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乎人人获奖，举办方巧立名目收费

大学生“水赛”泛滥催生“竞赛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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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赛”泛滥，如何“脱水”

针对“水赛”泛滥，部分大学生
打响“反击第一战”。

连续两年，上海某艺术类院校
的大四学生陈高远与同学一起，用
仅200多元完成了“水赛杯国际当
代艺术大奖赛（以下简称“水赛
杯”）”。

从宣传海报设计到比赛流程，

“水赛杯”都巧妙地模仿了许多艺
术竞赛的专业化特征，而海报上呈
现的20名评委照片，或是由AI生
成，或是无版权的肖像，也包括陈
高远本人和其朋友的照片。让陈
高远出乎意料的是，“水赛”宣传视
频在b站上的播放量超过了37万，
竟吸引来真赞助商。

讽刺“水赛”大学生行为艺术，
披露了大学生眼中的“水赛”逻
辑。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
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大学生
参与五花八门的“水赛”，是一种功
利导向的使然。一方面是为了评
奖评优，在升学保研、出国留学等
阶段使用；另一方面可能是出于美
化简历、包装自己的考虑，让自己
看起来更有竞争力。

熊丙奇说，大多数本科院校在
确定保研名单或者评优评奖时，会
以学生参加竞赛的获奖情况作为
一个指标，凭竞赛成绩获得相应的
加分，这客观上助长了学生参加各
种各样的“水赛”。但在实际操作
中，大部分院校会对学生参评的奖
项进行审核，学校很清楚哪些比赛
是正规且有含金量的。那些“水
分”大的比赛，一般也都不会审核
通过，也不可能获得保研评优的加

分。
熊丙奇认为，在学校层面应该

加强教育，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竞
争理念，参与竞赛目的应该是实现

“以赛促学”“以赛促教”，而不是为
了满足自己的功利心与虚荣心。
另外，学院层面可以建立竞赛白名
单，帮助学生认清哪些比赛可以参
与，哪些比赛是“水赛”。

樊秀娣认为，大学生学科竞赛
应有相当的技术难度，要防止其因
功利目的而被异化，还需要赛事主
办方不断提高政治觉悟、思想品德
和业务能力等。另外，学校如何看
待和对待学生的竞赛奖项，反映了
学校的教育理念和管理质量。学
校要把好学生竞赛奖项的使用关
口，守住学术诚信底线。最后，教
育主管部门要加强对竞赛监管，守
住以赛促学底线。

来源：潮新闻客户端

03

“水赛”没有含金量，应防止竞赛异化

张莉（化名）是一名武汉高校
数字媒体专业的大三学生，对于此
类“水赛”感受颇深。她告诉记者，
自己曾参加过某全国广告赛，而学
院每年都有几十名同学参赛，就没
见过不拿奖的同学。“我用平时课
堂的作业投稿，都能获得湖北省赛
区优秀奖。湖北赛区获奖名单有
1000 多行，感觉获奖证书是批发
的。”

不过，因为能用获奖证书换
综测分，张莉和同学们已经两次
报名，两次拿奖。“按照学院规
定，这个广告赛属于文艺类省级
赛事，我们拿了优秀奖，综测上
就能额外加10分。”张莉介绍，综
测分是评选系奖学金和保研的参
考分数之一，如要拿系奖学金，
综测分占40%，所以冲奖的同学
每年都会报几个竞赛加分，这些
赛事成了不可或缺的“竞争力”。

实际上，这样的“竞赛”在
高校并不少见。一些大学生向记
者表示，还在备战期末考，但已
经收到多个“竞赛”邀请，宣称

“拿奖拿到手软”，部分机构还特
地整理出中奖率高的“力推竞
赛”，涉及传统文化、志愿服务知
识竞赛等。有的竞赛会标明“国
奖证书，综测加分”等，还有的
直接写明“线上参加考试，50道
选择题，65分以上就能拿到等级
奖”。

浙江一名视觉类专业大学生
陈轩逸（化名）向记者介绍，“有个
叫国文奖的竞赛，报名费80元，
机构说参加就有奖，加综测分，
有奖金，国家级证书。”他在竞赛
奖项设置里看到，60%的参赛选
手能获得三等奖以上奖项，提交
有效作品即可获得优秀奖，下载
电子版获奖证书。

如今，在社交媒体平台，充
斥着各种各样的竞赛宣传帖。一
些“水赛”带有“全国”“国际”
字样，有某中介机构工作人员力
推某国际大学生文化设计大赛，

“这是属于国际设计竞赛，报名费
60元，获奖率65%以上。”

较为热门的赛事显示，报名
者多达上千人。在大学生群体
中，多个集结众多“水赛“的平
台都具有一定知名度。

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水
赛”已成生意，想参加，需要先
缴纳报名费，而有的赛事报名费
高达千元。一旦打着“国际”名
头的赛事，报名费会普遍上浮，
甚至不少“水赛”已经衍生出二

