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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6/2021_2022__E5_85_AC_E

5_8A_A1_E5_91_98_E7_c26_26357.htm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

试，与传统作文考试不同，是对分析驾驭材料的能力与对表

达能力并重的考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分钟，作

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的资料，然后按申论要求依次作

答，答案书写在指定位置。 二、给定材料 1．等级学校和普

通学校之间差别有多大，以致家长非让子女上重点学校不可

？某重点学校负责人告诉记者，等级学校“锦上添花”的事

情很多。学校的专项经费的投资体系是这样的：今年用了多

少维修经费，明年可以按百分比来递增的。如果今年的经费

没有花完，明年就减少拨款了。因此一些重点学校到年底花

钱就成了任务，花不完就有麻烦。但是一所学校今年维修过

，明年还有必要维修吗？ 南武中学2002年被评上省一级学校

，校长丰耀明表示，当初申报省一级学校所需要的专用室、

操场建设等，政府共投入了500万元。但等级学校和普通学校

之间的“人头费”（即教师工资）是一样的，经费上的差别

主要在高中的择校费上，省一级学校择校费4万元/人，市一

级学校2.3万元/人，这些钱都用回学校建设上。此外专项经费

也会对省一级学校有所倾斜。 一位教育界人士表示，能够申

报等级学校的，学校设施、师资力量等各方面条件都是比较

好的，通过申报等级学校让市、区政府增加拨款，办学条件

得到进一步改善。其后每次复评的过程中政府也会相应增加

经费投入。而且在专项经费划拨方面，等级学校也比普通学

校有更多优势。因此，等级学校不断“锦上添花”，而大部



分连申报资格都没有的一般学校，由于经费不足和缺少优秀

师资，和等级学校的差距越拉越大。该位教育界人士认为，

等级学校的评定人为地拉开了学校之间的差距，挫伤了大部

分学校的办学积极性。 普通学校优秀教师留不住南武中学校

长丰耀明还表示，等级学校和普通学校在师资上也有差距。

每年师范类毕业生最优秀的人才都被重点学校先挑走，例如

学校确定10个新教师人选，能有5个真正留下就不错了，其他

都到“更重点”的学校去了。 海珠区某普通中学几年前盖了

一栋新校舍，学校面貌焕然一新，但该校前任校长则抱怨，

教育部门把教育经费和优质资源都向等级学校倾斜，让普通

学校老师越干越没有信心。“哪个老师不想教好学生，差生

都集中到普通学校，我们的老师怎么做都出不了成绩，哪个

老师能安心在普通学校工作。”该位校长表示，成绩好的学

生和家里有钱的学生都到了等级学校，让普通学校的老师、

学生心里有了等级之分，对教育是非常不利的。这种政策也

是有违教育公平的。 2．从1993年国家取消小学升初中考试开

始，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问题便逐渐形成为一种气候，成为

一个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家有关部门虽然曾三令五

申不允许在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不允许收取择校费，但事实

上，择校和收取择校费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愈演

愈烈。如果说最初学校招收择校生、收择校费还有些遮遮掩

掩的话，那么时至今日，学校已丝毫没有掩饰的成分，那些

老牌“名校”都提早搞起招生攻势。如果前几年在一些大中

城市，学校要收你3万元择校费，你会咂咂嘴觉得收费太高的

话，那么今天你要交3万元让孩子进了你选择的“理想学校”

的话，恐怕你是受到了关照，因为3万元已成了择校费的下限



，而上限呢，6万、8万、10万⋯⋯择校费一路飚升。 择校问

题的形成有很多复杂的原因。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我国各地区在发展教育的过程中，由于教育投入不足，都曾

集中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重点建设和发展了一部分学

校，使这些学校成为“重点校”。由于教育资源配置失衡，

办“重点校”之类的冲动加剧了学校的等级分化，加上教育

主管部门某些政策不当的引导，使得“重点校”越办越强，

“普通校”越办越弱，两类学校的教育质量差距明显扩大。

加之以前择优选拔、层层淘汰的考试制度，这些学校的生源

又高出其他学校一截，由此形成校际之间发展的很不平衡。

国家法规明令义务教育阶段实施就近入学，禁止择校；教育

部门又制订了严密的评估体系，把公办学校划出层次分明的

等级：薄弱学校、普通学校、县级学校、市级学校、省级学

校。教育管理体制如此自相矛盾，怎能叫老百姓不择校？当

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以后，对子女接受优良的教

育就有了强烈的需求，这就产生了社会需求与优质教育资源

供给之间的矛盾。择校问题产生的根源是教育发展的的不均

衡而导致优质教育资源的不足和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求

，这是一对很大的矛盾。于是，家长和学校“两厢情愿”的

择校问题就出现了，为了孩子的未来，家长愿意出“择校费

”“购买”更好的教育，重点学校为了盈利不择手段地收取

“择校费”。 3．北京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朱善璐2006

年4月19日说，北京市将用3年左右时间，基本缓解城区比较

大面积的基础教育择校问题。 在19日北京市教委召开的首都

高校支持北京市初中建设工程启动大会上，北京师范大学和

首都师范大学与北京市教委签署协议，向城八区的32所教育



欠发达的学校派出32名专家，以帮助初中学校尽快提升办学

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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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