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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打听打听这些名校附近的房租贵不贵，好租不好租就可

以知道。”一位租住在北京海淀区的学生家长告诉记者，如

果孩子能进人大附中、清华附中这样的示范性高中，不但高

考把握大，就是做家长的，脸上也有光，多花点钱租房子肯

定值。 在示范性高中受到广大家长热捧的同时，也因其暴露

的一些问题遭到了质疑。究竟应该如何看待示范性高中的发

展？ 新时期需要优质学校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提出

在全国重点建设1000所左右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广州市教

育学院教授周峰介绍，在更早之前，国家在普通高中发展上

一直实行重点高中政策，这是根据当时穷国办大教育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急需人才的特殊国情确立的，它是倾向于精

英教育的。上世纪末以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已不

再满足于“有学上”，而是要“上好学”。创优质学校、办

优质教育已成为大众的教育要求，原有的重点高中的路子已

经不适应现实，示范性高中应运而生。 “之所以提出创建一

批示范高中，是希望这些学校能带头追求素质教育的突破，

突出学校的个性化办学特色，对它们有基本的硬件要求，但

更重视学校的‘软实力’，从而带动普通高中的发展。”周

峰说。 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民看来，在走向普

及化的过程中，普通高中教育应面向更加广泛的人群，拓展

教育功能，要从精英教育、主要为升学准备的教育转向国民

素质教育，既为高校输送合格人才，同时也为社会培养高素



质的合格劳动者，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和继续教育奠定更加坚

实的基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示范性高中应承担起带动

高中整体水平提升的任务。 “当前我国高中教育发展的特点

，一是普及程度在全国，特别是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有了

大幅度提高；二是结构调整取得很大进展，中等职业教育与

普通高中教育的比例在不少地区趋于合理；三是在读人口数

量的减少和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使得普通高中毕业生升入

高校的比例不断增长。”国家督学总顾问、中国教育学会副

会长陶西平这样分析。 在他看来，基于这样的特点，再加上

普及义务教育的任务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完成，普通高中的定

位实际已产生相应的变化。一方面，普通高中的独立性与独

特性日益突出；另一方面，普通高中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

新生的任务将相对加重；再有，普通高中的人才培养模式趋

于多样化，学校的办学模式也将趋于多样化。陶西平认为，

由于目前我国尚未制定规范普通高中办学行为的单行法律，

对普通高中的发展，各地区的导向与政策也不尽一致，从而

为普通高中的自主发展留下了较为广阔空间，同时，也出现

了一些由此产生的违背教育规律与办学无序的状态。 “当前

，普通高中教育面临着规范发展与自主发展的双重任务，通

过多种方式加强引导，也就成为促进普通高中健康发展的当

务之急。而最重要的途径就是用一些学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

成功经验作为示范。”陶西平说。 过度热捧的根源还在社会 

“我们当然认示范性高中，单说校园，示范校和非示范校的

差别一眼就能看出来，更别说师资、教学质量了。尤其是这

些学校优异的高考成绩，多吸引人啊。如果把孩子送进这些

学校，就好比进了高考的‘保险箱’，我们当家长的提前3年



就踏实了。”一位陕西的家长这样说。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高洪源认为，示范性高中的创建其实给了老百姓一个强

烈的信号，那就是这些学校是政府大力支持的，是好的，老

百姓去追求本身无可厚非，毕竟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接受

更好的教育。 “有的人说我们只是在高升学率上做了示范，

其实并非如此。我们学校也搞素质教育，而且搞得相当不错

。当然对于校长和教师而言，现在的主要压力还是来自高考

。培养的学生质量怎样，家长、社会、领导主要还是要看升

学率，高考不行，家长、社会肯定不满意，别的再好他们也

不买账。”广东的一位示范性高中校长说，表面上看在这些

名校做校长很风光，其实担子很沉重，现在学校与学校之间

的竞争，比上线率意思已经不大了，更多的是比上了清华、

北大的有多少。 有专家指出，在应试教育这个大环境尚难以

明显改观的情况下，由于现有的普通高中办学水平之间差距

过大，优质教育资源紧缺，家长对名校趋之若鹜就不难理解

。而这些名校想在素质教育上大有作为也缺乏相应的条件和

氛围，并不是不想为，而是很难有作为。“所以说各种问题

表现在教育上，但根源还在社会。”一位专家坦言。 优质资

源需要示范和推广 近年来，上海、安徽、大连等地都加快推

进将优质高中的升学指标平均分配到初中的招生制度，这对

于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缩小区域内普通高中办学条件与质量

上的校际差距、缓解择校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一做法对

于示范校来说，如何在生源不能全部都优的情况下仍然保持

教育的高质量也是一种考验。 “示范性高中是对优质教育资

源的一种培育，培育的意图在于使这种优质资源产生放大、

辐射和推广的效应，它的存在价值是为相对后进的学校提供



可学习可仿效可追赶的范例。如果示范学校的条件高到别的

学校无从学习、无力仿效、没法追赶的地步，则示范性全无

，其存在价值也丧失殆尽。”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小微说。 

“示范校要名副其实，就不能有丝毫懈怠，特别要在内涵式

发展上下大功夫，趟出一条路来，而不是继续依靠占有区域

内有限的教育资源来发展。”杨小微这样对记者说。 北京师

范大学教授袁桂林说：“这些优质学校已经凝聚了巨大的优

质教育资源，需要我们因势利导，以更加高远的战略眼光和

勇气，建立示范性高中的能量释放鼓励机制，将这些学校办

成开放性的、辐射作用更强的学校，带动区域教育发展。” 

还有专家指出，随着中等职业教育的大力发展，在一些县级

区域，普通高中生源已经逐步减少，可能有一所到两所高中

就可以满足需求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地政府应该把关注

的目光投向相对薄弱的学校，而帮助兄弟学校一同进步，也

是示范性高中义不容辞的责任。 为了更好地发挥示范性高中

的示范性，四川省教育厅2007年作出决定，暂停国家级示范

性高中的评比，建立和完善示范性高中对其他高中的帮扶机

制，派出骨干教师到薄弱学校担任教师，建立和完善高中校

际之间教育资源、设备设施共享机制，积极探索并逐步建立

示范高中与一般高中之间校长、教师的轮岗、交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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