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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81/2021_2022__E9_AB_98_

E8_80_83_E6_9C_89_E6_c65_581268.htm 教育部一官员日前表

示，新课改高考将改变“一考定终身”。这一说法迅即引来

多方质疑。不少网友认为，将学业水平测试和综合素质评价

列入高考考核体系，或将造成新的高考不公平。专家认为，

诚信度加制度性保障，才能保证高考改革的公平和透明。 声

音：教育部一官员称新课改将终结“一考定终身” “一考定

终身”的考录方式将被彻底改变。说这话的，是国家教育部

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 4月24日，戴家干接受人民网访谈时表

示，已进行新课改高考的省份，把学业水平测试作为高考总

分的一部分，作为录取的参考，“今后的高考制度将包括学

业水平测试和综合评价，以改变‘一考定终身’的考录方式

”。 这样的省份今年已经达到11个。戴家干介绍，新课程改

革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一个重要改革措施，现在已有将近20个

省从初中到高中全面推开。 戴家干的话意味着，新课改高考

，将成为高考改革的发展方向，而加入学业水平测试和综合

素质评价，将彻底改变“一考定终身”这一高考顽疾。 “一

次考试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终身。”他表示，对于一个孩子

的成长来说，不仅仅要看一次高考考试的成绩，也要看平时

的学习情况，就是学业水平测试，以及德智体美劳等各方面

的综合素质，也就是综合性评价。 “目前，有的省份把学业

水平测试作为高考成绩的一部分，或者把综合评价作为录取

的参考，这将是今后的发展方向。”戴家干表示。 自2007年

开始，山东、广东、宁夏、海南、江苏分别实行了新课程改



革后的高考，2009年，辽宁、天津、安徽、福建、浙江也将

实行新课改高考，再加上国务院批准的教育改革综合试点地

区上海市，今年实行新课改高考的省份将达到11个。 现状：

新课改近一年 学生负担未减轻 去年秋季开始，我省正式跨入

新课改时代。2008年入学高中的新生，将在2011年成为河南

新课改后，第一批参加高考的学生。 新课改带来很多新变化

，教材是新的，老师的教法是新的，有些科目也是新的。仅

就课程而言，原来，高一只开8门课，语数外是重中之重。新

课改后，增加了4门新课，要学的课程达12门，挤占了不少主

课课时。 “按要求语数外每周4个课时，但那样根本完不成

教学任务，主科老师有意见。”郑州市区一高中的老师说，

为完成任务，学校只能把周六也排得满满的，新课改并没让

学生摆脱周末补课的“噩梦”。 “新课表看着好看，但也有

问题。”郑州市一高中的老师说，音乐、美术之类的课程高

考并不考，有些学校只是为了应付检查并不真正开，不过从

长远看，开齐各门课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有好处。 有学校

发了新教材，老师还要学生借老教材，他们担心新课改后学

的内容太浅，到时跟不上高考的指挥棒，讲新内容时，穿插

老教材的内容，可以让学生高考时不吃亏。 “改来改去，反

倒是加快了教学进度，加重了学生负担，基础不好的孩子学

起来会比较吃力。”一位高一学生家长说，科目增加，课下

老师还会布置各种作业，比如名著阅读、学习探究以及社会

实践等，学习负担一点不见减轻。 质疑：将给高校入学选拔

带来新的不公 仅仅通过推进新课改高考，真的能改变高考“

一考定终身”这一现状吗？ 按照戴家干的说法，不再“一考

定终身”的出发点在于，学业水平测试和综合素质评价两项



指标，将作为高考成绩的一部分，供招录高校参考。 这一说

法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记者翻阅各大门户网站网友评论发

现，质疑的声音主要集中在一点：学业水平测试和综合素质

评价，这两项评价指标，或将给高校入学选拔带来新的不公

平。 事实上，即使在实行新课改高考的省份，考生的高考成

绩仍然是高招录取的决定性因素。 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副

院长张景华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高校要按统考科目成绩

、学业水平考试等级和综合素质评价结果择优录取，但这并

没有动摇高考成绩这个因素的重要地位，高考成绩依然是划

线和录取的主要依据。 而在这些省份中，众多考生和家长所

关心的首要问题，也是对于公平操作的担忧。浙江不少家长

就表示，考生一方面要应付高考，另外又要应对学业水平测

试，等于“考上加考”，无疑更加重了学生的负担；“而综

合素质的考核，决定权在学校，这种主观性的评价，会不会

出现暗箱操作？” 综合素质评定，可能沦为“盖个章” “如

果将学业水平测试和综合评价作为高考招录的一个依据，‘

一考定终身’的考录方式将会得到改变。”郑州五中老师王

勇说，高考制度是根源，只有高考制度变了问题才能得到解

决。 但在执行过程中，能不能很好地落实是个问题。例如按

照规定，社区服务会占2个学分，但有学生拿着表格到社区盖

个章，就能轻松拿到2个学分。这样的综合素质评定只能流于

形式，郑州中招过程中遭遇的尴尬正是前车之鉴。 “郑州中

招考试，综合素质评定也是一项内容，起初，学校把关很严

格，省级示范性高中对综合素质评定的等级要求为A，现在

已放宽到C及以上，综合素质评定已成为附带形式。”郑州

市一所高中的老师说。 郑州47中高一学生胡楚云则认为，只



要学校建立有一套合理的考评制度，综合素质评定会在引导

学生全面发展，提高综合素质上起到一定作用。 建议：诚信 

制度，才能保证高考公平 胡楚云的“只要”，正是引发这场

讨论的核心问题所在。 “一套合理的考评制度，似乎没来得

及跟进，新课改高考的改革缺乏制度性保障。”国内知名高

考升学指导专家李金和表示，一旦高中学校在学业水平测试

和综合素质评定这两项重要指标的考评上，无力做到公正、

诚信和透明，受影响的，不仅仅是考生的就学命运，更会让

高考制度改革无功而返，整个教育价值体系受到伤害。 “要

坚持高考，但是不能一次考试定终身。”中科院院士朱清时

日前表示，现在而言，高考仍是我国对于农村贫穷子弟最公

平的宣判，“如果不做高考的话，大家都靠家庭背景去入学

，高考就乱了”。 “综合素质评价要诚信。”朱清时解释，

现在社会上不诚信的事情越来越多，以至大家不相信综合素

质评估跟平时成绩的考核。所以现在全社会应该把诚信力这

种品质重新树立起来，“从这个方面入手，我想高考问题才

能真正解决”。 更多2009年高考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高考

网（收藏本站） 百考试题高考论坛 百考试题高考网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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