“大类招生”，参加过高考的考

生颇为熟悉，即被高校录取的学生，在

读完一年后凭大一成绩、高考成绩等，

双向选择细分专业，再分流到不同专

业。近年来，不少高校都在探索试点

“大类招生”。不过，自推出以来，围绕

它的争议也不少。比如，冷热专业捆绑

招生、专业分流结果不如预期等等。

“‘大类招生’推出的初衷，是

希望和高校宽口径的人才培养模式接

轨，倡导学生在大一年级掌握宽厚的

基础知识。同时，入校后二次选择的

机会，也可以帮助一部分学生在对大

学的专业充分了解后，选择自己真正

热爱的专业。”但一位多年从事一线高

校招生工作的老师谈到，“大类招

生”在后续推进的过程中，也因为信

息不对称等原因，引发一系列问题。

他举例说，某地一所院校在“大类招

生”中推出“工科试验班”，在这个大类

中，有超过20个专业被同时“打包”。

又如，某高校推出的人文试验班，把英

语专业和心理学专业归在一个大类，而

这两个专业，无论是培养目标，还是所

需的职业素养等，都有着天壤之别。他

分析说，从高校的角度看，把冷热专业

一起“打包”，固然有助于吸引考生、抢

夺优质生源，但从考生的角度看，在这

种“打包”模式下，可能很难满足进入心

仪专业的初衷。

在不少专家看来，教育部发文要求

对“大类招生”严格规范，实则出于对学

生利益的保护。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

校长徐飞认为，高校今后在招生时，应

当更加明确、具体地向考生说明“大类

招生”包含哪些专业，今后的分流方式

等，满足考生的知情权。同时，考生在

报考前也需要做好功课，了解具体专业

设置情况和分流方案，抱着“捡漏”心态

填志愿并不可取。

“一些高校实施‘大类招生’时，缺

乏与之配套的系统培养方案。”同济大

学教育评估中心主任樊秀娣认为，大类

招生行为规范化势在必行，大学应当在

明确自身办学定位的基础上顺势而

为。比如，研究型大学应尽最大可能为

学生提供宽厚的知识基础和跨学科的

学习环境。而以就业为导向、重视培养

学生职业技能的应用型高校，不妨在

“强专业”方面多加探索，并不适合采取

简单的“大类招生”模式。

“高校若要充分发挥‘大类招生’的

作用，加强考生入学后的职业生涯教育

和选专业相关指导很重要。”樊秀娣说，

不少学生在报考“大类”时，往往处于盲

从挤热门专业的分流竞争之中，引导更

多学生了解专业内核、发展前景，做出

理性选择，很有必要。

当然，严格规范并非因噎废食。记

者从相关部门和多所高校获悉，今年，

沪上高校招生方式没有较大变动，总体

以平稳过渡为主。事实上，试点开展

“大类招生”的院校在总体招生中占比

仍属少数。

宁缺毋滥，“强基计划”要
求再升级

和“大类招生”同样备受关注的，还

有部分高校推出的“强基计划”。

“强基计划”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突出基础学科的支撑引领作用，目

前有39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参与，在数

学、物理、化学、生物以及哲学、历史、古

文字学等专业招生。据悉，教育部启动

实施“强基计划”以来，共录取新生1.8

万余人。

在此次发布的《通知》中，教育部再

次释放重要信号：要求进一步优化招生

程序，提高选拔质量。比如，其中提出

“要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严格规范管

理，严格选拔标准，着力选拔对基础学

科研究有志向、有兴趣、有天赋的优秀

学生。”同时，教育部重点对“强基计划”

