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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考试，又一次在中国上演并谢幕，光考生就950万人，相

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它肯定是中国目前最平等的竞争舞

台，但历年来国内外对它的批评却极其尖锐。中国高考以“

残酷”闻名 对中国高考的很多批评属于浅层的不理解，比如

，很多外国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残酷”，因为这样激烈的竞

争他们过去没见过。韩国庆熙大学中国工商管理科主任教授

姜栽植深有感触地说：“我在中国看过高考，简直就像一场

‘战争’。” 从委内瑞拉来北京留学的埃雷娜常听中国同学

说起他们中学时的生活，觉得“太辛苦了”。在委内瑞拉，

很多人从幼稚园到高中都是在同一所学校上的，中间不用升

学考试。高中毕业后也有一个申请高校的全国性考试，但通

常他们只用不到半年的时间为这场考试做准备。 据美国教育

部官员介绍，美国也没有统一的高考，仅有一项全国统一的

水准测试SAT，这项考试在上中学时就可以参加，而且一年

可以考7次，学生选择自己最满意的一次成绩寄送大学。在美

国的SAT考场上，看不到像中国那样硝烟弥漫的紧张气氛。 

但是，一位曾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并不觉得这样的差别值得

大惊小怪。因为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考试制度，压力大了

固然会出现一些问题，但压力与成绩往往是成正比的。论基

础知识的功底，中国学生就总体而言无疑是世界上最优秀的

，美英学生难以望其项背。至于委内瑞拉、埃及那样的国家

，他们的学生水准更无法与中国学生相比。英国教授评高考



制度 还有一些批评是带有分析的，但分析的材料显然离中国

的现实太远。英国工程院院士、布鲁内尔大学副校长宋永华

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国高考制度存在以下不合理

之处： 第一，一次统考定终身。他说，中国大学只按分数线

取人。在英国高考分两次，而大学申请表上还有初中毕业会

考的9门成绩，此外，还有学生自传，包括为什么对所选专业

感兴趣，有什么业余经历等；另附老师的推荐信，这样可以

较好地考核学生的整个中学阶段。 第二，中国现在实行的是

统一试卷，文、理科分别是3 X，科目设置太单一，无助于多

种人才的培养。英国学生高考有很大的选择，一般从27门课

中选出3门主课，再选2门不相关的副课。3门主课的组合很灵

活，个别艺术类的甚至可以不选数学，选择IT、音乐、美术

等。 第三，在填报志愿上，中国学生压力很大，因为如果第

一志愿不保，就会差别很大。英国申请大学时可以报56个志

愿，可能会同时接到好几所大学有条件录取的通知，学生再

从中挑选。 这位教授的话不无道理，英国高等教育体制确实

有值得借鉴之处。不过，这些体制要搬来中国很困难，因为

中国每年的考生也许是英国的几十倍，如今一场高考就需要

动员全中国几乎所有的中学和大学教师力量来组织，如果要

实施英国式的细致的录取程式，短期内并不现实。高考指挥

棒压制人格成长？ 高考不改，应试教育就不可能有大的改观

。宋永华教授说，中国发展需要多种多样的人才，现在中国

的中小学教育都围绕着高考指挥棒转，培养的都是应付考试

的能力，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高考制度对人格成长的负面影

响，也是学者们不约而同提到的一个问题。姜栽植教授认为

，分数第一，容易造成人性的扭曲。中国的年轻一代几乎都



是独生子女，家庭“望子成龙”和“社会只讲高学历”的氛

围，助长了学生“以我为中心”和“分数至上”的心理，容

易自私自利，成为“有头脑，但无感情”的人。 耶鲁大学管

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说，中国七成高考学生为提高

成绩而服保健药：“这说明他们承受的压力太大了。通过这

种模式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只能是某个专业的机器人，而不是

健全的社会人。”高考也有它“刚性的公平” 尽管有种种弊

病，但接受采访的不少学者也认为，作为一种施行了多年的

制度，高考的存在有其合理之处。宋永华教授说，千军万马

过独木桥的大背景，就在于中国高等教育资源的短[1] [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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