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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作为“加快推进以

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突出问题。考试招生制度尤

其是高考制度，集中体现了教育公平、社会公平的理念，也

属其应有之义。 恢复高考30年来，高考改革的脚步始终没有

停止过，为国家选拔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尽管如此，现

行的高考制度存在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 首先，高考给考生

和家长带来很大精神压力。据调查，58.6%的考生在高考之前

曾经焦虑或失眠，而70.8%的考生家长在孩子高考时感到焦虑

，其中20%的考生家长会感到非常焦虑。 其次，高考成为“

指挥棒”，影响素质教育的推进。在我国，高考对基础教育

具有引导和评价作用。由于高考和录取相联系，其权威性不

断强化，渐渐成为评价教育结果的唯一尺度，不利于素质教

育的真正落实。 第三，考试标准单一，不利于人才优化选拔

。一是考试标准单一，一张试卷既考研究型大学的精英，又

考接受职业教育的高技能劳动者，使层次、类型各异的高校

无法根据自己的定位和需要选拔人才；二是录取标准单一，

高考分数成为录取的唯一标准，忽视了学生的平时学业水平

测试成绩、品行修养综合素质评价。 高考是一个系统工程，

涉及的内容方方面面。要改革好，必须实行制度上的创新。 

在我看来，目前最重要的是，改变单一的考试评价体系，实

现多元化的评价模式。现代社会，更重视人的全面发展与全

面评价。目前高考统一考试的公平性、高效率虽然得到社会



广泛认可，但它显然是以忽略个性为前提。 一个好的考试制

度，应该可以考出学生的优点和弱项，让每一个体的特点都

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展现；一个好的选拔标准，除了学生的文

化课成绩外，还应该涵盖道德品质、公民素养、运动与健康

等；一个好的选拔方式，不仅包括最终的评价，还应该包括

平时的形成性评价，从而能对考生的知识、能力、特长和潜

质等做出科学评价，避免“一考定终身”。 高考制度的设计

，应该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教育形式的差异性需求，

推进多元化选拔、多样化录取的改革，搭建多渠道、多层次

的教育“立交桥”，从而实现“人尽其才”、“各就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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