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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A0_A1_E6_8B_9B_E7_c64_157130.htm 北京、上海已按教育

部的要求率先制定了具体的方案。北京市中考招生在06年试

点的基础上，07年扩大高中名校向初中校分配招生名额的比

例，并适当照顾远郊区县。 这次改革的核心价值“公平”，

这是一个成千上万中学生家长都非常关心的新闻。这种“招

生指标均衡分配”，有点像全国高考把招生指标分配到各个

省市自治区，不管教育水平好差，竞争是“本地化” 的，不

是全国“只有一盘棋”。 要求：1、各学校不得以招收计算

机、外语、文艺等特长生的名义提前考试招生，并调整科技

特长生招生政策，减少了科技特长生的活动项目。2、高中名

校择校生的比例在去年总体不超过招生计划15% 的基础上再

次下调。 教育上的不公平，被称为“最大的不公” 尽管目前

中考改革尚处起步阶段成为成千上万中学生家长都非常关心

的新闻。名校招生指标的均衡分配不免会引发两个极端。在

普通或较差初中学校就读的学生，学生和家长非常乐意；而

在名校就读的学生和家长就要皱起眉头了。 回首过去，多年

来教育资源配置存在不公平，一些地方好学校与差学校之间

的落差加大，加快义务教育均衡化的改革，取消重点学校，

初中生就近入学，努力避免优生统统向优校集中，结果遇到

巨大阻力。最典型就是在芜湖市的安徽师大就办起了“子弟

班”，使自己的孩子不到“被就近分配”的初中学校就读，

而变相留在原来的师大附中学习。 教育上的不公平，属于起

跑线上的不公平，被称为“最大的不公”；其原因在于教育



资源的不公平配置，造成优质资源向某些重点名校倾斜，结

果是好学校越来越好，差学校越来越苦。这在中学阶段体现

得最为鲜明。现在高考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提前到中考

的竞争：进了好的初中，就有等于考上好的高中，就等于半

只脚已经跨进好的大学。 中考改革，减轻择校等增负因素的

影响 中考改革上，给各初中派发“名校入场券”，实现教育

公平的一个重要环节，仅有这样的“均衡”是远远不够的，

在“招与被招”的两头都要实现均衡，初中和高中学校的资

源配置公平了、进而就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学校与学校之间的

差距。 市教委05年就开始启动初级中学均衡，发展建设工程

，以有效配置公共教育资源、促进优秀教师资源区域所有等

措施，努力缩小学校之间的差距，促进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

均衡发展，实现教育上的公平。名校招生指标均衡分配到初

中就是一个典型的教育上的公平，减轻择校等增负因素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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