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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澳门大学不再录取内地国际生

一、热点概述

近日，澳门大学发布了一则惊天公告：自明年起，不再录取内地国际生，只认高考成绩！这一消息

瞬间刷爆家长群，引发了无数国际高中学生的“末日情绪”。有家长直言“这不是堵路，是断路啊！”

更可怕的是，这并非孤立事件。今年以来，港澳高校正在掀起一场对假材料、保录取乱象的大清理。

从澳门大学堵死国际生捷径，到香港八大高校联手查处假材料，再到南京家长花 70 万保录取却人财两

空，这场风暴，正在撕下“镀金留学”的虚伪面具。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1）南京一位家长，为了让孩子顺利进入香港大学，砸下 70万请中介“保录取”。中介承诺的天

花乱坠：“文书我们代写，成绩单我们优化，推荐信我们搞定，您只需要准备学费！”结果，孩子刚入

学一年，学校便因审核发现材料造假，直接取消学籍。家长不仅损失 70万，更毁了孩子的前程……

（2）11月 18日，澳门司法警察召开发布会透露，有澳门高校早前接获香港考试及评核局通知，怀

疑有学生利用香港的不是学历报读澳门高校学士学位课程。经调查，共发现 24 名已成功入读的内地学

生相关申请存在不真实情况、怀疑涉及伪造文件行为的问题。据了解，上述 24 名学生均为澳门科技大

学学生，年龄介于 18至 19岁，分别来自河北、深圳、浙江及江西。

（3）根据港大经管学院掌握的资料，一份“保录取”合同的收费至少是 50万元，比正规中介服务

的价位高出几十倍。如果最终查出 80 至 100 名学生学历造假，单一个学院就将涉及四五千万的中介

费……

2.对策建议：

（1）树立正确教育观。多媒体渠道广泛宣传，曝光学历造假典型案例；从基础教育开始培养学生

诚信意识和道德品质……

（2）加强高校严查手段。完善招生审核机制、加强高校与学生原就读学校直接沟通与合作、增加

面试环节的权重和严谨性、定期对学生的学籍信息审核和清查……

（3）加大政府严惩力度。明确针对性的法律法规、提高违法成本；多部门联合执法、形成协同工

作机制；鼓励社会举报奖励机制……

3.原因分析：

（1）家长“唯学历论”。功利主义的教育观念、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望、追求“精英教育”“履

历镀金”，过于看重学历光环、视学历为获取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的“敲门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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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构“利欲熏心”。夸大办学资质、保证学历获取，造假一条龙服务；甚至有些机构冒用高

校名义招生、明码标价卖学历……

（3）监管“力有不逮”。港澳高校采用多元化的审核标准，缺乏统一、严谨且高效的验证机制；

监管部门存在执法力度不足、处罚偏轻的情况……

4.问题分析：

（1）阻碍个人发展。自身能力与学业要求不匹配，可能无法完成学业；一旦被发现，个人声誉和

未来发展受到极大损害……

（2）破坏教育公平。挤占优秀学生教育资源、影响高校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破坏高校的声誉和

形象……

（3）损害社会诚信。质疑学历的真实性和含金量、破坏社会公平竞争环境、错误价值观的传递、

社会风气恶化、公众对诚信重要性产生怀疑……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今年以来，港澳高校正在掀起一场对假材料、保录取乱象的大清理。澳门大学更是发布了一

则惊天公告：自明年起，不再录取内地国际生，只认高考成绩！这一消息瞬间刷爆家长群，引发了

无数国际高中学生的“末日情绪”。对此，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危害-原因分析-对策－总结

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港澳高校针对假材料和保录取等不良现象展开的大力整治行动，无疑是在教育领域敲响了一记警钟，

这既是对教育公平正义的有力捍卫，也是对自身教育品质和声誉的积极维护，对其引发的连锁反应和广

泛关注，亟待我们深入剖析并理性思考。

第二步——危害：

其一，阻碍个人发展。此操作使得学生真实能力水平与高校要求不匹配，大部分学生难以跟上教学

进度或胜任工作任务，影响其学业成绩和职业发展；同时，一旦被发现，将面临严重的法律制裁。

其二，破坏教育公平。此操作让部分学业能力和综合素质不达标的学生正常进入高校，直接导致教

育资源分配的严重倾斜，优秀的学生被拒之门外，公平竞争被打破。

其三，损害社会诚信。此操作是对社会诚信原则的公然践踏，一旦扩散，会使社会大众对整个教育

体系的信任产生危机，对社会各个层面的诚信建设都会产生负面影响。

第三步——原因分析：

首先，家长“唯学历论”。激烈的竞争环境，让部分家长和学生过度迷信港澳院校的“镀金”效应，

视其为提升个人社会和职业竞争力的唯一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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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机构“利欲熏心”。部分不法机构为了获取巨额的经济利益，利用信息不对称大肆进行虚假

宣传和诱导，将保录取包装成通往港澳高校的“捷径”，构建起一条庞大而隐蔽的黑色利益链条。

再次，监管“力有不逮”。一方面高校对非传统高考途径的招生审核机制存在一定薄弱环节，难以

精准跨国信息核实；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对学历造假行为，存在执法力度不足，处罚偏轻的情况。

第四步——对策：

第一，树立正确教育观。充分发挥媒体的宣传引导作用，通过媒体报道、专题节目、公益广告等多

种形式，传播诚信教育理念和正确的价值观；曝光造假行为的危害和后果，树立诚信榜样，弘扬正能量。

第二，加强高校严查手段。严谨高校的招生体系，利用科技手段对申请材料多轮次、多维度的仔细

检查；积极拓展与国际教育机构和相关认证组织合作，建立广泛信息共享平台，确保材料的真实性。

第三，加大政府惩罚力度。教育、公安、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形成联合执法合力，定期开展专项整治

活动，严厉打击各类造假和非法招生活动，对违法机构和相关责任人从重处罚、提高违法成本。

第五步——总结结尾：

港澳高校此次对假材料和保录取乱象的整治行动，是教育领域自我革新、回归正道的重要契机。只

有高校、政府、社会各方协同发力，才能建立起完善的教育监管体系、营造良好的社会诚信氛围，保障

教育公平与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