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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弊端 昨日，权威人士向媒体公布了2008江苏高考草案，

此草案规定：最后高考只考3门，即语、数、外，3门总分690

分。 录取时，高校将根据这3门学科的总成绩进行投档。这

与8月下旬晨报重点报道的院士联名建言高考重视理化，反对

最后高考不考理化的那份草案基本相同。据了解，这引来学

术界一片反对声。 记者第一时间接触了当初联名建言江苏高

考应该重视理化的几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学术泰斗们获悉最

新草案与先前的草案基本相同，且依然没有将物理、化学纳

入最后高考科目后，非常痛心，他们大声疾呼：坚决反对这

种草案，如果这种草案在未来一周里通过，将是对民族极不

负责任的一种做法，而且也是与立国之本的科技创新背道而

驰。 不重视理化大学难有成就 看到媒体上发布的最新草案内

容后，江元生院士心情一直很沉重，因为高考不仅关系到千

家万户，更是影响一代人的大事。最新草案的结果依然将大

家的注意力集中在语数外三门上，无暇顾及其他学科，只要

达级或者达到A级即可。 “物理化学是我们的科学基础，我

们国家正处于工业技术革新时期，我们需要大批大批的物理

化学专家，现代工业也一刻离不开物理与化学，物理化学支

撑着现代工业的基础，影响着整个人类的生活。在中学期间

，物理化学得不到重视，大学很难有成就，一旦最后高考不

考物理与化学，其结果是严重的。尽管有人会称，理化学业

测试会考，但其现实意义与导向意义已经严重变味。所以我



负责任地说，如果实行此种高考草案，那么是对立国之本的

科学技术正面挑战的一种方案，我坚决反对⋯⋯” 科技创新

如何再进行 陈洪渊院士说,如果最后高考排除物理、化学，特

别是物理，那是可怕的，因为物理是一切学科的带头学科，

大到宇宙，小到暗粒子，就如同中国人所称的阴阳，无所不

包。孩子读高中的目的就是升大学，可最后的高考不再考物

理、化学，无形之中在意识形态里有了高低贵贱。那我们的

科技创新还如何进行下去？要知道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几乎

一步都离不开数理化，精英所在的核心科技文明就是数理化

，物理、化学最后不考了，只作为高考录取的重要参考，这

等于打断了科技创新的研究链，因为小学、中学、大学的科

技教育是一条相辅相成的链条，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缺少。 

我们将继续建言下去 看到昨日媒体公布的江苏2008年高考新

草案后，胡宏纹院士非常生气，因为这种草案其实就是他们

这些老院士极力反对的那份草案的翻版。如果2008年江苏高

考最后只考语数外，将理化拒之最后高考大门之外，这不叫

创新，而是一种不负责的做法，也是一种荒谬的行为，为了

民族大计与子孙后代，我们这些老院士将继续“建言”下去

，这种草案其实就是对科技的一种挑战，他们将物理排除在

最后高考之外是一个悲剧，物理是一切科学的基础，而科学

是一个长期积累实践的过程，理化学科正是从培养学生动手

实践能力与科学观察能力出发的，去掉这两门学科，中学生

进入大学后，怎样科技创新，怎样沿着科技实践道路走下去

，大家全部将注意力集中到语数外，尽管会考也考理化，毕

竟发生了质变，变成了另一个“八股文”时代，“这是一种

对民族、对后人不负责任的草案，一定要修改！我们坚决反



对 ”胡先生称。 不能回到“八股文”时代 获悉江苏2008年新

的高考草案依然将理化排除在最后高考之外后，中国科学院

院士、南京大学原校长陈懿先生电话中长长叹了一口气称：

“高考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近30年高考制度推行的历史进程

证明，高考目前仍然是我国比较公证、客观的选拔人才方式

。高考考什么，学生就学什么；高考不考的，学生就不好好

学，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高考肩负着为我国选拔优秀建设

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任。语文是国语，也是我们的精神所在

；数学是各学科基础，各行都离不开数学；英语的功能仅仅

是一种交流工具，虽然重要，但相对于我国目前科技创新大

发展格局而言，人们更应该关注物理与化学，现在的中学与

大学，已经成了英语的‘轴心’，学生整天抱着英语教材死

记硬背，并没有渗透到工具的‘学以致用’，成了一种形式

与标记，最后高考仅考英语、数学、语文三门，物理、化学

作为参考依据，且不纳入最后的投档线，这样的高考模式会

导致现有的中学集中精力关注语、数、外，忽视物理、化学

，只要物理、化学达级即可，因为目前我们的中学教育就是

应试教育，高考其实就是指挥棒，学校重点加大语数外教学

后，会使一代人偏离科技教育，让人担忧我们的教育又回到

‘八股文’与‘雕虫小技’的模式里，而且这样的高考方案

会导致物理、化学成绩很好的学生，因为语数外三门考砸无

法投档进入名校深造，也会造成进入投档线的学生物理、化

学很差，仅仅达到要求的级别，高校无法培养科技型创新人

才。” 负担没减轻尖子生吃亏 对于江苏2008年高考草案，南

京中学界早有耳闻。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虽然新方案减少了

最终考试科目的数量，但是不少学生认为负担并没有减轻。



有关中学也表示，虽然新方案较现在的“3 2”更便于教学安

排，但同时也存在不利于理科尖子生脱颖而出、考试次数过

多操作烦琐等明显缺陷。其他功课不能丢，负担没减轻 高二

学生小吉告诉记者，学校最近已经开过家长会，在会上就08

年高考方案的大致情况吹过风了。听到这个方案，自己的第

一感觉还是负担重。虽然最后只考语数外，但实际上前面还

要考七门等级考，如果考得太差，就没法取得高考资格，因

此想丢掉哪一门还都不行。另外，新方案中考试次数较多，

感觉每学期都在考。教学进度也快，高三上就要学完全部课

程。虽然其他科目只算等级，但为了得到A级，在上面下的

功夫还是不少。一些学生还认为，最后只考语数外，而且三

门的分值较以前大大增加了，这就意味着自己在这三门上投

入的精力要加倍多。而此前，课外时间基本是不学语文的。 

南京某四星级中学的校长认为，草案的初衷是好的，但是真

正实施起来，能不能达到预想的效果则是另外一回事了。拿

物理等学科的等级考试来说，因为只有两门A才能报本一，

所以学生还得拼命学，争取个本一的资格，负担并未减轻。 

三门投档，理科尖子要吃亏 在接受采访的高二同学中，不少

人都表示，只按语数外三门投档，这样三门都好的学生就占

便宜，三门都不好的同学最吃亏。而这三门考试的分值都超

过了200分，更容易拉开差距。另外，选考科目算等级的话，

一个等级里的最低分和最高分差距较大，这样对好学校不利

，对好学生也不太有利。 高二学生小宇说，如果真实施这个

方案，自己会很吃亏。自己上的是理科班，数理化成绩都不

错，唯独语文和外语两门课总是拖后腿，特别是外语，常常

只考六十来分。如果只凭语数外成绩录取，自己的高考成绩



肯定要差远了。而他们班很多男生和他一样，语文和外语两

门课都不行，特别是外语一塌糊涂的大有人在，但是理科却

要强一些。一旦按语数外三门投档，估计文科班的学生要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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