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高考期间
!

家长给

孩子找
"

高考保姆
#

的新

闻时见报端
!

除了家长
!

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也在

高考前出台噪声禁令
!

或者在考场周边实行交

通管制等
"

特殊政策
$%

近几年
!"

全民助考
$

风

越刮越猛
!

虽然透着人

文关爱
!

但紧张的阵势

让不少人如临大敌
%

有

人质疑
!

一个高考
!

为什

么要整出那么大动静
&

!"# $%&'(

)*

!

月
"

日高考第一

天
!

不少送考家长带着

相机在考场外抓拍镜

头
'

孩子进场的背影
(

考

点学校的校牌
))

目的

是
"

记录下孩子人生中

的重要时刻
$%

金女士的儿子今年

#$

岁
!

读高三理科
%

因

为担心打扰儿子学习
!

她和丈夫每天都
"

蹑手

蹑脚地走路
$% "

从初三

开始
!

我们不知道在他

身上花了多少钱
%

单高

考前这几个月
!

就花了

%

万多元
% $

金女士家一

个月的收入不够儿子高

考前一个月的家教费
%

但是
!"

为了儿子考学
!

多少钱咱也得掏
* $

对于金女士的做

法
!

同是考生家长的王

女士表示很能理解
%

虽

然家离学校的车程不到

半小时
!

但王女士还是

花
&$$$

元在考点附近

的宾馆开了标准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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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很多家长教

育方式有问题
%$

中科院

博士生导师王极盛被人

称为
"

高考研究第一

人
$%

对于送考
!

王极盛

很不赞成
!"

这种
,

暗示

模仿感染
-

会对别的考

生造成不良影响
% #

王极盛还表示
'+

不

仅是家长
!

现在社会对

考生的关爱也有些过

了
% #

!

月
'

日早上
'

时

多
!

离高考还有近
&

个

小时
!

南京市人民中学

附近几百米便开始实行

车辆和行人禁行
%

在一

旁维持秩序的交警说
'

+

这是为了给孩子创造

一个更安静的考试环

境
%#

但一名姓李的考生

觉得不自在了
'+

走到这

儿
!

就感觉被隔离开来

了
!

觉得怪紧张的
% #

一

名姓王的同学则说
'+

这

么做是为我们好
!

但我

一走进这地方
!

就觉得

心里发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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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茅等专家认

为
!

让高考指挥棒发挥

引导素质教育的作用很

难行得通
% +

高考只能

用分数等定量手段对学

生进行评价
!

而我们对

素质教育的评价是很难

定量的
!

只能定性评

价
%

高考只能考察学生

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运

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

力
!

这只是素质教育的

一部分
%#

吴晓茅说
!

目前
!

江苏的高考新方案试图

用定量的手段对素质教

育进行评价
!

其结果可

想而知
%

高考新方案加

入了
+

综合素质评价
#

内容
!

希望把学生的道

德品质
(

公民素养
(

交

流与合作
(

学习能力
(

运动与健康
(

审美与表

现等素质纳入高考的考

查范围
% +

但问题是以

上素质怎么具体评价
!

高低如何区分
&

例如
!

学生一次考试作弊
!

能

否被认为
,

道德品质不

合格
-%

事实上
!

由于

缺乏可操作性
!

在巨大

的社会压力面前
!

多数

学校不得不最终抹平了

学生之间的分数差异
!

给大家一个统一的分数

了事
%#

常州市天宁区教育

文体局原副局长马俊福

指出
!

高考模式改革后
!

把一次高考变成了两

次
!

以往是高三学生压

力大
!

现在学生从高一

就要开始应付考试
%

这

导致不少学校在
+

小高

考
#

前专攻必修科目
!

学

业水平测试一结束
!

马

上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语

文
(

数学
(

外语三门主课

上
!

主课课时随之大幅

增加
!

每门课一天要上

三四节
%

此外
!

为了能在高

考中获得更高的分数
!

很多中学采用了高科技

的投机手段
!

通过电脑

分析历年各科得分以及

考生分布情况
!

希望获

得最优的选科组合
%

因

为理科得分难
!

一些地

区学校便大量增加文科

班或艺术班
(

体育班
%

+

只要高考继续存

在
!

模式之变都将是新

瓶装旧酒的改良之举
%#

吴晓茅说
!+

要推行素质

教育
!

要科学选拔人才
!

首先要完善人才评价体

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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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指出
!

对于

各地的高考改革
!

尽

管形式不一
!

但至少

是一种积极的探索
!

这是高考模式变革之

+

喜
#%

南京才能素质教

育研究所所长汪骏说
!

综观近年来各地高考模

式的变革
!

其初衷是按

照素质教育的终极目

标
!

配合新课程改革而

进行的
!

对中小学推行

素质教育
!

