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恢复高考
!"

年后的今天
!

高考改革成

了争论最多的教育话题之一
"

!"

年来
!

高考成就了无数青年转变命运

的梦想
!

其缺陷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

高考至今仍是我国最公平
#

百姓认可度

最高的人才选拔制度
"

但随着时代发展
!

高考

制度已站在了改革的十字路口
"

历史性地梳

理高考探索过程中的若干焦点问题
!

也许有

助于拨开争论的迷雾
!

更加理性地看待高考

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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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令人心酸的场景
$

#""$

年
$

月

%

日下午
!

陕西渭南一名女生比高考规定入场

时间迟到了两分钟
!

被挡在考场门外
"

女生跪

地痛哭哀求
!

但三名门卫始终不为所动
%%

不管是时间上迟了两分钟
!

还是卷面上

少了一分
!

对于无数孩子来说
!

高考决定着他

上榜还是落第
!

上名牌大学还是普通高校
!

进

而决定了整个人生轨迹的走向
"

因此
!&

一考

定终身
'

是人们对高考最大的不满之一
"

为缓解高考集中的压力
!

#&&&

年
'

月
!

北

京
#

安徽等省市开始试行春
#

夏两季高考
"

然

而
!

由于春考招生人数少
#

招生学校有限
!

考

生报名数量逐年下降
!

春考逐渐陷入尴尬境

地
"

至今
!

除上海外
!

其余省份均已放弃这一

尝试
"

去年年末以来
!

又有专家开出
&

一考变多

考
'

的药方
!

希望给考生多次机会
"

此论一出
!

立起争议
"

批评者说
$&

多次高考犹如凌迟
!

比

一次高考绞刑更为残酷
" '

教育部表示
!

高考

&

一变多
'

方案尚在研究过程中
"

事实上
!&

减负
'

一直是高考改革的重点

目标之一
"

有关部门为此进行了多方尝试
!

一

是减少考试科目
!

缩小考生备考范围
(

二是降

低考题难度
!

意在让学生更轻松地掌握功课
!

腾出时间来自由发展
"

结果如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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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高考科目从
%

科减到
+

科
!

但学

生应试训练的强度仍未见降低
"

厦门大学教

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说
!

哪怕只考一科
!

学校

也会让学生训练到极限
"

就好比科举考试
!

只

考作文
!

还是让无数考生累得吐血
"

#,&(

年
!

北京考题难度略有下降
!

而清华

录取线从前一年的
$&&

分升到
$-+

分
"

难度

低了
!

考试分数就
&

水涨船高
'!

为了竞争
!

学

生们仍然丝毫不敢松懈
"

尽管把高考时间从
%

月提前到
$

月等人

性化举措受到普遍称赞
!

但日前新浪网组织

的一次高考专题调查显示
!

多数人认为
!

!&

年

来
!

高考对学生的压力有增无减
!

原因是他们

除了高考没有别的出路
"

刘海峰分析
!

高考的压力其实不在考试

本身
!

而是来自社会
!

在传统的人事
#

用工制

度和人才观念下
!

青年人成才途径单一
!

才形

成了
&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

的局面
"

高考竞争

实质是社会竞争的缩影
!

在社会竞争日益激

烈的今天
!

单纯依靠高考改革来减轻学生负

担难见实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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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参加高考的孟昭春
!

如今已是国

内职业教育领域最有名的管理学专家之一
"

他说
!

如果没有当年恢复高考
!

就没有他今天

的成就
!

但是他却让女儿不要太看重高考
"

女儿高中英语成绩突出而其他科目一

般
!

孟昭春对她说
$&

当前的高考用一张考卷

评判所有人才
!

这显然不科学
"

你能否成才
!

关键看你能否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
!

而不在

于高考成绩
" '

&

一把尺子量天下
'

是高考制度遭受的又

一批评
"

孟昭春认为
!

人们总说
&

分数面前人

人平等
'!

但单一尺度的高考却造成了更深层

的不公平
$

一是不同学生有不同的专长
#

兴趣

和职业倾向
!

这些被高考压抑了
"

二是我国教

育资源分布不均衡
!

学生基础各异
!

作文考

&

面向大海
'

还是
&

背靠大山
'

对上海和重庆学

生影响不同
!

英语考不考听力和口语对城市

和农村孩子影响也不一样
"

()))

年
!

教育部开始在部分省市试行
&

!!

.

'

科目考试方案
!

这是
!,

年来力度最大的高

考改革动作之一
" &

!

'

指的是语
#

数
#

外
(&

.

'

是

指从理
#

化
#

生
#

政
#

历
#

地等科目中自由选组

或综合
"

广东省率先试水
!

到
#,,!

年
!

各地普

遍推开
!

衍生出了多种形式
"

数年来
!

对于此项改革的评价不一
"

去

年
!

国家统计局在京
#

津等十省市进行的一次

专项调查显示
!

大多数人认为
&

!/.

'

体现了

&

一般
'

和
&

特殊
'

相结合的现代教育理念
!

但

仍有约三成学生表示不赞成这种方案
!

认为

它加重了偏科倾向和课业负担
!

没有完全实

现改革初衷
"

为体现区域特色
!

-&&&

年
!

上海率先打破

全国统一命题的传统
!

实行自主命题
"

去年
!

高考考场上已有
(+

个版本的试卷
"

这项旨在

促进区域考试公平的改革获得了较广泛的认

同
"

纵观上千年的中国考试史
!&

统一
'

和
&

个

性
'

一直是个两难选择
!

