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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的相关负责人齐聚北京，参加教育部召开的中考改革

经验交流座谈会。从这些地市的改革探索中可以看出，虽然

各地在一些做法上有所不同，但都在初中毕业学业考试、学

生综合素质评价和高中招生录取三个方面实现了突破 新中考

：打破各科分数简单相加老命题 中考改革体现“一改三突破

” 早在2002年，教育部下发的指导文件中就指出了新课程下

中考改革的方向：改变以升学考试科目分数简单相加作为唯

一录取标准的做法，在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综合素质评价

和高中招生录取三方面突破，实现中考的“一改三突破”。 

“学业考试方式改变了，成绩也由过去的分数变为了等级”

是这些地市的共同做法。初中学生毕业水平考试与高中招生

考试“两考合一、一考多用”；调整考试科目，初中毕业考

试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方式，有的地方考试又分闭卷和开卷

两种形式，而考查则分为操作考查和综合考查两类；考试内

容也由过去的知识立意转向能力立意，力求体现新课程标准

的要求，加强了与社会生活、科技发展和学生经验的联系，

试题具有开放性和探究性；学业成绩的呈现方式由百分制变

为等级制，或是分数加等级。 除了学业考试的改变，综合素

质评价普遍成为中考改革的一个新内容。根据教育部要求的

初中毕业学生的基础性发展目标，各地根据实际进行了相应

的整合，并实行了多元主体评价、等级呈现的方式。综合素

质评价结果既是衡量学生是否达到初中毕业标准的依据，也



是普通高中录取的重要依据。 今年，湖北省武汉市有91名学

生因为综合素质评价不符合省级示范高中要求而被降等录取

，相同的情况也出现在了其他一些地市。在初中学生学业考

试和综合素质评价的基础上，高中招生录取一改以往单凭学

科分数简单相加的做法，综合素质评价已经作为招生录取的

重要依据之一。尽管各地在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的运用上各有

不同，但对初中办学已经产生了积极导向。 新中考发挥良好

导向作用 中考制度改革对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办学产生了积

极影响，有效推动了课程改革的实施，引导了社会和家长的

教育价值观。 山东省潍坊市教育局局长张国华认为，中考改

革既解放了学生，也解放了教师。过去虽然一直致力于课堂

教学改革，但是老师们会说中考不改，我们的课堂就不敢改

。新中考强化了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考查，这靠传统的灌输

式教学根本无法适应，因此，中考改革牵动了课堂教学的改

革。而学生综合素质评定的实施引发了学校开发校本课程和

落实综合实践活动的积极性，为全面落实国家的课程计划提

供了支撑。中考改革也为学校的制度创新与资源建设提供了

契机。新疆克拉玛依市教育局局长彭建伟认为，学业成绩的

等级呈现，模糊了学生在学科考试分数上的细微差距，学生

心理负担得到了缓解，综合素质评价对社会和家长的教育价

值观起到了很好的导向作用。山西省临汾市教育局副局长张

志感在谈到该市三年来将综合素质评价与高中招生录取挂钩

的结果时说：“这种导向正在引发和酝酿着一场深刻的变革

。”因为这回答了学校除关注学业成绩以外，还应该关注什

么的问题，为学校教育教学管理提供了明确的目标。黑龙江

省宁安市教育局副局长刘振东则表示，由于评价关注了学生



的各个方面，并及时发现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学生变得乐学

、善学和好学，辍学现象和“双差生” 现象明显减少了。教

师不再为了关注几个升学的学生而加班加点，而是更多地关

注每一个学生的发展，有时间和精力参加教研和培训活动，

更重要的是引导学校更加关注内涵建设，尤其促进了薄弱学

校的发展。 仍有许多问题需要面对 1A5C与6B谁的分数高？

谁的发展更全面？这是等级制以后一些地方遇到的现实追问

。中考改革关系重大，如何实现公平、公正和公开，仍有许

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在学业考试方面，如何解决水平考试

与客观存在的选拔考试的矛盾，做到既能引导教学，又有利

于人才选拔；命题技术方面如何能够真正体现课程标准的要

求，体现新课程对人才培养的要求；综合素质评在当前现实

状况下，要求成长在不同的家庭背景、教育环境下的孩子提

供同一标准成长实证材料，而且还要影响到未来发展是否有

失公平；如何实现综合素质评价在不同学校、不同地区之间

的公平；如何使评价更科学，等等。 另外，中考改革对教师

出提出了更高要求。相对试卷评价，教师对学生成长进行动

态评价、观察评价、表现性测试、档案袋评价等方式比较陌

生，而评价又是需要专业知识的工作，因此，对教师进行相

应的培训就显得很重要。 在综合素质评价的操作过程中也还

存在许多困惑。有些评价指标难以量化分解；一些地区发现

综合素质评价存在弄虚作假、指导不规范、把关不严的情况

；实施综合素质教育评价工作繁琐，亟需现代教育技术的支

撑。另外，高考制度也对中考制度改革起着制约作用，随着

中考制度的改革，高考制度也应进行相应的改革。 2001年，

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改革进入38个国家级实验区开始实验，其



中有17个实验区的初中起始年级进入了课改。在教育部的统

一要求和指导下，2004年6月，17个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

验区的首批初中毕业生参加了单独命题的学业考试，他们的

综合素质评价成为高中招生的重要依据之一，从而打破了以

往以分数作为唯一标尺的高中招生制度，实现了在初中毕业

生学业考试、综合素质评价、高中招生录取三方面的突破

。2005年，又有500多个实验区进行了中考改革。目前，全国

绝大多数地区已经进入了新中考，进一步推进与完善与课程

改革相关的中考制度的改革已经成为课程改革的重点工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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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