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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2/2021_2022__E9_87_8D_

E5_BA_86_EF_BC_9A_E6_c65_542842.htm 昨天，本报5版《高

中是否文理分科教育部将征求意见》的消息见报后，立即引

起了市民广泛讨论。记者昨日了解到，对此问题，我市赞成

和反对者几乎旗鼓相当，而且反对者还稍微占了上风。 高中

是否该划分文理科？记者采访了教育界、文化界、政界等多

方人士和部分学生家长。赞成分科的表示，术业有专攻，分

科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特长。反对者认为，不分科更利于培养

复合型人才，可以让学生能力更全面。（数据来源：本报随

机采访100位市民） 就取消分科征求意见 6日，《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工作

小组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就《规划纲要》若干重大问题继

续公开征求意见，涉及4个方面、20个重大教育问题（详见另

文）。其中第二方面深化教育教学以及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

建议，第六条为“高中取消文理分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另外该方面还有6个问题，包括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的办法

措施；如何改革考试招生制度等。 期望征到实招硬招新招 公

告说，自《规划纲要》今年1月7日正式启动公开征求意见工

作以来，收到了社会各界大量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为进一步

问计于民、广集众智，努力制定高质量的、管用的《规划纲

要》，工作小组办公室全面归纳整理、分析研究意见建议，

提出若干社会关注度高、影响教育改革发展全局重大问题，

自即日起至2月底，继续公开征求意见。公告称，希望社会各

界围绕切实解决20个问题进一步出主意、想办法，提出实招



、硬招、新招。 各界人士可通过电子邮件和来函形式集中就

上述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公告提供了联系方式：电子邮件

发至dtl@moe.edu.cn；来函地址：北京市大兴区清源北路国家

教育行政学院转《规划纲要》意见收集组，邮编：102617，

请在信封上注明“纲要征求意见”字样。 2008年5月27日，重

庆复旦中学高三学生紧张复习。(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甘侠义 

摄 市民意见 “你怎么看高中可能不分文理科？”昨天，记者

就此问题随机调查了100位市民。结果显示赞成者与反对者旗

鼓相当。接受调查的100人中有一半表示反对高中进行文理分

科，他们认为，“培养复合型人才，可以让学生能力更全面

”。超过40%的人“支持”，他们的理由是，“术业有专攻

，分科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特长”。还有6％的人选择“无所谓

，在学校学习知识远不如在社会上学得多”。1％的人表示“

不关心，这事情与我关系不大。” 其实，去年底，人民网关

于“如何看待高中文理分科现象”也作过相关调查。结果也

显示反对文理分科的虽然占多数，但支持者也有相当比例。

据了解，目前在高中学校里面，赞成文理分科和反对文理分

科者平分秋色。专家分析，这可能与中学要直接面对高考有

关。 赞成 文理兼备增加学生负担 反对 分科是畸形教育模式 

重庆一网友在市政府公众信息网上表示：从全国来看，如果

不分文理科，中国永远不可能有专业拔尖的人才进入大学学

习，也就不可能有拔尖的科学家、文学家等产生。因为所有

拔尖的人，都是偏科的人。那种文理科都行的，要么确实是

天才；要么就是庸才，所谓的万金油什么都会一点，又什么

都不专不精。如果文理分科了将会“把大量有可能成为某一

方面杰出人才的偏科孩子拒于大学校门外，而且还会增加学



生的负担。 在支持文理分科的看来，现在的学生读书太苦了

，单是文理分科，高考已经让人喘不过气来，若样样要考，

还不把孩子折磨成傻子吗？那些主张取消分科的人，你们想

想，假如你是学生，你能保证九门功课都学会吗？ 记者调查

发现，不少老师和家长赞成文理分科。他们认为文理分科是

大势所趋。因为到了高中阶段，学生的学习特长、兴趣倾向

已经显现，他们有的擅长文科，有的擅长理科。根据自身的

