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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6/2021_2022__E4_BB_8E_

E6_81_A2_E5_A4_8D_E9_c65_456936.htm 高等学校招生全国

统一考试(以下简称高考)制度自1952年建立，迄今已有55年

。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也已30周年。恢复高考不是简单地

恢复了一个考试的制度，而是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重建，是公

平公正原则的重要制度设计和社会实践。30年来，尤其是近

年来，高考在内容、科目设置、高考时间、录取体制、录取

手段、体检标准等方面的改革不断深化。为纪念高考恢复30

年，为了解公众对高考的评价和看法，为高考改革提供借鉴

和参考，教育部考试中心、中国青年报联合进行了“纪念恢

复高考30年大型公众调查”。通过网上填卷问答、报纸邮寄

问卷和计算机辅助电话采访3种方法的全国抽样调查，其结果

对于我们科学、理性地分析高考、明确改革方向具有重要意

义。 促进社会公平公正是高考发展的生命线 公平与公正是引

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观念，也是构建理性社会、和谐杜会

的基本准则，更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行的基本保证。高考制度

的建立和恢复，反映了人人享有教育资源的价值观念，反映

了人们对这一观念的认同和信心，反映了社会的理性和进步

。高考是摈弃出身、血统、关系、户口等不公平因素而采取

能力、学识、自身素质等公平因素的一种文化选择。因此，

高考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社会公正的象征。通过常模性考试尤

其是高考，使社会弱势群体有机会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

，改变命运。参与调查的被访者，80%以上的人参加过高考

，90%以上的被访者在参加高考时，家庭经济条件都在中等



偏下，尤其是农村考生，大多数人的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尽

管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大多数受访者并没有放弃对高考的追

求。究其原因，能够继续读书深造是高考能够吸引被访者的

主要因素。有三分之一的被访者认为高考是改变命运的唯一

出路。对于农村考生来说，高考使他们改变了身份，90%的

被访者认为高考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公平

、公正一直是支撑高考制度的核心理念。我国恢复高考30年

来，高考改革始终没有停止过，高考制度的一系列改革，如

阳光工程、网上录取、保送规模压缩、公布保送名单、二次

高考、取消年龄与婚姻限制、分批次在不同地区推进“3 X”

方案等，都是对公平、公正的有力推进与保障。在调查中，

约50%的被访者认为现行的高考制度是公平的，其中学历越

高者，越认可高考制度的公平性。大多数被访者对高校自主

招生持肯定的态度，认为高校自主招生应该有限制、有选择

地推进。尽管认为“腐败侵蚀高考，越来越不公平”的比例

仍在40%左右，但认为腐败影响高考公平性的比例在下降。

这反映出高考制度在选拔人才的公平性上是大家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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