的面试提出新要求。例如，要优化学校

考核内容和形式，积极在面试中参考使

用学生综合素质档案，着重考查学生的

理想信念、兴趣特长、思维能力和创新

潜质等。

“通过‘强基计划’，高校确实选拔

了一批对基础学科研究有志向、有兴

趣、有天赋的优秀学生。”同济大学本科

生院院长赵宪忠介绍，为了真正挖掘热

爱基础学科的学生，学校对单科成绩的

限制不断减少。例如，从2022年起，同

济大学取消以往数学单科满分90%的

要求，所有符合选考科目要求的学子都

可以报名。为了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

同济进一步优化校测形式，取消校测中

的笔试环节，仅设置面试和体育测试，

面试成绩占校测成绩100%。

不仅“强基计划”的“进口”端提高

了要求，“出口”端工作也在同步加强。

教育部提出，高校要加强招生培养联

动，优化人才培养模式，精心做好本硕

博衔接等后续培养工作。

在华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孟钟

捷看来，此次教育部的通知还释放出一

个重要信号：未来，“强基计划”试点高

校将会进一步打通本硕博衔接渠道，让

更多心存热爱的优秀学子更快一步得

到深造。

在华东师大，通过“强基计划”录取

的新生，都将纳入卓越学院进行培养。

作为学校的改革试验特区，卓越学院还

涵盖了校内10个教育部拔尖计划2.0基

地的学生。孟钟捷介绍，截至目前，卓

越学院学子的直研率达80%，未来，这

一比例或将继续提升。

规范招生宣传，不得干预
考生填报志愿

高考涉及人数广、关注度高，高校

的招生工作是否公平公正，关系到千家

万户。为促进高招入学机会公平，教育

部鼓励将专项计划纳入有关高校普通

类招生批次平行志愿投档录取。从

2023年起，往年被专项计划录取后放弃

入学资格或退学的考生，不再具有专项

计划报考资格。

不得以新生高额奖学金、违规承

诺录取 （含承诺录取专业、本硕博连

读或贯通等）、入校后重新选择专业等

方式争抢生源，严禁以优质生源登记

表、志愿填报意向书等形式吸引、误导

学生……针对招生宣传工作中出现的

种种乱象，教育部也作出明确规定。

教育部提出，各高校要规范招生宣

传管理，招生广告或者宣传的表述应当

严谨、规范，不得采取贬损、夸张、低俗

以及其他不适当的语言或者方式开展

招生宣传。志愿填报期间，各高校要逐

步减少外派招生宣传组的数量，进一步

扩大线上咨询服务渠道，同时严格加强

工作人员管理，不得以任何形式代替或

干预考生填报志愿。

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做好2023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

规范“大类招生”优化“强基计划”释放哪些信号？

首个在亚洲落地的大体量浸入式

演出《不眠之夜》兔年的演出2月8日

正式开箱，麦金侬酒店又将迎来“高

朋满座”的时刻，截至去年12月，该

剧上海版演出场次已逾1500场，观众

超45万人次；位于上海影视乐园的中

国首个原创IP大型沉浸式戏剧《新世

界》 即将迭代回归，观众将在占地

400余亩的影视实景中“穿越”回老

上海；在垂直生长的戏剧街区亚洲大

厦内，近十部环境式戏剧每晚同时开

演，观众的热情直接带动了汉口路夜

间的活力；开心麻花三部沉浸式作品

分别入驻申城三家高人气商场，为商

业空间打开更多应用场景；演出场次

500+的全感官浸入式悬疑剧场《法医

秦明-尸语者》 本月多场演出已售

罄，“剧本杀”爱好者们N刷只为找出

幕后凶手……

作为演出行业中相对年轻的业

态，沉浸式演艺六年多前才在上海起

步，如今各类题材演出在不同的城市

空间遍地开花，释放出令人难以忽视

的市场号召力。因为在观众间的好

“人缘”，不乏长三角观众乘高铁来沪

“打卡”，更有每周“打飞的”来观演

的忠实粉丝。业内人士表示，上海蓬

勃的演出市场以及海纳百川的城市气

质为沉浸式演艺的发展提供了优渥土

壤，在以品质为基准的良性竞争中，仍

有可观的市场潜力亟待释放。

既有大体量，也有“小而精”