但既然人才需求是多

样化的
!

就不能用单一标准来评价
"

总体看
!

这方面的改革正在逐步走向完善
!

专家们从

各种角度提出了建议
"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主张
!

所有科

目分为不同的难度等级
!

不同类型的高校
#

不

同学科专业
!

可选择不同难度的试卷
!

以进一

步分解高考的结构性竞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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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因面试不过关
!

((

名内地高考

&

状元
'

被香港大学拒之门外
"

港大称
!

只求读

书来港
!

完全不打算参与课外活动的
&

书呆

子
'!

就不会被录取
"

尽管人们并不认为所有高考
&

状元
'

都是

&

书呆子
'!

但应试教育造成大批学生
&

高分低

能
'

却是不争的事实
"

长期以来
!

高考偏重知

识记忆
!

忽视学生实际能力的考察
!

结果造就

了一批缺乏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
&

考试机

器
'"

这已不是一个新问题
!

上世纪
0&

年代

末
!

类似呼声就已出现
!

教育主管部门也一直

努力在高考中加大能力测试的比重
"

如语文
#

政治等科目
!

本世纪初
!

试卷中课本知识的比

重还占到一半以上
!

如今在一些地方已降至

-&1

!

其余内容则是能力考察
"

什么是能力
)

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

干说
!

现在世界上公认有几大方面的能力
$

观

察能力
#

适应能力
#

解决问题能力
!

特别是与

人合作的能力
"

山东省
-,,%

年的高考改革新方案中增

加了基本能力考试
!

它测试的是学生适应社

会生活应具备的最基本知识
#

能力素质
!

如观

察社会生活
#

进行艺术欣赏表达感受等能力
"

北京语言大学汉考中心副主任谢小庆认

为
!

与知识考试相比
!

能力考试不容易受到强

化辅导的影响
!

几乎是无法准备的
!

对记忆力

要求较低
!

更关注受测者的发展潜力
"

但要改

变长期积累而成的应试教育模式
!

不是一朝

一夕的事
!

需要具有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做支

撑
"

-,,$

年
*

月
!

经教育部批准
!

上海交大和

复旦大学尝试通过
&

考试
/

面试
'

的方式自主

选录学生
!

高校招生第一次与高考分数脱节
!

矛头直指
&

应试教育
'!

被称为高考制度改革

的
&

破冰之举
'"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

国说
!

尽管面试招生的公正性
#

主观性以及成

本依然遭受质疑
!

其效果还有待实践检验
!

但

是把学生从课本知识中解放出来
#

让拥有较

强综合素质的考生脱颖而出
!

已是大势所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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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

人大代表
#

宁波大

学外语学院院长范谊建议
&

废除高考
'!

建议

用高中会考等方式测试学生
&

学术潜力
'!

同

时大幅提高社会服务
#

学校社团记录
#

教师评

价等因素在学生考核中的比重
"

去年则有专

家提出
&

由中学老师推荐学生上大学
'!

全国

统一考试分数不公开
!

只用来证明老师没有

说谎
"

这些观点都引起了激烈争论
"

事实上
!

偏重用考试方式选拔人才的局

限性早已显现
!

相关的改革探索也一直在进

行
"

')0*

年
!

我国开始进行保送生试点
"

通过

推荐
#

选拔和考察部分有特殊才能或特别优

秀的学生
!

免予参加文化课考试
!

弥补统一招

考的不足
"

上世纪
),

年代初
!

保送生计划人

数曾一度扩大
"

但问题随即显现
"

为了提高上名牌大学

的升学率
!

中学对保送生普遍
&

推良不推优
'!

还出现了申报材料作假
#

干部和教师子女保

送比例过高等不良现象
"

')))

年
!

教育部规

定
!

所有保送生必须参加综合能力测试
"

-,,'

年
!

每年约
-

万人的保送生规模被压缩至

+,,,

人
!

同时保送的
&

软条件
'

都变成了
&

硬指

标
'"

还有高校自主招生改革
"

-,,!

年
!

教育部

在北大
#

清华等
--

所高校扩大自主选拔录取

试点
!

去年增加到
+!

所
"

这项改革使高校有

了更多自主权
!

为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拓展了

空间
"

但出于公正性的考虑
!

自主招生比例一

直受到严格控制
!

仅为学校年度本科招生计

划的
+1

"

&

废除高考
'

论者参考了国外经验
!

如美

国高校招生
!

就十分重视中学老师或其他权

威人士就学生社会实践
#

实际工作能力
#

品

德
#

特长写出的推荐意见
"

但接受记者采访的

多数专家反对照搬国外经验
"

孟昭春说
$&

在

我国社会诚信机制尚不健全的今天
!

实行推

荐制一定会产生权力寻租的腐败现象
" '

目前
!

在中国还找不到一套比高考更加

公平有效的人才选拔制度
"

新浪网的高考专

题调查显示
!&

支持改革
!

不能废除
'

的意见占

到
0$2'*1

!

而
&

支持废除
'

的只有
)1

"

!,

年来的实践证明
!

高考改革不是单纯

的教育改革
!

它受到社会发展水平
#

教育发展

均衡程度
#

诚信制度建设等多方面制约
!

牵一

发而动全身
"

刘海峰以老子的名言
&

治大国若

烹小鲜
'

来比喻高考改革
$

如果相关配套措施

和管理手段跟不上
!

操之过急
!

不仅会在实施

中走样
!

还有把
&

小鲜
'

翻烂的危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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