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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D_95_E6_94_B9_E5_c65_103497.htm 再有几天，时间将走

入2007年。 30年前，在“文革”刚刚结束后不久，邓小平作

出了拨乱反正重大决策：恢复全国统一高考。这一决定给亿

万青年带来了希望的春天。 30年过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

步，随着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提出，中国统一高考制度受到越

来越多的质疑，“高考应该怎样考？高校应该怎样招？”成

为举国关注的重大问题，而且关于这方面的探索一直没有停

止。 2006年，高考改革和高校招生改革引起了媒体及社会各

界的普遍关注。率先于2004~2005年进行高中课程改革的广东

、山东、海南、宁夏、江苏将于2007年、2008年迎来课改后

的第一次高考。5省区的高考改革方案一经出台就引起了社会

各界的热烈讨论，特别是江苏的考试方案，甚至引起了很大

的争议。 而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在招生过程中引入“面

试”测评、中国政法大学采取按照各省人口比例确定学生名

额等一系列招生新举措，包括自主招生的大学数目不断增加

，使得我国高校招生改革的步伐不断加速。 同时，教育部推

进的新课程改革也进入了攻坚阶段。随着高校招生改革的试

水和推进，高考改革和高校招生改革，既关系到新课程改革

的成效，又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在此背景下，专家

们认为，需要对高考改革方案与高校招生制度进行全方位的

审视。 12月23日，中国教育学会、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

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共同主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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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上，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国家督学郭振有，中国教育

学会常务副会长、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谈松华

，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等专家学者，以及来自

山东、江苏、湖北、甘肃等地的教育行政官员和一线教师就

高考改革的方向与实施途径、考试制度改革与中、东、西部

基础教育发展、社会用人需求与中小学评价制度改革等主题

进行了深层次、多视角的探讨。 谢小庆：应给高中教师以发

言权来源：www.examda.com “我们现行的高考缺乏有效的证

据，没有达到科学性的要求”，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谢小庆说

，以这种高考分数作为唯一标准录取大学新生是不合理的。

美国的大学招生，三分之一是中学成绩；三分之一是标准考

试；三分之一是工作经历。招生最主要的依据是中学的成绩

，尤其重视高中教师给予学生的成绩评定。 现行招生制度不

合理处很多，但教了学生几年的老师，对学生最了解的老师

却没有发言权，是最大的不合理。所以招生制度改革最重要

的问题，就是得给教了3年的高中老师们以发言权。 谢提出

一个“从中国国情出发的高考改革方案”，其核心是：以学

生的高中校内成绩作为高校招生录取的主要依据，以学生参

加全国或全省统一考试的成绩作为高中成绩的校准参照，统

一考试成绩完全与考生脱钩。这是一个充分考虑中国国情的

高考改革方案。 以某省为例：在进行全省统一考试前，本省

所有高中都需要将本校考生的校内评定成绩上报省招生办公

室封存。各个学校在统一考试前上报存档的高中校内成绩将

不仅仅是期终的笔试成绩，还包含平时成绩和教师主观评价

在内的综合性成绩。统一考试以后，根据统一考试的成绩，



以学校为单位，对各校的高中校内成绩进行校准，校准为具

有可比性的“校准校内成绩”。 考虑到中国今天的实际情况

，为了保证招生的公平和防止不正之风，可以在若干年内继

续沿用以往的“分数分段投档”的录取办法，保证各高校可

以按照“校准校内成绩”从高到低录取学生。 每个考生在统

一考试中的成绩将成为国家机密，严格保密。以往，整个阅

卷评分工作都是在“糊名”的情况下进行的，直到最后阶段

才与考生姓名挂钩。今后，统一考试成绩在完成“校内成绩

”校准，将学校上报存档的校内成绩转化为“校准校内成绩

”后即封存，若干年后可销毁。 为避免作弊，成绩校准工作

可以委托三家外省的不同中介服务机构来完成。例如，安徽

省招办可以将分数校准工作委托北京、上海、天津三地的教

育考试院完成。北京、上海教育考试院将分别独立对校内成

绩进行校准，天津考试院将负责对北京、上海两家的校准结

果进行对照比较。只有两家的校准成绩完全一致时，才将最

终校准结果用于高校录取。所有参与的中介机构都需要签署

保密协议，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谈松华：如何改变一卷

定终身 “要不要用全国统一高考的方式来选拔高校的学生呢

？”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谈松华自问自答对这个问题是

有不同看法的。 一种看法认为，中国这么大，国家用统考的

办法来选拔学生，不一定适合很多学校和地区的实际。还有

一种看法说，国家统考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要对高考制度进

行根本性的改革。 从国际、国内的情况来看，通过选拔性的

考试来挑选高校的学生，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很多国家

都是采取这种办法。而且最新的情况是，俄罗斯最近也提出

借鉴中国的高考，并把这视为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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