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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2_99_E4_B8_AD_E8_c64_251520.htm 目前，湖南省长沙市

和许多城市一样，正在试图改变高中招生录取中以分数为唯

一标准的做法，以达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目的。 这项引起

众说纷纭的改革措施被称为“等级制”，进入长沙已有四个

年头，2004年首先在开福区进行试点，两年后在全市推广。

根据这项新政，考生中考成绩不再以分数的形式出现，而代

之以“A、B、C、D、E”五个等级，同时将学生的综合素质

划分为四个等级，作为招生录取的另一个依据。 8月28日，长

沙市教育局应邀参加了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的中考改革工作座

谈会，同时受邀的还有十几个市级教育局。这似乎表明，在

以等级制为核心的中考改革中，长沙市走在了全国前列。 长

沙市教育局副局长王建华主抓等级制的实施。他认为从百分

制到等级制，并不是简单的转换，而是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

展和素质教育的推进。 这种评价源于真实的变化还是美丽的

幻觉，现在还不好说，但可以肯定，在记者的采访对象中，

没有人否认这项措施的意图正在于此。尽管，对于它的实际

效果，教育主管部门的官员和一些学生、家长以及班主任会

有截然不同的感受。 在长沙市教育局的几位官员看来，等级

制的推行能够淡化学生的分数意识，为他们减负减压，“改

变了每一分都可能决定学生不同出路的现状”。 在长沙，初

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科目包括语文、数学、外语、文科综

合和理科综合等5门，其A等成绩的划定，是根据长沙四大名

校(湖南师大附中、长沙市一中、长郡中学和雅礼中学)当年



公费计划招生人数的120%确定的，各科成绩的等级划分最终

还是取决于卷面分数。一些老师因此觉得，对等级的压力其

实就是对分数的担忧，这与百分制没有多大差别。 一名刚刚

考入长沙某名校就读高中的学生，就对等级制嗤之以鼻，她

认为那不算改革，“它照样是应试教育，照样要我们拼命地

读书，还要担心因为一分之差，成绩由A变成B”。 但不可否

认的是，等级制不再以直观的分数刺激学生，让一些成绩中

等、不偏科的学生有了更多希望。它还宣称要打破“唯分数

论”，引进综合素质评价。这一步，能迈出多远？ 成长记录

袋能记录什么 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评价，包括五个维度，即道

德品质与公民素养、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审美与表现、运

动与健康状况，分别对应ABCD四个等级。 这种评价以学生

在校三年的日常表现为依据，它要求学校为每个学生建立“

成长记录袋”，将他们的过程性材料及时记录在案，而非几

句简单粗略甚至毫无针对性的评语。 但改革者的这一美好心

愿正面临落空的危险。今年，长沙市教育局对78所中学的抽

样发现，有55所学校材料缺失。在2005年就已开始此项改革

的芙蓉区，16所中学中只有3所材料齐全。同时进入改革阶段

的岳麓区，情况也很类似。 几位班主任告诉记者，大多数学

生的材料只是在考前几个月时才匆匆准备，“就像完成老师

临时布置的作业”。一位副校长坦承，“平时根本没顾上这

记录袋”。有的学校只是让学生将成绩单和获奖证书塞进袋

子，以示“记录”，其中无法找到学生个性和思想变化的轨

迹。 一位有着多年教学经验的班主任对此感到很疑惑，“没

有学生思想的记录，又如何能记录他们的成长过程？成绩和

证书怎么能说明一切？”她说。 但那种理想状态的记录在她



看来，目前是无法做到的。“个性和思想远远不像分数那么

直观。”这位老师说，一个班六七十名学生，班主任能用半

学期时间记住他们的名字，并对上号，“已经很不错了”，

再要了解他们的个性、经历、家庭情况、特长等等，“就更

不可能”。师生之间没有经常性的交流，而是考什么讲什么

，“无从了解学生的思想变化”。 谁能得综合素质A 熊文君

是长沙市开福区专职教育评价教研员，四年前开始跟踪研究

等级制。她与同事一起探索总结了20条关键的“实证材料”

，希望“既要反映学生的素质发展，又能作为升学评价的依

据”。 这些材料，是决定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等级的关键要素

，包括“参加学校组织的社会公益活动的原始记录、为同学

服务或乐于助人方面表现的证据、一份适合自己的学习计划

、一份课外阅读的书目与反思笔记、一个综合实践活动主题

实施案例、一份亲手制作的作品、有运用多种形式进行艺术

创作，表现其审美情趣的作品”。 熊文君向记者提供了多份

原始资料，显示他们的评价工作复杂、细致而严谨。综合素

质评价要经历学生自评、教师审核、学生互评、全市插标、

教师评价等过程，负责评价工作的小组成员还要签署诚信协

议，以保证“客观和真实”。 综合素质五个维度，其A等的

比例通过全市插标即随机抽样，以样本的比例结果确定。今

年，长沙市在各维度均抽样4192人，大约占城区毕业生总数

的20%。结果在10人中,大约只有4人能在“道德品质与公民素

养”方面获得A，有一半的学生“学习能力”处于A等以下。 

对每一所学校而言，实证材料准备的好坏最终将决定其在综

合素质评价上能得到的A的数量。 一位名校班主任透露，因

为A的比例有限，为升学考虑，学校的做法是：保证成绩好



，有希望读名校的学生综合素质被评为A等。解决之道包括

劝说该校80名直升生让出A的名额。另一所名校也采用了这一

招。 对学生的“道德品质与公民素养”划分等级，引起了一

些班主任的非议。尽管B等表示“良”，但在一些老师和家长

的眼里，它等于说明这个学生“有问题”。于是，给谁B，这

成为一个举棋不定、颇感头疼的难题。 “这么小的孩子，顶

多是上课迟到、讲小话、欠交作业，偶尔和同学打一架，道

德品质和公民素养怎么会有问题？”一位班主任很不赞同给

未成型的孩子划分这种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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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