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育民：多元评价力促高考良性循环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

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89/2021_2022__E6_A2_81_

E8_82_B2_E6_B0_91_EF_c65_389130.htm 专访教育部考试中心

副主任梁育民 要从三个层面认清高考的本质：功能性本质是

为高校选拔人才；社会性本质是给全体参加高考的学生一个

公平；哲学性本质就是妥协，是高中和大学的需求矛盾的统

一和妥协。 山东、广东、海南和宁夏4个全国首批实施高中

新课改的省区今年率先进入高考。作为基础教育领域重要的

变革，这4个省区的高考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 日前，教育

部考试中心梁育民副主任接受记者专访，畅谈今年新课改的

命题思路、特点及对未来考试命题改革的想法。 促成新课改

与新高考的良性循环 “就命题思想和原则而言，四省区新课

改高考与目前的高考一致：指导思想是两个有利，基本原则

是科学、公平、安全、规范八字方针。”梁育民副主任说。 

新课改高考的命题更关注两个问题。梁育民说，第一就是难

度。要确保平稳过渡，确保今年的新课改命题各试卷难度之

和不难于往年。实际上，难度稳定或适中是试验区关心的首

要问题。新课改的实施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随之

而来的新高考也不能一步到位，它是对新课改进程的反映。

新课改后的高考要兼顾改革力度和考生、教学甚至社会的承

受能力，不要步子过大，应逐步到位。 第二就是注意适度体

现新课改的理念。具体来说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关注选修

课程考查方案的落实，二是适度体现态度、情感和价值观的

考查，三是各地所选的教材版本较多，要熟悉各种版本，避

免试题有意无意地反映出教材倾向性，四是适度体现探究性



能力考查。 新课改的高考试卷结构与目前全国统一命题高考

试卷相比，主要变化就是增加了选作题。梁育民说，此次新

课改高考，公众很关注能力考查。新课改的能力考查注重把

原本需要学生记忆的知识变成已知条件，减少学生的负担。 

梁育民副主任说，“我们希望这次高考能够十分准确地反映

课改的实际。新高考对新课标实施实际很难一步反映到位，

是感性到理性不断进步的过程。” 梁育民表示，从目前各方

反馈来的消息来看，结果比较令人满意。他介绍，2008年江

苏，2009年天津、福建、安徽、辽宁和浙江，2010年，北京

、黑龙江、吉林、陕西和湖南将陆续进入新课改高考的序列

。教育部计划2010年在全国推广新课改，到2013年高中生都

将参加新课改高考。 多元化评价不能因为诚信不足就不做 现

行高考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以一次高考成绩论英雄的评价方式

过于单一化，社会各方面不断呼吁进行多元化评价，降低高

考成绩在总成绩中的比例，比如，新课改倡导的综合素质评

价和基础会考成绩。 所有呼吁的声音也在担心同一个问题：

社会的诚信度能保证考试成绩之外的评价不作假吗？ “国外

也在进行这方面的探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社会的诚信度。”梁育民说。 上个世纪80年代末，英国

把平时教学的学科成绩按照一定的比例计入考试成绩。最开

始，不同学科的平时成绩所占考试成绩的权重在10％~20％之

间。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英国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比重增加到30％~35％。可是现在人们又认为这种平时成绩不

可信：有的作业是家长或者老师帮着做的，不能真实反映一

个学生的水平。于是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比重又要调整到10

％~20％。 梁育民认为，对高考来说，除了考试本身的改革



之外，在大学录取或者中学评价中，应注意使用其他评价，

并注重研究和引进国外先进的做法。如果评价的维度增加，

教学与考试评价的改革齐头并进，中学全面的素质教育和考

试的关系可以由分力变为合力，最终形成良性循环。一考定

终身的局面会改变。 “我们不能因为一些方面不诚信就不作

努力。如果因为不可信就取消那些能评价出学生综合素质的

评价手段，最后的结论只能是更极端的结论。我们应该做的

是让这些评价由不可信变为可信。”梁育民说。 评价改革只

是一个方面。梁育民说，统考也需要改革和完善，比如说统

考科目组的确定问题、题型和题型比例的问题、知识范围的

宽窄与深浅的关系、能力考查的学科化问题。 还有一个必须

注意的问题是，中国是世界上惟一用总分相加录取考生的国

度，就是我们用原始分录取考生，而非标准分。梁育民认为

，不同科目的分数性质不同，把不同性质的分数相加选拔学

生，非常不科学。中国国情最适应标准分，“在社会高度关

注考试难度的情况下，应该采用标准分，这有利于社会的稳

定。”梁育民说。 没有永恒完美的考试形式 梁育民说，以前

人们认为高考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尽管它不是好办法，却是

没有办法的办法，既然如此就是唯一的好办法。对统一纸笔

考试的局限性，我们必须有充分清醒的认识，不能自己编织

了一个神话，又被这个神话所蒙蔽必须注重其他评价形式的

开发与运用，别人把统考不能承受之累让统考承担，我们就

认为能够承担，就要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 无论对高考是爱

是恨，梁育民认为首先要从三个层面认清高考的本质：功能

性本质是为高校选拔人才；社会性本质是给全体参加高考的

学生一个公平；哲学性本质就是妥协，是高中和大学的需求



矛盾的统一和妥协。 在他看来，一些人对高考有模糊的认识

。一是教学目标与考试目标的不同。人们认为高考抹杀素质

教育，但是两者目标不同，教学目标是让学生从知之甚少到

甚多，着眼点是老师保证全班学生都能达到一个基本要求。

而考试的着眼点是选拔人才，是强调区分度的，把考生群体

离散得越开越有利于选拔。 二是混淆考试与招生。考试是一

种选拔鉴别人才的手段，而招生是如何使用考试的成绩来选

拔学生，考试为学生提供一个评价的成绩，至于如何使用成

绩则是招生的问题。 三是混淆考试与评价两种概念，考试是

评价的一种手段，不是唯一的评价手段，更不能代替其他的

评价手段。要引进完善丰富其他的评价手段。 四是混淆社会

价值趋向和教育的价值趋向。大家说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

桥，但这不是教育部门主张的趋向。人人都想上大学，上好

大学。人人都有这个权利，但是高等教育尤其是优质教育资

源满足不了这个要求，不能把社会的价值取向强加在教育上

，指责教育有问题。 “没有永恒完美的考试形式，只能随着

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焦点的移动而调整。”梁育民说。他

以30年来试卷结构走过的道路为例：上个世纪70年代末没有

选择题，到80年代中期开始增加选择题，不少学科选择题的

比重甚至到了70％。选择题的优点是评分客观，但是它考的

是结果没有考过程，要考察能力就必须关注思维过程和趋异

性思维的考查。到上世纪90年代末能力考查的呼声增强，选

择题比例下降，这是考试向社会关注焦点的妥协。 “这就如

同30年前恢复高考，全国没有说不好的。恢复高考不仅是教

育方面拨乱反正的起点，也是社会公平的回归。30年后，有

人说要取消高考。我们可以从取消高考的声音中听到考试必



须改革的话外音。”梁育民说。 (记者 原春琳) 100Test 下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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