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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等级”制，最近教育部又酝酿新一轮改革，何去何从，

难题不少 9月12日，教育部部长周济表示，教育部正酝酿对中

考“进行比较重大的变革”。 此言一出，立刻引来密切关注

：广州作为课改实验区，近年来已对中考进行了多种改 革尝

试，教育部酝酿的变革将以广州的经验为蓝本，还是吸取“

反面意见”，作出新的“突破”？ 新闻背景：建设创新型国

家不光靠考试改革 教育部部长周济的一番言论是针对美

国CNN记者对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填鸭式”教育矛盾的提问

而作出的。周济表示，要解决创新能力的不足光靠考试制度

改革是不够的，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主要还是对缺点进

行改革，同时也发挥其长处。 对此，周济透露中等学校考试

和高中阶段的考试、招生，将作为改革的重点，“进行比较

重大的变革，希望大大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业负担，

提高素质教育的质量。” 中考改革，牵动千家万户。今年广

州市二中中考考场外，挤满了送考的家长本报记者何奔摄 难

题1：淡化原始分有难度按等级录取有困惑 广州首先尝试中

考成绩“分级”，佛山明年也将变革 去年4月，广东省教育

厅发文宣布，广州等市将推行中考改革，学业考试成绩以等

级及其位置排序呈现，分为A、B、C、D、E五个等级。向考

生公布考试的单科和总成绩的等级及位置排序，不公布原始

分。 今年1月，这一改革又发生了变化：考试成绩仍以等级

形式呈现，学生可获知原始分，但不再公布排序号。广州市



教育局副局长陈茂林当时表示，“等级＋序位号方式，有排

队的感觉，这与课改为学生减压的初衷不符。广州是首先尝

试等级呈现成绩的城市，还在不断完善、探索。” 从明年起

，佛山中考也将实行重大变革，内容与广州十分相似：考试

总分为各科目原始分之和，作为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的依

据之一；各考试科目原始分转换为五个等级作为学生毕业考

试成绩。 佛山市教育局副局长、考试中心主任杨晓勤表示，

佛山还不能利用等级进行录取：按佛山6万初中毕业生分四个

等级计算，25%的A级毕业生就有1.5万人，佛山一中今年计划

招1000人，在等级制区分精度不够的前提下，学校的具体录

取操作将面临困惑。 杨晓勤表示，毕业成绩之所以用ABCD

进行呈现，主要是因应国家课标和课程改革以等级评价的要

求。 难题2：成绩仍是“硬通货”综合评价受质疑 六条“综

合表现”成为录取标准，实际操作麻烦不少 2005年10月出台

的《广州市初中毕业生综合表现评价的实施意见(试行)》规

定，初中三年的综合评价成绩将加入到中考录取标准中。“

综合表现”包括道德品质、公民素养等六个方面，评价结果

最终将作为初中毕业和高中招生的依据之一。 但在操作过程

中，综合素质评价成了遭到质疑最多的部分。对学生的“道

德品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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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小的孩子，顶多是上课迟到

、欠交作业，他们还没有长大定型，怎么能就给他们的道德

品质和公民素养简单定性呢？”一位班主任说。 弄虚作假是

另一个严重的问题。由于学业成绩依然是“硬通货”，有时

连老师也“沦为同谋”“一个成绩拔尖的孩子，尽管他的手



工作品明显是抄袭，甚至请人代劳，但怎么舍得给他综合素

质评不及格？”这位班主任说，“我如果这样评导致他上不

了好高中，他家长会跟我没完，对学校也没有好处。” 有调

查显示，2/3的学生对广州实施的中考改革持“反对”或“十

分反对”。记者采访发现，家长和学生普遍认为中考的种种

问题根源在于上高中太难。“如果高中也像初中一样人人都

有得上，就不会你争我抢了。”家长刘先生说。不少家长认

为，为了彻底解决高中学位以及择校带来的消极影响，在广

州各方面条件已逐步具备的情况下，政府应该考虑普及高中

教育。 难题3：高考指挥棒不变中考成了小高考 中考改革难

题多多，“病根”可能在“上面” 广州市教研室教育理论科

科长林淑媛认为，中考的弊端在于已经变成了“小高考”，

甚至比高考还激烈。“考多少科目、怎么考，这些改变都不

能解决根本问题，”林淑媛说，“因为中考作为一种教育评

价，已经丧失了应有的全面功能，只留下了选拔这一个功能

，而且把选拔变成了最终目的。” 因此林淑媛建议可借鉴山

东烟台的中考改革经验，将高中招生指标免试分配给初中。

“虽然这只是一种过渡措施，但强有力地拉平了各个学校间

的差距，因为名气一般的初中也有名额分配到重点高中，这

样基础差的初中大家也愿意上了。进入这样的良性循环后，

不仅减轻了学生的负担，最终走向的就是教育均衡化。”林

淑媛说。 对此，广东省首批基础教育系统名校长吴琦则不这

么认为人为抹杀校间差距是违反教育规律的，“小学升初中

免试的效果大家都看到了，”吴琦说，“愿望是好的，但结

果呢？高考指挥棒没变，社会对名校优质学位的需求就没变

，学生的压力不减反增。” 吴琦认为，就考试而言，广州现



在的中考制度已经非常规范，只有改变“千军万马挤独木桥

”的根源才能改变社会需求。 求解思考：“拆桥”话题老生

常谈发展职教并不容易 有教育界人士认为“瓶颈”在于政策

依然向普通高中倾斜 广州市财经职业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熊

发业认为，估计此次中考改革将会触及职业教育。“因为要

拆掉‘独木桥’，必须加强职业教育，改变社会的人才观，

”熊发业说，“其实现在社会对职业教育人才的需求越来越

大，家长也逐步认清了这一点，上大学并不一定对每个孩子

都是好的出路，从我们学校近年来报考分数的上升就可以看

出。”他认为现在唯一的瓶颈在于政策依然向普通高中倾斜

，“尽管很多职中的分数线比普通高中还高，但仍然要等所

有普通高中甚至民办高中补录完毕才能录取。这种强烈的‘

导向信号’使得人们往普通高中‘扎堆’，然后一起走上‘

挤大学’这一条路。” 熊发业的预计在教育部的意见中也得

到印证。教育部部长周济表示，将来青年一代当中，多数学

生都要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或者高等职业教育之后进入就业岗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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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