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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据 新华社上海9月4日新
媒体专电

作为中央部署全面深化改
革的重大举措之一，《国务院关
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
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
见”）4日正式发布。此轮改革
在考试科目、高校招生录取机
制等方面做出重大调整，旨在
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
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
考试招生制度不断改进完善，
但时至今日，“一考定终身”、学
生学习负担过重、城乡入学机
会存在差距等弊端仍然存在。
新一轮改革能否啃下一根又一
根的硬骨头？

考试招生改革重要数字

新一轮高考改革
在啃哪些硬骨头

“能挤进一本，绝对不上二
本；能上本科，绝对不上高职。”
这是多年来不少家长、考生心中
的高考铁律。分批次录取无形
之中带来的是学校被划分为三
六九等，同样，在用人单位眼里，
毕业生也被分成了三六九等。

据了解，目前我国大部分
省份的高考录取均采取“分批次
录取”方式，即高校根据综合条
件划分不同批次，下一批次的院
校必须在上一批次院校完成招
生后才能录用学生，有的省份设
置5、6个批次，尤其是职业教育
因为批次低，一大批考生“陪
考”，缺乏社会认同和发展自信。

此次实施意见明确，将推
行高考成绩公布后填报志愿方
式；创造条件逐步取消高校招
生录取批次；改进投档录取模
式，推进平行志愿投档方式，增
加高校和学生的双向选择机
会，并从2015年起在有条件的

省份开展录取批次改革试点。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

副校长蔡达峰曾在全国两会上
提交相关提案，他认为，现在高
等教育面临的供需矛盾更突
出，在集中力量发展高水平大
学的同时，也应让所有学校都
有发展特色的机会，打破分批
录取，取消用行政手段划分学
校优劣是重要切入点。

“这次改革给学校的多元
化发展提供了机会，高校发展
本就不应该挤破头争重点的名
号。”上海师范大学招办主任陈
宇飞说。

专家认为，要让高校不按三
六九等排序，办出特色，以类型区
分，还有较长的路走。上海师范
大学原校长张民选说，此次高考
改革方案贯穿考、招、录，直接作
用于学校发展和人的培养，“这个
方案只是改革的逗号，不是句号，
具体措施也需不断完善”。

根据实施意见，新的高考方
案将在上海、浙江两地先行试
点，两地2014年秋季新入学的
高一年级新生将采用新的高考
方案。

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
市北中学语文教师、高一班主
任程夕琦说，根据总体方案，学
业水平考试仍然以对学生的基
础性考察为主，计入高考的 3
门课也不分文理，可自由选择，
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兴趣和学习
情况。

根据实施意见，改革后的高
考，除语文、数学采取统一考试
之外，3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
外语科目考试都分流在高中三
年内进行。上海市吴淞中学高
一新生曾怡铭说，这一方面分担
了考试压力，另一方面，原先“一
天考砸，终身遗憾”的焦虑也有
所缓解。

吴遵民告诉记者，在“一考
定终身”模式下，每年约有5%

的学生考试发挥失常，同时有
5%左右的学生考试发挥超常。
这说明“一锤定音”的考试并不
能完全客观地反映考生平时的
学业水平和知识积累，改革方案
有望减轻学生的应考心理负担，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保障机会公
平的重要体现。

吴淞中学班主任、物理教师
密凯认为，学生是增负还是减
负，关键要看分数在升学中的作
用。“如果升学仍然是看一个总
分，那不管考几门，学生的负担
都不会有明显的变化。”

郭为禄表示，“分数面前人
人平等”“一套卷子考所有学
生”，这种单一的评价标准看似

“绝对公平”，实则隐藏了诸多不
公，阻碍了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
发展。“新一轮高考改革建立起
在‘两依据、一参考’基础上的多
元评价，实现‘因材施考’，促进

‘因材施教’，学生的学业负担也
会真正得到减轻。”

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4日表示，
此次改革重点是探索依据统一高考
成绩、依据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
机制，简单地说就是“两依据、一参
考”，目的在于破解“唯分数论”，发挥
高考“指挥棒”的正确导向。

按照实施意见，高中学业水平考
试“升格”列入高校招生依据，计入高
校录取总成绩的学业水平考试科目，
可由学生根据高校的要求和自己的
兴趣特长自主选择。

教育部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
究所研究员、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教
授吴遵民认为，此举有利于打破现有
高中教学的高考“单一导向”，将引导
学校更加注重学生全面发展，同时增
加学生的选择机会，减轻其应试压
力。

在自主招生方面，实施意见规定，
试点高校要合理确定考核内容，不得
采用联考方式或组织专门培训。记者
从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等多所高校招生负责人处获悉，今后
将逐步把学业水平考试纳入自主招生
选拔依据，甚至可能不再安排专门笔
试来测试学生的学业水平。

在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郭为禄
看来，此次改革最大的亮点是规范高
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并将其作为高
校招生的重要参考。“将综合素质评
价纳入升学体系，是对学生从终结性
评价到发展性评价、过程性评价的战
略转变。”

据了解，如今一些高校已将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作为大类专业分流时
的参考依据，对学生学习习惯、学习
过程等方面进行考察，收到良好效
果。郭为禄表示，随着越来越多高校
重视综合素质并据此建立评价体系，
相信会倒逼高中努力将综合素质评
价做到“可信可用”。

能否打破“唯分数论”？

学业负担能否有效减轻？

高校能否摆脱“三六九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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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据教育部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