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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制度改革，由大学自主招生，自行确定录取的标准和模

式。这样的招生方式将会确立一个多元的录取标准，从而为

才能各不相同的学生，提供平等的机会 今年9月走入北京高

中校园的新生，将体验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北京的高中课

程将分为选修和必修、用学分来描述科目修习状况、教师满

堂灌的教学方式将转变为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教材“大一统

”的局面也将被打破。 北京是全国第四批进入新课程的省份

。早在2001年，教育部就出台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这份文件提出，要通过课程改革，改变课程内容“难、繁

、偏、旧”和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加强课程内容与学

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改变课程过于注重

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改变课程

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

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

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

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据此，教育部组织专家组出台了新课

程标准。根据新课程标准，由各家出版社组织教材编写。教

育部采取“一纲多本”的政策，即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统一以

教育部新课程标准为基础，自行选择课本。各个省份也据此

陆续开始进行课程改革。引起广泛关注的语文课本内容的推

广，就是据此进行的。 这次高中课改，是1949年以来进行的

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国的教育似乎总是在进行改革



。之所以频繁改革，当然是因为，外部环境发生了若干次巨

大变化，而每一次频繁变化，又都必然波及教育领域。而由

于我们的教育与政治、行政联系过于紧密，使得一些课程的

改革匆匆上马，又匆匆放弃。 在本次课程改革似乎也难免这

一痼疾。从改革纲要看，改革者似乎准备与原有的基本教育

模式彻底决裂，但是，在教育领域试图进行这样的革命，是

否可行？中国过去两千多年来所积累的教育智慧，是否全部

都要抛弃？这一改革方案，究竟是行政部门依据自己的意志

强行安排，还是教育专业群体的共识？在改革方案的制定过

程中，教师参与了多少？学生参与了多少？家长及社会其他

方面又参与了多少？没有相关方面的参与，不面对现实，仅

仅根据某个抽象原则和高远理想所制定的改革方案，恐怕不

大容易达到改革者所设想的目标，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比如

，现在面对课程改革，学生和家长最关心的问题是：课改会

不会影响考生的高考成绩？在目前的环境下，高考的功能某

些方面类似于科举考试，因而，整个基础教育完全是以培养

高考成绩优秀者为最终目标的。而高考的考试形式也与科举

制度有些许类似：集中考试，集中录取，且录取基本上以考

试分数为唯一标准。这样，整个基础教育体系就很自然地演

变成应试教育体系。 从近些年舆论对高考状元的关注及家长

、学生的心态看，高考的应试性质似乎更为严重了。从家长

、学生到基础教育学校，都狂热地投入到应试教育的大比拼

中。 课程改革就是在这样的社会与精神环境中进行的。其结

果就是，尽管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减轻学生负担，促

使学生将精力投入到素质培养中。但是，高考压力迫使学生

、学校绝不敢放松应试教育，于是，课程改革中所设计的素



质教育内容要么被压缩，要么学校通过增加学生负担的方式

来勉强进行教学，其中还有一部分内容变成了考试的内容。

结果，课程改革反而加重了学生负担。这一点，在小学、初

中都可以看到。 当然，改革设计者或许是希望通过从基础教

育一侧进行改革，来推动高考制度改革。但这恐怕只是一厢

情愿，因为，学生、学校真正关心的是高考，高考与其利益

攸关。高考模式不变，学生、学校就不会改变其教与学的基

本模式。教育改革的关键是高考制度改革，基本方向是废除

目前科举式高考模式，由大学自主招生，自行确定录取的标

准和模式。这样的招生方式将会确立一个多元的录取标准，

从而为才能各不相同的学生，提供平等的机会。如此自可引

导基础教育改变其教学模式。 因此，教育改革应该通盘考虑

，整体推进。而且，任何教育改革方案，也需要主要由教育

专业群体来主导。只有这样，改革方案才能够按照教育的内

在逻辑来制定，而行政部门主导，很可能带有较大随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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