作为第一个在上海实现长期驻演

的剧场项目，2016年年底揭开面纱的

《不眠之夜》强势地将“沉浸式”的概

念带入人们的视线。在拥有90个房间

的北京西路1013号麦金侬酒店里，观

众们戴上白色面具，一场关于奇幻与

冒险的旅程就此开启，仅仅用双眼感

受《不眠之夜》是远不足够的，观众

需要在曼德雷酒吧、伊乐园、舞会厅

等场所来回穿梭奔走，才能窥见麦克

白夫妇主线以及支线剧情的一角。

凭借精良的制作和观众间的高口

碑，《不眠之夜》被评价为“开风气之

先”“探索城市文旅业态与演艺产业融

合的范本”“为全链路文化产业发展提

供全新的契机”。作品落户上海六年有

余，沉浸式演出的市场格局已经发生

了不小的变化，涌现了一批“小而

精”的佳作，其中演出密度最高的当数

位于汉口路650号的亚洲大厦。音乐

剧《阿波罗尼亚》《桑塔露琪亚》《灯塔》、

舞蹈剧场《云梦泽》《寅时说》等都以长

期驻演的形式与观众见面。

“E大号性价比之王”“C区容易出

好片”“D区首选D1”……打开某生

活类社交平台搜索《阿波罗尼亚》，便

跳出了大量选座攻略。这是最早在亚

洲大厦“生根”的作品之一，制作人

汉坤曾做好“只有20个人来看”的心

理预期，作品却在首演后迅速聚拢人

气，目前已经在长沙、广州、成都等

地安家。吧台即舞台，观众点一杯酒，

围坐吧台四周，近乎零距离观摩演出，

这种特定空间和新型观演形态让青年

剧场爱好者蜂拥而至。《阿波罗尼亚》被

粉丝爱称为“小酒馆”，它火了之后，《桑

塔露琪亚》也紧接着面世。前者位于亚

洲大厦四楼，后者身处二楼，作为同一

系列的两部作品不时还会上演“梦幻联

动”，楼上的“理查德”来串门是观众最

期待的“彩蛋”之一。

在更大、更广的维度嫁
接城市空间

20人左右一组，观众穿上白大

褂，化身“实习法医”走进1999年的

石桥镇，与秦明一道拨开迷雾找出凶

手——自2021年年底在1862时尚艺术

中心“一号舱”驻演以来，《法医秦

明-尸语者》 每场演出的售票率基本

达到100%，累计吸引观众超过1.6万

人次。“我们在市场调查的过程中发

现，悬疑类作品的受欢迎程度已经超

过了喜剧。”制作人林足注意到，观众

中，密室剧本杀玩家占到了一定比

例。“浸入式观演和密室破案有相似之

处，都是进入到一个场地，并可以进

行自由的活动，但戏剧能够提供更高

水平的布景制作和剧情表演。”与此同

时，多结局、多卡司的设置也为提升

用户黏度提供了基础。有观众为了追

完所有版本刷了30多遍，更有广州的

学生每周末特地来上海“破案”。“各

个类型的演出在上海都能够得到大力

的支持，城市对于市场的反应也非常

敏锐。”据林足介绍，400平方米的

“一号舱”只是开始，作品将从上海启

程登陆更多城市，《法医秦明》系列作

品也正在酝酿中。

打破戏剧“第四堵墙”和镜框式

舞台，沉浸式演出不断突破着戏剧边

界，也在更大、更广的维度与上海城

市空间结合，成为文旅行业的新赛

道。以开心麻花为例，其在沪上的沉

浸式演出都选在了商场：瑞虹天地月

亮湾的《疯狂理发店》、北外滩来福士

的 《疯狂星友团》、长宁龙之梦的

《嘿！亚利桑那》。在上海开心麻花总

经理费溢群看来，商场空间自带的生

活属性和商业氛围与浸入式戏剧的特

点不谋而合。相较于进入传统剧场，

在商场体验演出虽然仪式感有所减

弱，但也意味着观众的心理门槛降

低，有助于建立人们在剧中的“身份

认同”。而因时因地延展出的多元新消

费，也带动了商场和周边的人气和经

济活力。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 · 托夫勒在

《未来的冲击》一书中写道：“未来经

济将是一种体验经济，未来的生产者

将是制造体验的人，体验制造商将成

为经济的基本支柱之一。”沉浸式文化

业态无延迟交互、强社交、定制化等

特点，正好契合了这一需求。

“文化是软实力，文化产业是拉动

城市经济的硬实力。”上海师范大学教

授龚艳表示，纽约百老汇每增加1美

元票房，周边产业增加7美元附加收

入。与之对标，国内的沉浸式演艺仍

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其中，加大力度

培养产业人才、提升内容原创能力、

开拓与目标人群生活相关的上下游产

业链价值应是当务之急。

蓬勃的演出市场海纳百川的城市气质提供了优渥土壤，仍有潜能待发掘

上海沉浸式演艺何以遍地开花