特点和今后的发展方向，学生选择侧重文科或理科，有利于

他们集中精力，为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其他观点 现在绝大

多数高校都是分科招生，高中分科是为了与大学接轨。 社会

分工越来越细，而学生的时间是有限的，分科有利于发展学

生的特长，并符合因材施教的原则，也有利于高校择优录取

新生，真正做到“术业有专攻”。 文理分科创造了最佳的学

习环境，让学生在学习上能有最大的收获。 反对分科的人认

为，高中文理分科“扼杀”了学生全面学习知识的机会，令

他们过早地决定自己是学文还是学理，对于尚未完全成年的

高中生来说，他们作出的决定可能不够成熟，显得仓促，一

旦选择错误，甚至可能影响他们一辈子的发展。“高中应多

掌握各科基础知识，到大学再凭兴趣和志向选择发展方向。

” 一网友发帖说，反对高中文理分科，理由是：人才的知识

结构应该是金字塔式的，即基础宽厚，越向高层次发展越专

业，其基础应该是包含文理科知识的，不应该过早偏废。目

前，许多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其自身不足之一就是知识面局

限太大，文理截然分离。文科生缺少理科基本知识和思维，

几乎是理科盲；理科生连基本的文史知识都欠缺，CCTV青

歌赛选手回答综合素质考核题的情况就是有力的例证。文理



之间形成了真正的“隔行如隔山”。在文理分科时，学生第

一理由是数理化差的报文科，总分上不去的，基础太差的、

偏科太严重的只好报文科，导致文科生源整体明显弱于理科

。 其他观点 文理分科会致使学生素质的不均衡，就像孩子偏

食营养不全一样。 一个数理化知识不行的人，靠文科成才肯

定欠缺，思维能力差，会助长投机取巧；而一个文科差的人

靠理科成才也不行，没有深度的社会学识。 专家意见 全国很

多教育专家认为，取消文理分科是今后教育改革的一个方向

。 北大校长许智宏：分科导致大学生功底不够 现在中学教育

应加强与高中教育衔接，不赞成中学文理分科。现时的教育

高中文理分科，在进入大学之后，接受通识教育，学生的功

底不够，现在要研究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的衔接问题。 教育

部原副部长周远清：“人文跟科学相脱离，是个顽症” 1952

年按照苏联模式的院系调整，造成了许多单科性大学。20世

纪90年代末期的高校合并，一个原因就是为了人文教育跟科

学教育相融合。我曾经跟清华大学校长说“工科的脑袋是办

不出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的人文教育跟科学教育相脱离

，是个顽症，中国可能到了要好好解决中学分科的问题了。 

我们当年搞高考改革，“三加综合”，就是为了打破文理分

科。但有的省市为了抵制或者因为想不清楚，搞了一个文综

、理综，不愿意解决中学文理分科的问题。文理分科在世界

上只有中国这么做。大学的校长、专家们几乎没有几个人赞

成，但是它就这么长期下来了。由于文理分科，我们的文科

学生上大学，要上点理工科的课程很难。 我们多年来拿不到

诺贝尔奖，如果就教育来说，这就是很重要的原因。国际数

学大师陈省身先生，对历史、对音乐、对画画、对诗词都很



有兴趣。据中国青年报 著名教育家杨叔子：学理科的学生要

读《论语》《老子》 我主张文理兼修。学理科的要读一读《

论语》、《老子》，增加“文人气”，让思维发散；学人文

的也要学一点儿理科知识，防止“不着边际”。 人大代表朱

永新：“分科导致科学和人文情怀分离” 文理兼修，并不会

有冲突。我一直呼吁尽快取消文理分科，2005年还就此专门

写了政协提案。长期进行的高中与高考文理分科办法，在现

实生活中已经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严重制约着中国教育

的发展。 诺贝尔奖一直是我们的一个心痛，我们呼唤了那么

多年，为什么呼唤不到？这涉及到高中文理分科，文理分科

实际上是导致人才培养水平下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导

致了我国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的分离。文理分科降低了民族

的整体素质。因为过早的文理分科以后，理科的学习不再学

历史、学地理，不再和伟大的思想家对话，那么科学家的人

文情怀就有问题，对中国问题、对人类问题、对民族文化的

关系、环境污染问题等等就会很少关注。 [相关新闻]国家就

高中文理分科等20个教育问题征求意见 更多2009年高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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