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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学院教师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张彬福 北京市第五十六中学

校长 焦元顺 山东省青岛市第五十八中学教师 吴峰 高考不能

作为挡箭牌 张彬福：高考立意于考察学生的应用能力、探究

能力、审美能力，这与正在推行的课程改革的培养目标相一

致。从当前的试卷看，尤其是实验区的试卷，学生的学科素

养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强，考试肯定考得好。单靠博闻强记

、擅打题海战术而不能灵活运用知识就能决胜高考的年代正

在逝去。 但考试是有局限性的。比如语文考试中作文最能展

示学生的综合能力，但到目前作文止步于70分。这是因为作

文分数“个性太强”，误差太大，怕给分太多丢了高考的公

平性。研究表明，这样的主观题阅卷，8个人判分，去掉两头

然后取平均值，结果最接近真实分值。但高考阅卷需要非常

有限的人力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工作，基于这样的现实

条件，高考试题肯定不能完全追求内容的最恰当性，必须跟

整个的考试组织、阅卷、计分等形式形成最佳的结合。 从这

个角度讲，高考与改革合拍尚需现实条件支撑。像攀登珠峰

，人人都向往登顶，但受身体、设备、天气等条件的限制，

不同的条件只能上到某一个海拔高度，那是一个综合考虑的

现实高度。在我国庞大考生队伍的现实面前，理想的高考将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能作为远眺的珠峰。 教育工作者动不动

拿高考做不落实课改的挡箭牌显然不对。 有的实验区教师，

跟学生约定，在有人听课的情况下提问，都举手，不会的举



左手，一知半解的举右手，比较明了的高高地举右手。在课

堂上，教师先点举左手的学生回答问题，学生肯定不会，教

师就加以引导；然后点举右手的学生，答案肯定不尽人意，

于是再加以点拨，最后就是圆满收场。 教育不像其他行业，

如果一个人只想混碗饭吃，那就耽误了一堆人一辈子拿饭碗

，就是误国误民的大罪过。如果你认可了改革，有困难可以

去克服。 课改提倡让学生体验，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提升也应

该从体验开始。不要一味依赖于专家，专家解决的往往只是

共性问题。要借助的是专家和校本教研的智慧，然后自己去

探究真实的问题，找到解决你在独特现场遇到的问题的方法

。这种体验也渗透着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这样你的能力自

然就得到提高，自然就能尝到收获的甜头。你的养成就和你

所面对的学生的养成同步了，在这样经年累月的积累中，高

考就不在话下了。 建章建制谋求改、考和谐 焦元顺：我们学

校是课改样本校，作为校长，我认为必须解决8个实际操作问

题：开发校本课程、开展校本研究、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

编制课程（表）、指导学生选课、管理学生学分、对学生进

行发展性评价、组织和开展综合实践活动。 要落实这8个实

际问题，就必须理顺5层关系。这5层关系分别是：加快教师

教育观的转变，在现行教育观念与新教育观念之间有所扬弃

；教师要抓准自己的“教点”，学生要抓准自己的“学点”

