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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在改革与完善高考制度方面所作的探索没有停止过。高

考改革呈现出的亮点很多，如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是我

国提前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助推器”；由统一命题到分

省命题，成为高考改革在坚持统一的基础上，走向多样化的

关键步骤之一；网上阅卷，从程序和技术上保证了阅卷标准

的一致性；网上录取、招生“阳光工程”，使招生信息更加

公开和透明，保证了招生录取的公开、公平、公正⋯⋯ 30年

，高考改革亮点回眸 ■亮点一：高考改革实现新的跨越 恢复

高考制度以来，我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在不断推进。尤

其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以实施素质教育作为高考改革

的目标，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1998年，为了积极适应社会

科技和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要求，推出了新一轮高校招生考

试改革方案。1999年实行“3＋X”高考科目设置改革，2000

年推出高考分省命题制度改革，2001年新课改帷幕正式拉开

，2007年首批试行新课改的4个省、区迎来了新课程高考。 从

传统考试到现代教育测量 20世纪80年代初，针对高考传统的

命题方法和考试方式的缺陷，考试研究学者在有关部门的支

持下，经过调查与论证，提出以现代教育测量理论为指导，

吸收标准化考试的理论和经验进行高考改革。 1985年，高考

标准化改革由广东省率先试验，当年进行英语、数学两科的

标准化考试试点。1988年，这项改革试验扩大到语文、数学

、英语、物理、化学等5个学科，英语科则扩大到全国17个省



（市、区），涉及100万考生。经过由点到面的改革实践

，1989年原国家教委决定将标准化考试在全国推行。 标准化

考试的实施，实现了在命题过程中对各种指标的预估和把握

，并在考后进行统计分析。由于在《考试说明》中对各种指

标进行相应的解释和说明，广大中学教师逐步熟悉了表征试

卷和试题质量的指标，对于科学掌握测试方法，评估和改进

教学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高考标准化改革的理论和实践

研究在我国考试科学发展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为我国高

考后20年的改革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科目改革从

“文6理7”到“3 2” 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和

教育行政部门对考试结果使用不当，高考升学率成为评估学

校、教师和学生的唯一依据，片面追求升学率现象突出，一

些学生偏科严重，高考客观上承担了对高中教育教学有偏颇

导向的责任。 为了抑制教学中这种不正常现象，经过多方论

证，80年代后期，原国家教委决定建立高中毕业会考制度。

高中毕业会考制度设计的初衷，是水平考试和选拔考试各司

其职，让会考承担起评价学生和学校的任务。 普通高中毕业

会考1988年在上海、浙江试点。1989年7月，原国家教委决定

在全国试行高中会考制度,并在会考的基础上改革高考招生制

度。1991年，湖南、云南、海南3省进行在高中会考基础上减

少高考科目的改革；1995年全国各省（市、区）都实行了会

考后的高考“3 2”科目设置方案，即语文、数学、英语3科为

必考科目，文史类加考政治和历史；理工类加考物理、化学

，每科满分原始分为150分。 在此之前，高考一直采用文科

考6科、理科考7科的形式，只有在高中会考的基础上进行改

革，高考才能走出由统一高考制度固化下来的科目组合模式



。实践证明，这一改革有利于普通高中全面贯彻教育方针、

提高教学质量，有利于普通高等学校选拔录取新生。 “3＋X

”改革，凸显综合能力考查 在“3 2”高考科目改革8年后

，1999年广东省率先推出“3 X”高考科目改革。之后，山西

、吉林、江苏、浙江4省相继试行“3＋X”高考科目改革

，2001年在北京等十多个省、市扩大试行，2002年在全国全

面实施。 “3＋X”方案中，“3”是指语文、数学、外语3门

为必考科目，“X”是指在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

、生物等科目中选择1至2科。此后，大部分省、市陆续实施

的“3＋X”科目方案是“3＋文科综合/理科综合”，少部分

省、市实施的是“3＋大综合（或）＋1”方案。所谓综合测

试，不是对各科目按比例的“拼盘式”考查，而是一种着重

应用和能力的测试。 广东省实施的“3＋X”模式的特点是：

开考中学阶段的9门课程中，语文、数学、外语3门为必考课

目；不分文理试卷，考生可以跨类报考；高校可自行从其余6

个科目中选考1至2门作为“X”的科目；高校可设兼考科目，

比如物理类专业招生，考生可选考物理，同时又可兼考化学

。一旦考生的成绩没有达到物理类专业的录取分数线，而上

