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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89/2021_2022__E7_BB_A7_

E7_BB_AD_E6_8E_A8_E8_c65_389406.htm 记者:为了纪念高考

恢复30周年,从今年初开始,各种报道、征文、问卷调查、学术

研讨活动层出不穷。对于恢复高考的意义有不同评价,您的看

法是? 刘海峰:绝大多数人都充分肯定恢复高考的历史意义,但

也有个别学者对恢复高考评价颇低,他们认为:恢复高考不过是

恢复了文革前的老办法而已,是一次“没有完成的拨乱反正”.

“不过是恢复了要重视教育、发展教育的常识,没有提出面向

未来的、新的、好的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认为,这实在

是对历史的苛求。我们应历史地评价1977年的恢复高考。在

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主导的这一决策,其难度和阻力

远远比后来在教育发展进程中遇到的问题要大得多,所需要的

魄力、勇气、智慧,也要大得多,其历史意义当然也重要得多。

恢复高考不仅提升了高等教育质量,使中国的人才培养重新走

上健康的轨道,而且在中国社会由乱而治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因为高考是在“两个凡是”还没有被打破的情

况下恢复的,它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成为扭转“左”

的思想、破除“两个凡是”,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否定“文

化大革命”的突出典型,成为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导。 记者:前

一段学者提出不少高考改革方案,您是如何看待这些方案的? 

刘海峰:目前各方面提出的详略不同的高考改革方案已有十几

种,但是真正切实可行的方案却很少。提出“应该如何如何”

之类的理念和原则不难,提出如何实施的具体办法却很难.提出

一个符合教育原理的高考改革方案容易,提出一个既有创意又



具有可行性的高考改革方案谈何容易。一旦付诸实验或试行,

许多看似有道理的方案便显出太理想化的问题。之所以这样

说,是因为在这些方案中不少都曾经实验过。例如高考报名社

会化的做法,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并于1998年就试验过,后来无

疾而终。方案提出者的动机是,借此减轻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

。但这无异于用纸包火。因为不论在哪报名,任何中学都会毫

不费力地知道,本校当年的高考升学率是多少,多少人考上了一

流校、重点校。现在的研究生考试实行的就是社会报名,而哪

一所高校、哪一个年级、哪一个班会无法统计研究生的录取

情况呢?这一研究成果去年12月发表在权威的教育研究刊物上,

相关学术刊物做了转载。 还有诸如高考的存废问题、全国统

一录取分数线问题等等,这些公开发表的理论成果、试验成果

不可谓不丰富,在各种有关的学术刊物或网站很容易查到。要

想真正为高考改革提供有价值、有新意的参考方案,就得进行

深入研究,并将研究建立在对招生考试历史与现实充分的了解

的基础之上。 记者:作为国家高考改革课题组的领军人,能介

绍一下你们2007年的成果吗? 刘海峰:我们推出了一套《高考改

革研究丛书》。这套丛书由10本著作构成,有我自己写的《高

考改革的理论思考》,还有罗立祝著《高校招生考试政策研究

》、覃红霞著《高校招生考试法治研究》、李立峰著《中国

高校招生考试中的区域公平问题》、刘清华著《高考与教育

教学的关系研究》、唐滢著《美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研究》

等。 在评价高考时,重要的是应全面和客观,这是我们推出《

高考改革研究丛书》的主旨。 记者:您认为未来高考改革应该

如何进行? 刘海峰:虽然高考导致应试教育的问题确实很大,但

因为它具有公平、高效和有可比性的优点,因此总的来看是一



个利大于弊,是适应中国国情的招生考试制度。我认为,未来相

当长的时间内,中国还应坚持高考,改革高考。目前教育主管部

门和许多省市在积极探索各种高考改革模式,其中有不少是值

得期待的有益尝试。例如,一些研究型大学自主招生的改革试

点,还有上海和北京部分高职院校自行举办的招考,都取得了一

定的经验。目前中国的高考改革方向应是由统一向多样化发

展。当前,应稳住中间大部分高校的招生,放开两头(国内一流

高校和大专高职)的招考实验。另外,应该深化考试内容改革,

以及录取模式的改革。要最终建立起政府宏观指导、调控,高

校自主招生、自我约束,社会有效监督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还

需要认真研究,稳扎稳打,逐步推进。（记者宋晓梦）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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