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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专家认为，当前的改革方案
多数集中在具体的技术层面，而对更
为深层次的制度性弊端涉及不多，所
以，“改来改去却难以取得根本性的
效果”。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说，高考改革必须以考试招生
分离为核心，如果不推进考试招生分
离，而只是在考试科目、考试形式上
作改革调整，将很难打破当前的应试

教育体系。
“新一轮高考改革能否真正深

入，取决于是否切实推进考试招生分
离，而这也考验教育行政部门是否真
正放权，因为实行考试招生分离，要
求政府部门把考试组织权交给社会
机构，把招生自主权交给大学，把考
试选择权交给学生，要建立全新的考
试招生格局。”熊丙奇说。

专家认为，怎样推进教育行政部
门放权，将是改革的攻坚战。高考改
革不能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这会
陷入“放权”的悖论，而应该建立新的
改革机制——由全国人大、地方人大
讨论、审议高考改革的具体方案，一方
面广泛听取民意，另一方面则监督政
府部门依法放权推进改革，否则，改革
就可能一直悬在空中难以落地。

高考“加分瘦身”保送生名额“缩水”
高考改革新政密集出台，专家：兑现改革承诺需“路线图”和“时间表”

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以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已经
为高考改革确定了方向和主要内容，其中包括“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
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等。这些都是针对当前教育热点问题做出的重大部署。

□据新华社济南11月20日专电（记者 娄辰）

2014年高考已经开始网络报名，“加分瘦身”“异地高考”等一批高考改革新政将于本高考年度
步入实施阶段。记者采访到的一些学生家长认为，以“教育公平”为出发点推行的一系列高招改
革，回应了社会呼声，但也存在“步子不大”问题，难以满足社会预期。

有关专家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重申了高考改革的方向及重点任务，有关部门亟须出台详细
“路线图”，以“啃硬骨头”的勇气兑现改革承诺。

国内最早放开“异地高考”政策
的山东省将于2014年高考首次接纳
非户籍考生。山东省教育厅总督学
徐曙光介绍，非户籍考生在山东参加
高考必须符合几个条件：首先必须是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其次必须具
有山东省高中段学校学籍，最后必须
是具有完整学习经历的合格毕业
生。山东符合条件的考生总数预计
不超过1.5万人。

在去年被视为“异地高考”破冰
之年后，2014年正式踏入“异地高考”
第一年。最受关注的北京、上海等地
也出台了具体方案。

除了“异地高考”，2014年参加高
考的考生还将面对全国联动的“加分
瘦身”。2010年教育部下发通知，要
求各地调整有关学科竞赛和体育特长
生的加分政策，并且明确从2014年开
始执行。

山东省2014年夏季高考将取消
基本能力测试，外语听力也不再统考，
此外，春季高考将首次增加“技能实操
考试”环节。

山东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
主任刘志业说，过去几年广泛的社会
讨论，各地陆续出台了一些高招新
政，大多数实施节点都定在了2014
年高考，所以2014年高考将是近几
年新政较为密集的一年。

□据新华社成都11月20日电（记者
吴晓颖）

从 2009 年重庆 20 余名高考考
生民族身份造假，2010 年浙江被曝
出违规体育加分，到 2013 年清华大
学拒四川“二级运动员”高考加分，
近年来频现的加分项目泛滥、弄虚
作假等现象，造成了高等教育入学
机会不均等。

记者看到，全国各省份近日公布
的加分新政策“瘦身”力度普遍较大，
其中，以往加分乱象重灾区的体育加
分项目被要求不超过10项，优秀学生
等鼓励性加分因其评价主观性强或被
降低分值或被取消加分。

对考生来说，“加分瘦身”带来的
直接影响将是享受加分人数减少，对

“裸考生”无疑是利好消息。拿四川来
说，此前可以享受加10分的“省三好”

“省优干”项目被砍掉，这一变化使该
省每年 1000 多名考生不再享受加分
照顾。据官方公示名单统计，2013年
该省享受这两项加分的考生总数为
1269名。

如今，体育加分项目大幅缩减后，
与加分无关的无线电测向等课程已从
课表上消失。

此外，以往盛行的艺术特长考生
加分政策被大多数省份取消。

□据新华社杭州11月20日专电（记
者 余靖静）

在不少人看来，“奥赛”是通往名
校的“捷径”。不过从2014年起，数学
等五门学科“奥赛”的省级获奖学生
不再拥有保送资格。这一改革使得
保送生名额大幅减少。

据了解，“奥赛”包括数学、物理、生
物学、化学和信息学等五个学科竞赛。

为了抑制赛事不应有的功利性，
教育部出台新规，从 2014 年开始，只
有获得全国“奥赛”一等奖并入选国
际“奥赛”国家集训队的学生，方可获
得高校保送资格，并需要经所报考高
校测试后决定是否录取。

“调整之前，5个学科的竞赛加起
来，一个省就有 200 多人可以保送。
政策调整后，全国具有保送资格的人
数只有200多人。”浙江一所知名高中
的“奥赛”辅导老师说。

对加分政策的调整，一些学生及
家长认为“还不够彻底”。济南市学
生家长寇廷芳说，如果为了照顾教育
资源贫乏的边远地区学生，加分无可
厚非，但有些加分项目早已违背了初
衷，也违背了教育公平的原则。再加
上一些加分项目上的腐败现象，使得

加分政策成了制造不公平的政策。
“这次全国统一调整，一定程度上满
足了社会预期，但整体来说属于微
调，力度不够，还有很大的调整空
间。”寇廷芳说。

此外，在有关考试科目的调整
上也引发了社会争议。江苏、北京近

期还出台有关政策，拟从2016年起调
整外语科目考试形式或分值。

山东省从2014年起取消外语听
力统一考试，将以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听力成绩记入考生电子档案，招生院
校可在招生章程中对考生外语听力水
平提出要求。

“奥赛”省级获奖生
不再拥有保送资格

大多数省份
取消艺术特长生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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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步微调”在争议中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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