次消费。比如学生获奖后，如果
需要纸质版证书还需额外支付15
元，成本不高的“硬壳”证书则
需花50元购买，带“硬壳”的证
书+奖牌需支付70元。

业内人士指出，这类“水
赛”，参与者往往只需花几十元报
名费、提交简单作品“走个过
场”，即可轻松获奖，“还打着

‘学科竞赛’的名义，看似专业，

实则含金量很低。”
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

樊秀娣在调查中发现，目前大学
生学科竞赛异化是一种较为普遍
的现象，有些大学生学科竞赛奖
项比例高达参赛总人数的50%以
上，甚至有的赛事所有参赛者都
能得奖。部分赛事主办方对赛事
组织不够上心，相关规则不齐全
或形同虚设，例如有的赛事对参

赛者资格、参赛作品规格等无具
体要求，相关人员对参赛作品也
不做任何形式的诚信审核，导致
奖项署名虚假情况时有发生等。

樊秀娣发现，不少赛事名称
听上去“高大上”，但实际情况
是“挂羊头卖狗肉”。例如：某
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看名称
应该是某国主办的国际大赛，但
赛事各环节实际操办人大多数是
国内人员、实际参赛者绝大部分
是国内学生。国内学生只要向国
内相关机构交纳了各种规格的套
餐费（包括报名费、资料费、培
训费等），都能在国内参赛，且
大多数人能够得到名次不等的奖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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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赛”生意经：卖证书、卖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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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名单1000多行，学生为加分参赛

受访者展示某全国广告赛获奖证书。

近日，“水赛”成为高等教育领
域备受关注的热点。

先是有央媒调查，发现市场上
充斥着一批含金量低、组织松散、形
式大于内容的学科竞赛。再是寒假
期间，社交媒体上，“水赛”愈演愈
烈，以攻略、经验帖的形式炒作竞赛

焦虑，吸引高校学生参与并借机敛
财。

须看到，“水赛”泛滥之下，没有
赢家。学生水掉了大好青春，教育
水成了虚假繁荣，社会也不会在这
样的形式主义狂欢中收获进步。为
赛事与教育“脱水”，势在必行。

“水赛”之水，有何表现？
水在鱼目混珠、逐利营销。

“水赛”往往从赛事立项起就极
尽灌水之能事。有人总结“水赛”的
生产公式：名号要大，动辄挂名全
国、国际、全球；背景要新，最好紧挨
尖端领域，沾上 AI、创新等热点；内
容要虚，诸如知识大赛、技能大赛、
设计大赛等等，将竞赛方式模糊化，
报名门槛越低越好。

外在的虚浮之下，“水赛”的内
核往往萎弱：它们套着学科竞赛的
皮，办赛主体却往往不是学术团体、
高校院系、主管部门，而是民间协会
甚至商业公司，竞赛的专业性与学
科性得不到保证。

更要紧的是，许多“水赛”已成
一本万利的“竞赛生意”，衍生出赛
前培训、赛后证书制作等二次三次
付费项目，因此被迫掏钱的学生不
在少数。

水在“草台班子”般的组织方
式。

比赛要力求严谨公平，但“水

赛”往往随意任性。有的“水赛”挂
牌立项后，实际运营几易其主，不规
范分包、转包；有的“水赛”放任社会
机构为参赛者代办奖项，还主动设
立所谓“作品绿色通道”，滋生大量
作品造假、抄袭等学术不端问题；也
有“水赛”直接“不演了”，不仅赛程
赛规赛制不够透明，还对社会质疑
置之不理，舆情汹涌时甚至直接停
赛跑路……

水在赛事含金量低下。
有学者研究发现，有的“水赛”

获奖比例超过参赛总人数一半，有
的公开表示参赛者皆有奖。如此

“其乐融融”，不知赛的意义在哪。
近期，上海某艺术类院校的在

校学生们，仅用200多元完成了“水
赛杯国际当代艺术大奖赛”的宣传
策划工作。这项冒牌赛事，有花哨
的海报、看似正规的赛制，由AI和学
生充当评委，相关的宣传视频在某
视频平台收获超数十万播放量，竟
还吸引来真实的赞助商，足见“水
赛”荼毒之深。

今年开年，在义务教育阶段，就
有数场教育部白名单赛事因各种问
题被停办。早在 2022 年，教育部等
四部门也曾印发管理办法，遏制中
小学生竞赛活动中的功利化倾向。
但针对高校开办的“水赛”却越发猖
獗，症结又在哪呢？

看明线，考核、评价方式僵化，
使“水赛”频现。

“水赛”的门道并不深，之所以
能大行其道，就在于其迎合了学生
需求，能在僵化的教育评价体系中，
给出粗暴的应付方法。

可以看到，眼下不少高校将赛
事参与捆绑上综测加分、升学保研、
推优评奖。但只以简单的量化指标
评价学生，对学生的竞赛只重结果
不重过程，只看“有没有”，不看“好
不好”，这让“水赛”显得颇有“性价
比”。有的学校还被曝出主动动员、
帮助学生参与“水赛”，炮制所谓的
教学成果。

