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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03/2021_2022__E9_AB_98_

E8_80_83_E6_94_B9_E9_c65_103365.htm 我国五个省区将

于2007年开始陆续迎来课程改革后的首次高考，各省推出的

高考改革方案引起争议。有关这一话题的讨论在23日举行的

第六届21世纪教育论坛上，仍然处于“白热化”状态。 

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我国已形成了全国统一考试招生为

主、学校考试为辅、免试入学为补充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体

系。来源：www.examda.com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国家督学

郭振有说，高考制度是我国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稳

定教育教学制度，推动教育教学改进，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

和能力，发挥了历史性的、巨大的、不可代替的作用。但高

考同时也存在内容重知识轻应用、形式过于单一等弊端，无

法贯彻素质教育的理念，也无法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需求，

因此近年来高考的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变革。 今年9月江苏

省向社会公示2008年高考方案，确定高考总体模式为“3＋学

业水平测试＋综合素质评价”。“3”指语文、数学、外语；

“学业水平测试”包括物理、化学等7门，其中包括选修测试

科目和必修测试科目；“综合素质评价”包括道德品质、交

流与合作、运动与健康等6方面。除“3”门科目将按分数考

核，其他两项均为等级评定。 该方案首先获得大多数人的肯

定，认为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学生的负担，不少家长也表

示方案照顾到个人的兴趣和专长。然而，有包括中科院院士

在内的人反对将物理、化学这类重要学科用等级评定。还有

人指出城乡发展差距也将使来自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考生因



外语而处于劣势。 方案针对民众意见做出调整后，江苏省教

育主管负责人指出，与现行高考方案相比，新方案只是模糊

了文理科的界限，同时在选修和必修的考试时间上加以限制

，从而加强了物理和历史等学科的重要性。 中国教育学会常

务副会长、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谈松华指出，从长

远来看，以“语数外”为核心的高考方案可以纠正目前中学

偏科的现象。在此基础上，高考科目可以根据报考学校的要

求进行调整，比如说考生报考物理专业就加考物理，报考化

学专业就加考化学。 从2003年开始，我国有22所高校拥有5％

的名额进行自主选拔录取，到2005年自主招生高校数增加

到42所。虽然高校依法行使办学自主权是与国际接轨的先进

做法，但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引入“面试”机制却遭到

不少质疑。 谈松华认为，教师通过面谈可以更好地了解学生

的情况，一些高校采取“面试”前随机组成评价小组的办法

也值得借鉴。“民众对公平的追问可通过面试结果公示和对

学校诚信评价体系的建立而逐步得到解决。” 中央教育科学

研究所郭元婕指出，中国的高考人数绝非其他国家可比，这

就从客观上决定了不能没有全国统一性的考试。但各国经验

均表明：统考不利于甚至不可能实现多元评价。 “随着我国

高等教育大众化，不同学校的办学层次、目标定位不同决定

了考试选拔模式不同。”她说，“然而，由于各高校还不具

备综合评价的机制和能力，因此需要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经验

，引入权威的社会评价体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