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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大学校长朱清时 高考弊端为何看着刺眼医治难 社会系统对

高考“发烧”现象的自我治疗已经开始 一年一度的“高考”

刚结束。今年是恢复高考三十周年，因此今年的高考比往年

更受人关注。在过去的9年中，我作为一个大学的校长，对高

考比旁人更关注。而要问在这些年中我关注高考的最大感受

是什么？那就是，高考是我（或许也是我这一代教育工作者

）心中最大的痛。 分数决定论的利与弊 目前，我国的高校录

取新生几乎完全依据高考的分数，造成高考成绩的一分之差

可能改变一个人命运的严酷现实。过“高考独木桥”，变成

了一种长期的、巨大的心理压力。这使孩子一上学，就失去

了青少年应享有的快乐。特别明显的是，理工科学生的人文

素质普遍低；本来在中、小学就应该完成的公民道德品质教

育，现在却成了大学教育的重点内容；而且这种“应试教育

”也不利于培养青年人的创新能力。因此，目前我国社会上

要求彻底改革高考制度的呼声很高，有人甚至要求废除高考

。 然而，现行的高考制度也有一个好处。因为“分数面前人

人平等”，高考仍然是我国农村和贫困家庭的孩子们改变命

运的最可行、最公平的机会。我认识很多这样的学生，知道

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反对废除高考，除非能找到同样公平的更

好方法。他们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我们的任何改革都必须

顾及他们的利益。 一次高考如果变成7次相当于“斩首”变

“凌迟” “高考难题”应该如何解决呢？近年来，教育部和



我们这些高校都在想办法改革高考。中科大少年班的招生就

是高考改革的一个试点。教育部允许我们学校每年可以自主

招收5％的新生，我们的招生办法与少年班的相同，都是学校

派人到各地的中学去挑选平时成绩好的学生，承诺他们参加

高考，只要成绩超过了重点线就录取。因为中科大的高考录

取分一般要比重点线高100多分，因此这个承诺可以大大减轻

高考对学生的压力。教育部希望我们这样的学校扩大自主招

生的比例，不少人也认为逐步扩大自主招生规模是与国际接

轨的好办法。我们却不敢盲目扩大这个比例，因为我们没有

判断中学生平时成绩是否真正好的可靠依据。在国际上，做

这种判断主要依靠中学生的平时成绩和所在中学的推荐。 这

需要诚信之风在社会上盛行，每所中学为自己的毕业生出具

的平时成绩和综合素质考核都是诚实的、公正的、可比的。

然而，我们目前还不具备这个条件。 为使中学生的平时成绩

是公正的、可比的，能够成为“自主招生”的依据，我曾经

建议将高中3年每学期期末考试变为各地区的统一考试，由各

省市地区统一命题、统一评分，其成绩比例占大学录取的50

％。也就是说，学生能否上大学，不再取决于一次高考，而

是取决于7次考试的成绩，就是高考加平时3年的成绩。这个

建议一提出就遇到不少反对意见。有人说，一次高考已经够

让中学生痛苦了，把它改成7次，就相当于把“斩首”变“凌

迟”。 这些讨论使我发现，就事论事地谈高考，找不到任何

完美的改革办法。只有把高考放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中，才

有解决高考难题的办法。 社会过于轻视了技术工人技术农民

和军人的经验 不久前，我看到了学校档案馆中保存的我

在1963年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时的“学生学籍成绩登记表



”，上面记录了我的高考成绩：政治常识66分，语文60分，

数学92分，物理79分，化学74.5分，外语（俄语）85分,总

共456.5分。 这份材料说明了在六十年代初期高考的真实情况

。我们知道，高考内容是经典的，几十年来基本未变。现在

的学生凭这样的高考成绩是很难上大学的。然而我的高考成

绩在当时一定还算是优秀，否则我不会被当时与北大、清华

并列的国内顶尖大学中科大录取。为什么那时重点大学的高

考录取成绩这样低呢？ 是不是那时候应届高中生的高考入学

率高于现在呢？不是。周恩来总理在1963年7日22日（正是我

经高考被录取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之时），为当年的高校

应届毕业生作报告说，当时每年出生的同龄人有1500万，其

