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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1/2021_2022__E6_97_B6_E8

_AF_84_EF_BC_9A_E9_c26_21755.htm 最近，高考改革又成新

闻，各媒体热议“变一次高考为多次”。教育部发言人已出

面澄清，这只是研究过程中的专家意见而非结论。 此新闻出

自我们12月23日举办的“21世纪教育论坛”，主题是“高考

改革的实践和探索”。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谈松华先生

有言在先，自己的观点纯属个人学术观点，希望记者慎重报

道，发稿交他过目。但后来成为各大网络媒体头条的这一新

闻，暗示此观点是政府部门即将实施的政策，令人无话可说

。 一些媒体为吸引眼球而制造新闻的功利主义，早已成为某

些娱乐报道的基本路数；然而，涉及严肃的改革报道时，这

种“爆料”式新闻的负面作用特别大，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涉及如何建立媒体与改革研究的良性互动而不是相反这样重

大的命题。 高考在我国社会的重要性、敏感性众所周知，它

不仅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实际利益，而且对基础教育发展具有

强烈的导向作用，并直接影响高等教育质量、创新型人才的

培养。正因为如此，高考改革理应有广泛的公众参与、公开

的意见表达和讨论。我本人非常重视理论研究、尤其是改革

研究的大众传播，使研究过程成为一个传播新的理念、利益

表达和博弈、公众参与即公民教育的过程，而非少数人的封

闭决策。问题是媒体如何有效地介入这一过程，发挥建设性

的作用。由于类似的猎奇、“爆料”和产生误导的新闻事件

经常发生，使得越来越多的改革研讨不得不对记者关闭大门

，从而实际地影响了改革的意见表达和公众的知情权。 这次



论坛的舆论反应，除了改变一次性高考，另一个热点是对北

京语言大学的考试研究专家谢小庆教授的声讨。他提出了一

个以高中学习成绩为主评价学生的方案，因为没有什么考试

能比高中老师更准确、深入地评价每一个学生的实际水平。 

这一方案的实际价值就在于它对可能产生的人情和腐败影响

做了一套新颖的制度设计。但是在媒体传播中，它被简约为

“暗箱操作”、由“老师推荐上大学”，成为一个“全民共

诛之”的“梦话”、“昏招”。 不妨在此介绍这次讨论会上

的一些观点和意见：“分类考试，多元录取” 是高考改革具

有共识的一个基本思路，首先可考虑对高职学生实行单独考

试；考试科目的减少，例如只考语数外会产生一个严重问题

，即对男生较为不利，加剧性别比例失调；与考试制度（考

试科目、考试内容）的改革相比，招生制度的改革更为重要

，它包括三个方面，即如何缩小高校招生的地区差距、如何

改变国立大学招生“本地化”的问题，以及如何杜绝各种加

分政策、特殊政策出现的腐败。 还有，中国政法大学均衡各

地招生名额的“破冰” 之举应当受到鼓励并有更多的高校跟

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优秀大学应当在招生制度改革上

有所作为，学习香港地区的大学，改变仅凭分数或奥林匹克

竞赛成绩录取学生的做法，提高作为国立大学的公信力和责

任感；高考改革应有多元主体的参与，应重视扩大高校的自

主权，同时扩大中学教师的参与，例如高考阅卷；应当给予

民办高校更大的招生自主权；应当将高考纳入法治的轨道，

加快制定《考试法》的进程，关注除高考之外许多国家级考

试纪律松弛、风气败坏的现象，等等。 与“爆料”新闻相比

，这些是不是很有价值、很值得传播和讨论的有效信息？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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