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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2月6日刊登消息，就《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公开征求意见，并将主要内容归纳整理为4个方面、20个

重大教育问题，其中有一条最受大家瞩目，就是“高中取消

文理分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如此“重磅”的教育话题，

自然引起了正在参加省两会的教育界代表委员们的高度关注

。面对记者的采访，多数校长对取消文理分科表示反对。 会

场热议 校长们反对声音多 观点一：取消文理分科后考什么 对

于教育部就“高中取消文理分科”征求意见的消息，省人大

代表、无锡市第一中学副校长华志远的第一反应是“取消以

后考什么？”的确，当高考仍是目前社会上选拔人才唯一途

径的时候，高中取消文理分科必然要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

“取消以后考什么，怎么考？” 华志远告诉记者，我们目前

的高中，尤其是高三教育，从一定意义上可以看成是国外大

学预科班，从人生发展阶段而言，这是一个初步开始人生规

划的阶段，而执行已久的文理分科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让喜欢文科的学生选学文科科目，而擅长理科的学生选择理

科科目，再由不同的学校专业择优录取。在目前社会的发展

阶段，高考制度短时间内不会立刻消失，那选拔时以什么标

准来选拔就很值得推敲了，是9门一起考？还是选择特定科目

考？如果9门一起考，学生的学业压力必然更大？如果选择特

定科目考，选择哪些才能对所有学生都公平。“如果说取消

文理分科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学生偏科的问题，那回答高考考



什么就是实施取消文理分科的大前提，不然，一切都难以操

作”，华志远表示。 观点二：模糊文理教学太过理想化 在“

取消文理分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讨论上，省人大代表、徐

州郑集中学校长陈玉金的看法与华志远基本一致。他告诉记

者，取消文理分科，从大教育观上来看，其实是一种理想化

的教育状态。但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这一教育模式似乎无

法立刻付诸实施。“都知道高中三年学生学得很苦，其实我

们的老师教得也很辛苦，学生是学完3年就结束，而老师是要

日复一日在这样的压力与环境下工作。如果现在就取消文理

分科，无论从学生学的角度，还是教师教的角度，都是一个

巨大的调整，这样的调整很可能对一代学生造成深刻的影响

，因此必须要慎重再慎重”，陈玉金说：“之前也做过取消

文理分数线这样的微调，但结果显示并不理想，所以有消息

说到2010年，高考又要重新划分文理分数线，可见短时间内

进行取消文理分科这样的大动作，并不合适。” 观点三：分

科能减轻学生负担 省人大代表、翔宇教育集团董事长王玉芬

，不赞成取消文理分科，她认为中国的孩子，课业负担本来

就比较重，分成文理，各有侧重，可以减轻负担。“也许有

人担心，高中阶段分成文理科，会让学生缺少必要的素养教

育，学文的，可能就缺理科的素养，反之，学理的，可能就

要缺少文化方面的素养，但事实上是，只要各个学校认真执

行新课程标准，这个担心就不存在的。”王玉芬代表说，像

江苏，尽管有文理分科，但有个“学业水平测试”，涵盖了

文理基本的素质，也就是说，尽管也许孩子或选择文科或选

择理科，但他们并不会出现学文就没有理科素养学理就没有

文科素养的状况。王玉芬说，以她了解的实际情况，文理各



有侧重，其实反而能减轻学生的负担。不过她也表示，的确

有些学校办学思路不正确，不好好执行新课程，可能教育主

管部门也是注意到这个现象，才提出来修正文理分科，但她

个人认为，该纠正的是个别学校的办学思路，做文理分科取

消这么大的修正最好还是慎重再慎重。 观点四：“一刀切”

取消与各省省情不符 “取消文理分开？我觉得不可行。”省

人大代表、兴化市教育局局长、兴化中学校长邹祥龙几乎是

脱口而出。“你看前几年，我们江苏取消了高考文理分线，

文理科的分界已经比较模糊，但是2010年高考方案又提出了

将文理科重新分开划线，那么如果文理不分科，就不好操作

了。”邹祥龙认为，我们国家许多省份的情况各不相同，如

果“一刀切”地取消文理分科，可能在有的省份就不太符合

实情。而且，要求每个学生门门都很强那是不现实的，现在

的高考还是比分数，每个学生肯定是要拿出自己最强的几门

来比较，文理分科有利于让学生的强项更强，从而最大程度

地发挥自己的特长。不过邹祥龙也向记者指出，分科过早会

造成学生偏科，有的学校高一、高二就过早分科也是不利于

学生发展的。 连线场外 家长希望教育改革少折腾 作为一名高

二学生的母亲，在银行部门工作的陈女士对“取消文理分科

”的消息特别敏感。她告诉记者，自己的女儿高一下学期就

已经在学校里分好了文理科，“剩下的时间，就是有目标地

强化考试科目，尽量争取更好的高考成绩，如果这个时候推

出取消文理科，我的孩子怎么办？” 陈女士表示，她也理解

教育部门讨论取消文理分科的大前提是想让学生们能够全面

发展，“其实无论是高中教育还是本科阶段教育，学校都希

望能培养通才，但这与我们的现实社会情况不符”，陈女士



说：“现实的情况是，我们的高校，尤其是优秀高校就这么

多，而且明显的是理科学校比文科学校多，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不分文理科，高校招生就没有侧重点”。她认为，取

消文理分科的前提应该是普及大学教育，说白了，只要语数

外成绩达标，其余科目可以按学分制考核，考核合格后就能

读大学。“只有全民教育水平达到这样的高度后，文理不分

科才能顺利推进，作为一个孩子的家长，孩子既是我们的希

望，也是未来社会发展的资产，我认为这样脱离实际的变来

变去，对整体教育改善没有好处，还是希望教育模式能相对

固定一些，少些折腾。” 也有教育工作者赞同取消分科 尽管

反对的声音一大片，也有的教育工作者对取消文理分科是持

赞成意见的。记者昨晚采访邳州市教育局教研室教研员仝建

设，当他听说国家就取消高中文理分科征求意见的消息后很

是赞同，“取消分科是最好了！”他说，现在学生的知识面

太窄了，有的埋头做理科题目，有的死背政治历史，“老三

届的学生因为没有高考压力，不用过早分科学习，反而在学

识、能力方面比现在的学生强，这在学生高中毕业以后就能

显现出来了。” 相关新闻 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学时代文理分

科是顽症 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是

中国文化素质教育理念的长期推动者。他特别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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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北大校长许智宏：文理分科学生功



底不够 去年5月11日，在大学通识教育论坛的校长对话上，当

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教授在回答问题时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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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智宏

说:“从我个人来说，是反对中学文理分科的。”许智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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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中国青年报等 山东2011年将取消

文理分科 山东省从去年起推行的一项重大教学改革，部分高

中高二期末前不再安排文理分科。到2011年，山东各高中全

面实施新课改，真正实现走班制和学分制管理。这就意味着

，山东将取消高中文理分科。 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表

示，与以往不同，这次高中新课改，不是从教材切入，而是

从课程切入的。为把课程落到实处，山东省要求逐步废止文

理分科，实行走班教学，最终破除“高考考什么，高中就教

什么”的怪圈。据人民日报 广东2010年高考方案不会变 广东

省教育考试院院长杨开明确表示，征求意见不影响新方案，

广东高考改革要稳定多年并不断完善。“考生家长们可以放

心，2010年的高考新方案已经定下来是不会变了，而且考虑

到高考的稳定性，会持续多年并逐步完善。”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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