舞台正前方边缘是即将融化的冰块，巨大的转盘上，斑斓

变幻的光影映射于雪白的冰窟，动植物化石的痕迹依稀可见，

一座倾斜的铁塔从天而降到舞台中央……昨天，在冰雪世界

版《波西米亚人》探班现场，记者宛如置身于梦幻的未来世

界。这部由中意联合打造的全新制作将于2月10日至12日

上演，拉开上海歌剧院全新演出季的序幕。

《波西米亚人》是除《罗密欧与朱丽叶》之外最为知名的爱

情故事之一。作为普契尼最受欢迎的三部歌剧之一，《波西米

亚人》受到世界各国歌剧导演的青睐，不同版本不胜枚举。当

1896年首演于意大利的感人爱情故事，穿越时空来到2023年

的上海舞台，会有什么不同？此次上演的版本由意大利著名

戏剧歌剧导演马可 ·卡尼蒂与中国导演杨竞泽联合执导，故事

背景设置在200年后冰雪覆盖的巴黎。

在上海大剧院探班现场，记者看到一群头戴白色头盔、身

穿白色羽绒服的孩子，就像穿梭于宇宙的“太空人”，其中一名

小男孩手里提着元宵节常见的兔子灯；背着大号绿色背包、一

袭红衣的圣诞老人，与提着近十册古籍、身穿中式长袍的男子

共同现身舞台；有的男性角色身上挂着十几把小号；马戏团里

的小丑、舞女和玩具商贩，让人不由联想到《胡桃夹子》……这

些中外混搭、打破时空界限的元素，赋予了新版《波西米亚人》

丰沛的想象力和奇幻色彩。

在这一版《波西米亚人》中饰演鲁道夫的著名男高音石倚

洁告诉记者，很多西方经典歌剧诞生于两三百年前，为了让今

天的观众特别是年轻人，喜欢上歌剧这门古老的艺术，当今欧

美地区80%以上的歌剧都是经典作品的新制作版，“我们这一

版中意联合打造的《波西米亚人》充满超现实主义色彩，就是

为了让经典焕发新生”。

有焕新，也有坚守。“艺术不死、爱情永恒，这份初衷不会

改变。”杨竞泽说，新版《波西米亚人》有很多舞美细节体现了

经典歌剧中的元素。比如随着剧中男女主角鲁道夫和咪咪的

感情升温，埃菲尔铁塔上红色的灯牌将随之闪烁，上面是用法

语写的“我爱你”；在摆满五颜六色餐具的咖啡馆里，既有一朵

冰封的玫瑰，也有一把美丽的钥匙，象征着咪咪的心门被这把

钥匙打开；而在咪咪去世的床上，则是一张与床同宽且泛黄的

普契尼手稿……

《冰凉的小手》《人们叫我咪咪》《漫步街头》等旋律动听的

唱段，让《波西米亚人》拨动了无数人的心弦。这一次，作为轻

型抒情男高音的石倚洁将挑战他歌剧生涯中的第一部普契尼

歌剧。“我在20多岁时一直以唱罗西尼的作品为主，之后接触

贝里尼、多尼采蒂等作曲家的作品。普契尼《波西米亚人》中

的鲁道夫是一个抒情男高音，他需要的音色比我平时唱歌的

音色更宽广沉淀，在我满40岁时，我觉得是时候扮演这个角

色了。”

《波西米亚人》中有一个场景，向往爱情的诗人鲁道夫正

在写作，他听到敲门声，得知是一名女性，一下子精神焕发。

“在我们这个版本，意大利导演马可加了一点喜剧元素，我扮

演的鲁道夫听到门外传来女孩声，忍不住拿起桌上的梳子梳

了梳头发，看到地上还有一瓶快用完的香水，也喷了喷。”“我

生活在清贫而快乐的时日里，但我的热情和幻想使我像在空

中的宫殿里，我是精神上的亿万富翁，我所有的财富给一双明

媚的美目偷去……”这是《冰凉的小手》的歌词，石倚洁希望通

过温柔、温暖的歌声，传达鲁道夫想对咪咪诉说的真挚情感。

“用声音去拨动听众内心深处的心弦，也许大家听着听着就会

想起自己的一些往事，甚至随着音乐一起流泪，我想成为这样的歌唱家。”

“在春天，太阳与我们做伴！我会由黄昏起舞至黎明……”冰雪世界版《波西米

亚人》由著名指挥家、钢琴家许忠执棒，还邀请了国内优秀男中音歌唱家孙砾，青年

歌唱家王冲、周晓琳、杨琪、张扬、张文沁、关致京、王猛、窦乾铭、余杨等加盟，期待

用爱迎接充满希望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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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姜方

歌剧《波西米亚人》正在加紧排练。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① 音 乐

剧《阿波罗尼

亚》剧照。

②《疯狂

理发店》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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