了化学类专业录取线，就有机会被化学类专业录取。 综合测

试引入“X”，凸显了对综合能力测试的因素。命题以能力

测试为主导，增加能力型和应用性题目，考查学生相关课程

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以及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

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3＋X”改革中，各省、市先

后增加了英语听力测试项目，引导英语教学重视听说。 “3

＋X”高考科目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有助于高校选拔人才，

有助于中学实施素质教育，有助于高校扩大办学自主权。“3



X”科目改革的实施，从客观上改变了以往全国一张试卷、

一种高考模式的状态，多样化的高考模式初露端倪。这一改

革，对考试内容的改变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 分省命

题，彰显地方特色 建国以来，我国的高考改革跨越了不同寻

常的阶段，高考命题形式也随着不同的历史时期而变化。从

建国初期到“文革”前，实行全国统一命题，“文革”中断

高考10年之后，1977年、1978年实行分省单独命题，1979年后

实行全国统一命题。 2000年教育部决定实施分省命题，上海

、北京率先单独组织高考命题工作之后，从2004年起又先后

增加了天津、辽宁、江苏、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

、重庆、山东、安徽、江西、四川、陕西等14个省、市

，2006年全国实行分省命题的省、市已达16个，涉及的考生

占全国考生的65%左右。至此，“统一考试、分省命题”的

格局已基本形成。 “分省命题”，就是以省（市、区）为单

位单独组织命题。分省命题是在国家统一考试大纲的要求下

实现命题方式的转变，这种命题方式是对高考大一统考试方

式的突破，有利于各省、市从本地实际出发组织管理、实施

高考。 具体来说，高考分省命题有利于减少因地域差异带来

的考试偏向。由于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文

化的差异，带来了教育发展的不均衡。分省命题对于打破全

国一张卷子、单一的考试方式是一种改进，体现了多样化和

选择性的新课程改革思路，也适合我国幅员广阔，经济、文

化、教育发展不平衡的国情。 同时，由于我国大学新生录取

实行“分省录取”的模式，考生之间的竞争事实上主要来自

省内。因此，采取“分省命题”的方式在与录取模式相一致

的基础上，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考生的竞争压力和心理负担。 



分省命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命题方式的转变。从全局看，

是全国教育考试的重大改革，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大步骤，

其表现出来的优势足以证明，统一考试、分省命题符合高考

改革的方向。 新课程高考，进一步优化考试内容 2001年4月

，教育部研究、制定了《普通高中“研究性学习”实施指南

（试行）》，2001年6月，《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

》颁布，新的课程体系涵盖幼儿教育、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

教育。自此，新课改正式拉开帷幕。 新课改的主要目标之一

是培养学生主动学习与探究式学习的能力。新课程强调引导

学生主动学习，培养学生进行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关

注学生的个性成长，鼓励学生在感兴趣、有潜能的方面选修

更多的课程。新课程改革注重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

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

合作的能力。同时，注重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与

价值观的有机结合。 2004年秋季，广东、山东、海南、宁夏4

省区成为首批新课程改革实验区。2006年9月起，全国大部分

地区开始了普通高中新课程改革。 2007年，广东、山东、海

南、宁夏4省、区新高考方案经教育部批准实施，高三学生迎

来课程改革后的首次高考。其中，广东为“3 文科（理科）

基础 X”模式，山东为“3 X 1”模式，海南为“3 3 基础会考

”模式，宁夏为“3 文综/理综”模式。新课程改革的实施，

使高考内容与形式得到进一步优化。 目前，新课程改革正在

全国各地进行，新一轮高考改革逐步在各省、市展开，普通

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将随之得到进一步推进。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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