此外，优绩主义和教育焦虑也
推动着一些学生自发卷入“水赛”。
不乏一些学生靠与老师攀关系，从
而获取比赛机会。也有拿着现成的

研究成果，频繁出现在各类比赛里
“刷脸”的“赛霸”。这些人的获奖，
既是对其他同学的伤害，也让功利、
浮躁之风弥漫校园。

看暗线，正经比赛的异化与“水
化”，更让“水赛”有了市场。

“水赛”泛滥，也恰恰说明了学
科竞赛中的“正赛”还不够多、不够
好。一些正规比赛近年来的异化与

“水化”，同样值得警惕。
一方面，一些有含金量的比赛

虽然连年举办，品牌效应越来越强，
但也逐渐出现看学校不看作品、看
专业不看能力等不公正办赛现象。
久而久之，竞赛逐渐沦为一些高校
间心照不宣的“圈子游戏”，其他院
校的学生即便费时费力参与，也只
能苦苦“陪跑”。

另一方面，一些高校对学生“赶
鸭子上架”，也加剧了竞赛的“水
化”。如，有的学校安排学生大一就
参加学科知识竞赛，大二就参加创
新创业大赛。学生的才学积累和实
践能力并不匹配赛事需要，产生项
目造假、挂名蹭赛、侵占项目经费等
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水赛”的害处毋庸赘言，但对
于“水赛”不能止于打击了事。如何
在“水赛”泛滥中打捞各方诉求，明
晰教育改革的方向，才是应有之义。

立足竞赛本身，打掉“水赛”的
戏台，还要为学生创造真正的舞台。

赛道可以再宽点，对学生的能
力遴选再精细点。可以看到，如今

“水赛”频现于艺术类、文史类、设计
类、建模类专业，这些专业要么难以
产生明确的评价标准，要么有交叉
学科背景，评价框架还不够清晰。
应针对性开拓更多过程性、长期化
的竞赛模式，让相关专业的学生也
能找到舞台打给自己的“一束光”。

方法也可以再弹性点，让竞赛
真正激发学生潜能。此前，全国性
学科竞赛“挑战杯”竞赛曾专门开设
面向职业院校的创新创效创业大
赛，但被质疑限定了职业院校学生
的竞争赛道，在创业这个全民皆可
参与的领域中制造了壁垒。有此先
例，何不打开视野，让竞赛激励更多
学子。

而在竞赛之外，教育的水分也
要持续挤掉。

水是会流动的，若只除“水赛”
却不改变僵化的教育评价机制，只
会让这股水流向其他领域，危害教
育大局。

高校不妨重新梳理赛与学的关

系，立足本校的教育方针和社会需
要，把竞赛有机融入人才培养体
系。通过前置教育和练习，让学生
带上真才实学去赛场练兵，让以赛
促学更有依托。

主管部门也不能缺位。对于不
符合社会发展需要，或变味的比赛
要及时叫停，对于新设立新挂牌的
赛事也要强化内容指导和监督，防
止形式主义泛起涟漪。

更关键的是，矛头不该错指，要
肯定学生的努力，看到他们的无奈。

眼下，不该过分指责参与“水
赛”的学生是找捷径，耍小聪明。相
反，更应该看到他们病急乱投医中
的这份需要，看到学生们渴望展示
自我、丰富自我的表达。

近段时间，话题“请攻击我最薄
弱的地方”成为网络热点，不少学子
既希望向社会展现自己，也希望面
向社会，了解自己专业的薄弱面。
如今，一些学生广泛参加“水赛”，亦
是寄望于给自己的“水专业”“水课
程”正名，去努力自证自我的含金量
……

这届年轻人从来没有自甘堕
落，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回报公允，并
值得他们全力以赴的机会。这样的
热望，应该被满足。

来源：重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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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平台上，部分大学生“竞赛”的宣传。相关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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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手拍张照，参加就
有奖”“春节前投稿就有奖”……寒

假期间，大学生们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收到
了满屏“竞赛通知”。还有不少不限专业的“竞

赛”延期一个月，等他们假期后交作品。
如今，不少竞赛举办方宣称获奖证书成为大学

生综合素质测评（下称综测）的加分项，可以此与同学
拉开差距。不少大学生也信以为真，参加各种竞赛，试
图借此获得拿奖学金、保研的“保送通道”。

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充斥着以低门槛、高获奖
率为噱头的一批含金量低、组织松散的竞赛，这类
竞赛被称作“水赛”。“水赛”已经衍生出“竞赛生
意”，机构通过收取报名费、证书费、冠名费

等，获取不菲利益，也助长了学生参
与学科竞赛的功利心。

证书、奖牌成了“竞赛”搭售的商品。相关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