中只有20万人（大约百分之一强）能上大学。现在高考的毛

入学率已达20％，而现在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人数比当时却增

加有限，因此当时应届高中生的高考入学率肯定低于现在。 

真实情况是，当时社会上心态比较沉稳。能上大学固然好，

上不了大学也有出路，还可以当工人和参军。只要干得好，

当工人和参军都可能与上大学同样成才。因此高考不是独木

桥。虽然应届高中毕业生也都想在高考中考出好成绩，但没

有现在这么多考试参考书，没有翻来覆去的补课和考试训练

。在那种顺其自然的情况下，考出的456分是本色的成绩。 这

件往事说明，现在我们面临的高考难题，是因为社会意识过

分看重大学文凭，过于轻视了技术工人、技术农民和军人的

经验，过分忽视了自学成才的可能性。因此，高考独木桥越

来越“独”，高考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竞争的方式也越来越

花哨和浮躁，以至于大家把大量精力花在明知无用的和有害

的事情上。 高考病要等待社会大系统自我调节来治愈 如何才



能解决高考难题呢？只有等我国社会进一步发展以后，一方

面高等教育规模足够大，多数孩子都能上大学。社会也为不

上大学的孩子提供了其他多种成才和成功的途径，考上大学

不再是独木桥的时候，这个难题也就到了解决的时候。 何时

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不会很久了，现在已经可以看出端倪

。当下，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大学文凭的含金

量正在缩水，而社会对专业技工和各类毋需大学文凭的工作

人员（社区服务、优秀士兵、农业高手、经商能人）的需求

却日益增长。长此下去，社会意识就会回归到不上大学也照

样成才的观念上。这种回归不是简单地回到从前，而是螺旋

式上升。因为社会需要的人才是多元的，在不同时代社会需

要的人才组成是不尽相同的。比如目前社会最需要的一类新

人才是经商人才，这类人才并不一定有高学历。事实上，当

前世界上大公司的CEO中就少有高学历的，像比尔盖茨等人

就连大学文凭都没有。 这不是新的“读书无用论”，而是想

说明社会这个大系统对高考“发烧”现象将进行自我治愈。9

年校长的经验使我认识到，像高考这样复杂的社会问题，单

靠任何个人和一方面力量都是不可能解决的。从根本上讲，

它只可以靠社会的自我调节来治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

长 朱清时） 人物小传：朱清时，1946年生，四川人，1968年

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校长、中科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主持创建中科

院选键化学开放研究实验室。 朱清时：高考不能废 应分7次

考 作为四川大学110周年校庆的重头戏之一，云集了全球50所

著名高校校长并将于明日开幕的校长论坛十分引人注目。昨

晚(24日），本报记者独家专访到我们的成都老乡，应邀前来



参加校长论坛的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朱清时教授

。近一个小时的采访中，历来快人快语，以抨击教育体制弊

端而闻名的朱校长依然不改往日个性，妙语连珠，侃侃而谈

，并对高校现行的教育体制进行了尖锐批评。 >>>详细 中科

大校长称目前人才观过于偏激 强调培养蓝领 一个国家、一个

社会需要多种多样的人才，既要有一流的科学家、教授、政

治家等，更要有高素质的工人、厨师、飞机驾驶员等高技能

人才。大学要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所需要的各方面人才。现在

我们社会的人才观有偏激之处。一些高校在人才队伍建设上

盲目强调博士学位，认为培养博士越多越好，忽视了各类人

才都要均衡配置的科学人才观。我国高校仍然缺少优秀人才

，而且人才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国内许多高校，包括工

科院校，普遍缺少培养优秀技术员和高级技工人才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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