，理清学科领域、科目与模块之间的层递关系；调整、改善

现有办学条件与新课改要求的需求关系；完善现行教育管理

体系的时效与新课改时效之间的衔接；争取学校意愿得到家

长认同。 无论是对学校、教师还是家长、学生，处理这些关

系并落实这些问题，都不可能回避高考。但针对学校具体情



况而言，高中新课改实验目前只是在高一年级中进行，其教

学管理体系是独有的，而高中二年级、三年级还要维持两年

的现有管理体系。二者既不能混淆，又不能代替。 为此，我

们为了解决8个问题分别设立了相关的办公室，把原有的德育

、教学、总务主任定为一级主任，8个办公室的负责人分别定

为二级主任，明确责权利。最终我们要设计完成政治引导、

组织保证、制度保证、场所保证、经费保证、策略保证、舆

论保证。通过系统的建章建制，让教师能力提升，让学生目

标清楚，让家长充分理解。这项工程完成了，各方面的认识

和谐，改革与考试的和谐相处就水到渠成了。 不要等“对方

迁就自己” 吴峰：今年山东高考化学中有两个选修模块可以

二选一，山东青岛要求对这两个模块都学，结果学生反映很

好，他们在考试时多了一种选择。 考题很活，情景性很强，

考查思维能力、运用知识的能力的趋向很明朗，考试对课改

的三维目标都有所体现。比如“谈谈你对地球污染的认识和

看法”，三维目标都能考到，这决不能是传统教学所能完成

的。这样的题目在改革后的考试中是可以出现的。 但对于在

考试方案中站一席之地的“学生成长记录袋”，作为班主任

，我不太看好。一者课改后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每一节课

都需要用心，每一节课都是新的，到了高三，我基本顾不上

了。二者现在高校录取还没有看重“记录袋”，我认为，一

旦它有分量了，哪怕只有一分的影响，家长肯定就会来“公

关”，在诚信体系尚未建立、健全的情况下，“记录袋”肯

定会给高考抹黑。 另外关于课改与高考的关系，我认为都不

应该等着对方来迁就自己，应该积极主动地来相互配合。 ■

众说 为中华之崛起而教书 □逸文 从2004年9月至今，已经



有15个省和自治区分4个批次进入了高中课程改革试验。其中

山东、广东、海南、宁夏已经组织过两次进入课改后的高考

，江苏也顺利完成了首次课改后的高考。从各方面的反应来

看，先行者在高考这个关卡处顺利通关。但包括实验区和非

实验区在内，仍然有很多教师对课改与高考的有机结合持怀

疑态度，甚至以此为借口敷衍、应付课改。于是乎“穿新鞋

走老路”成为教育改革中一道奇特却又见怪不怪的风景。更

有非实验区的教育工作者，竟然热切盼望着改革在高考处卡

壳而搁浅。 已经进行的这场改革，强调学生的知识与技能、

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明确了学生的中心

地位。而我们曾一直注重的知识传授式的教育与考试，只做

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工作，并且是以教育者为主导去灌输。显

而易见，落实改革，我们一线的教师需要扭转多年来教育和

受教育过程中养成的惯性，将投入更多的心血与劳动来从事

教育工作了。 另外，作为校长也有对改革面热心冷的。有的

已经很习惯了很公平的高考和高考指挥下的绷紧弦的生活，

不愿意动弹去打破陈规。有的担心自己培养学生全面素质，

别人却只攻高考一环，输了考试得不偿失。这都能理解，高

考不管怎么改革，永远都不可能全面考察人的全面素质，永

远都不可能全面体现教育的付出，但我们可以清楚地判断出

哪种教育更有利于人的发展。 有了明确的判断后，其实只剩

下一个选择的问题。不久前，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在一个论

坛上提出，作为教育者，在今天，需要站在比书本、比试卷

等更高的层面上去思考、去践行，应该把眼光投射到学生人

生“长跑”的两万米、三万米、乃至终点。如果我们选择这

样的立场，立足于学生的终身发展，我想一切争议和托辞都



将随着这个选择而雨打风吹去！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

声音还在教育界萦绕，时至今日，另一个声音更应该响起为

中华之崛起而教书。教书育人从来都是一个盛满良心与责任

的事业，每一位教师都站在民族的高度上“静下心来教书，

潜下心来育人”，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就可以独立自主地赢得

诺贝尔奖，就可以逐步将人口压力转化成人口动力，就可以

在知识经济的年代里挺胸抬头。 课改要走出 应试教育的阴影 

□张朝全（重庆） 家长是应试教育的“帮凶”。每到期末考

试之后，班主任会接到很多电话，这些电话都是问孩子考了

多少分；双休，家长送孩子去青少年宫进特长班的不少，但

远不及什么“奥数班”，什么语文(数学)基础班以及提高班

的人数多。 末位淘汰制是应试教育的助推剂。末位淘汰，不

可否认，它能激发教师的竞争意识。但是，如何来评价教师

，从哪些方面来评价，什么样的评价才更科学，这是摆在考

核者面前一个实实在在的难题。基于此，教师也只好带着学

生向着分数的“高塔”前进，在“应试”的天地里死缠烂打

。 教师摇摆不定的“课改路”与“应试教育”结伴而行。六

年的课改，对于小学来说，已完成“一个周期”。然而，你

要看“细枝末节”，比如，课堂上，动不动就小组合作、讨

论，你一言我一语，好不热闹!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指导，追求

表面的热闹，结果作业一交上来，教师的眉头就拧成了疙瘩

。于是，重又回到“师道尊严”再主课堂沉浮的境地。 评价

仍旧牵引着“应试教育”前进。课改之初，有人说“新课程

改革，成也教师，败也教师”，这话很有道理。其实，对一

线教师来说，“新课程改革，成也评价，败也评价”。可以

说，评价这根指挥棒指向哪，教师的“枪”就得打到哪。在



高考依旧煮“分”论英雄的时代，评价的诊断功能、改进功

能、质量功能、发展功能在“分数”面前显得是那么的苍白

无力。 其实，评价应打破单一的方式，将过程性评价与终结

性评价、自主评价与他人评价、综合评价有机地统一起来。

然而，不少地区最终还是终结性评价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

”，应试教育依然阔步行进在阳关道上。 走在“新课改”的

路上，我们需要变革观念，创新实践，大胆探索，更需要科

学的评价制度的出台，让新课改走出“分数”的阴影，能“

昂首阔步”地行进在中国的教育大地上。 相关链接 2004年山

东、广东、海南、宁夏实施了高中课改实验，第二年江苏进

入实验区，去年辽宁、天津、安徽、浙江、福建5个省市又进

入高中课改实验。今年秋季，北京、黑龙江、吉林、陕西、

湖南五个省市进入了新一轮高中课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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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