完善人才评

价体系有促进作用
%

以江苏
!""#

年新

高考方案为例
!

高校

录取时
!

按语文
(

数

学
(

外语三门主课的

统考成绩
!

划定省最

低控制分数线
!

各高

校再参照考生的学业

水平测试所评定的等

级
!

及其综合素质评

价的整体表现
!

决定

是否录取
%

这种做法

尽管争议较大
!

但教

育主管部门在设计时

是有考虑的
%

江苏省教育厅副

厅长胡金波在解读高

考新方案时指出
!

江

苏高考新方案的一大

特点是变一次性考试

为多样化考试
!

除语

文
(

数学
(

外语三门

主课统考外
!

其他科

目作为必修
(

选修分两

次进行学业水平测试
!

改变了过去
+

一考定终

身
#

的弊端
!

也相应减

轻了学生负担
%

同时
!

对学业水平

测试采用等级评定的方

式
!

改变了
+

分分计

较
#

的弊端
!

适当缓解

+

&

分压倒一批人
#

给

学生造成的压力
!

有利

于更客观
(

公正地评价

学生的水平
%

教育部有关专家指

出
!

这样有利于改变高

校
+

只看高考不看高中

学业成绩
(

只看分数不

看学生综合表现
#

的状

况
!

也符合高考招生录

取选拔学生的要求
!

代

表了素质教育的发展方

向
%

) ² * ³d!""# !´µK¶·o:;¸hL\

¹º�

#$01234

12EFG.HIJ+KL

教育专家
(

南京一

中校长吴晓茅认为
!

我

们把高考贬得一文不值
!

但目前又找不到更好的

选拔制度
%

改革的不到

位
!

成为高考模式变革

之
+

痒
#'

不挠不是
!

挠

了也不是
!

让人感觉改

革与人才的科学评价之

间总隔着一层纱
%

各地的高考新方案
!

无不将对学生的综合素

质评价提到很重要的高

度
!

但高考改革总像隔

靴搔痒
!

由于措施不到

位
!

始终让人
+

既爱又

恨
#%

南京市十三中校长

王军说
!

高考新方案是

落实素质教育的一个大

胆尝试
!

也是对历年高

考模式的继承和创新
%

一个新的方案是否合适
(

效果如何
!

需要实践来

检验
%

一些中学教师向记

者反映
!

这几年
!

高考

模式改了又改
!

教材变

了又变
!

老师们都有点

无所适从了
% +

现在高

考除了考学生
!

更是考

老师
!

很多高三的老师

压力很大
!

而且几乎没

有休息日
%#

+

素质教育是个筐
!

什么都往里面装
%#

王军

认为
!

如果把素质教育

看作一个圆
!

里面是内

容
!

外面是问题
!

那么

圆无限大
!

内容无限多
!

则问题也无限多
%

在这

种背景下
!

要让高考承

担素质教育指挥棒的责

任
!

有点勉为其难
%

这

也是为什么高考的每一

次改革都会引发争议
!

最后陷入
+

父子骑驴
#

尴尬境地的原因
%

+

都说高考改革要

突出考查综合素质
!

这

一点我们是支持的
%#

南

京考生家长姚其远说
!

但是从实际效果看
!

上

有政策
!

下有对策
!

学

校追求升学率
!

孩子的

负担非但没有减轻
!

反

而加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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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MO

自我国组织的第一

批高中新课程改革试点

后
!

海南等
$

省区便开

始了对高考模式改革的

探索
%

!""%

年
!

海南实

行
+

&(&(

基础会考
#

的

高考模式
!

其中的重要

改革措施就是将毕业生

的综合素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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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结果纳入考生

录取条件
%

同时
!

首批进行高

中课程改革实验的
$

个

省区的
!""%

年高考方

案
!

除书面考试外
!

无

一例外地将考生学习能

力
(

思想品德
(

社会实

践
(

与人合作能力
(

运

动素质等综合素质的评

定
!

作为录取考生的重

要依据
%

在
$

省区的高考新

方案中
!

考生的综合素

质评定将被记入电子档

案
!

作为高校录取新生

的重要参考
%

江苏高考新方案则

被教育界评价为
"

步子

迈得最大
$%

从
!""#

年

起
!

江苏开始采用
"

&'

学业水平测试
'

综合素质

评价
$

的新模式
%

其中
!

"

&

$

为语文
(

数学
(

外

语三门主课
0 +

综合素

质评价
$

包含道德品质
(

公民素养
(

学习能力
(

交流与合作
(

运动与健

康
(

审美与表现等六个

方面
%

而这正好切合了

高考改革的大方向
'

录

取时不单单看一次考试

成绩
!

要结合综合成绩
(

平时表现和高考成绩三

个方面
%

!""(

年
!

浙江也将

采取高考新方案
!

将学

生综合素质评定结果纳

入招生录取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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