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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2_B2_E9_83_A8_E8_c65_645800.htm 作为中国规模最大、

覆盖面最广、关注度最高的考试，高考的一举一动牵动人心

。近日，北京等地实施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后的高考方案相

继出台，清华大学等5所著名高校实行联合自主招生，北京大

学自主招生实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一系列新政策

出台，让高考话题持续升温。 “新课改高考”新在哪？ 作为

新中国成立以来改革力度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基础教

育变革，新课程改革的核心是通过变革人才培养模式，发展

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高中新课程改革于2004年启动，

海南、广东、山东、宁夏为首批实验区。到2010年，全国所

有省份都将实行普通高中新课程，这意味着，到2013年，全

国所有省份都将进行与之对应的新高考。 教育部此前出台的

《普通高中新课程省份深化高校招生考试改革的指导意见》

，为各地制订新高考方案定了基调。 从2007年开始，新课改

后的高考已举行了3年。2010年，北京、陕西、湖南、黑龙江

、吉林5个省份将实施“新课改高考”。届时，实行“新课改

高考”的省份将达到16个。 教育部出台的指导意见很明确，

这轮全国高考改革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就是加强对高招考试、

录取和中学综合评价的统筹，推进综合改革，其新意表现在

三个方面：一是建立和完善对普高学生的综合评价制度，并

逐步纳入高校招生选拔评价体系。二是进一步深化统一考试

内容改革，要求考试内容与高中新课程内容衔接，注重对考

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查。三是在考



试科目上，除语、数、外和相关科目（即文综或理综）外，

也可根据本省实际设置其他科目，是否增加选考内容以及选

考内容的比重等，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确定。 【点评】

理论上讲，“新课改高考”这种多元化考试评价体制，更加

机动灵活，更能体现学生的个性及自主选择性，在一定程度

上也有利于减轻学生负担。 统考下怎样实行多元评价？ 恢复

高考以来，高考改革的脚步一直不曾停歇，但统一高考的形

式没有变。事实上，完善和坚持统一考试已成为当今世界许

多国家和地区的共同选择。自1945年以来，韩国大学入学考

试制度在统一考试与非统一考试之间来回变动了7次，1995年

正式决定实施全国统一的“大学修学能力考试”。俄罗斯

从2008年起开始实行大学入学统考，在全国推行统一考试制

度。 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表示，今后改革的思路，不

是取消全国统一考试，而是在坚持统一考试的基础上，对考

试的内容和形式进行改革。同时，要有多元的评价。要通过

加大多元化的评价，把学生的长处显示出来。 由教育部批准

，目前全国有76所大学实行自主招生改革。近日，清华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

大学五所高校宣布实行联合自主招生。五所高校采用了统一

的报名网站，考生可同时选择两所高校。 北京大学2010年自

主招生将实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该校从全国400余所

提出申请的中学里确定39所中学为“实名推荐制”推荐学校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是对高校自主选拔录取政策进

一步深化的积极探索，是建立和完善教育诚信体系的有益尝

试。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教授指出，未来的高考应遵循

“统一考试、多元录取”的改革方向。而高考改革的最终指



向，则是推进素质教育。 【点评】从统一走向多样，从招考

合一走向招考分离，最终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以统考为主、

统分结合的多元招生考试制度。这将是今后高考改革的目标

和方向。 “因材施考”有可操作性吗？ 在今年的高考录取中

，报考山东临沂师范学院中文专业的12名考生因“综合素质

”的原因而被退档。一时间，“综合素质评价”成为社会的

热门话题。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许多学校往往用考

什么来决定教什么，把高考作为评价教育的终极结果。因此

，教育部要求，高校录取就要在高考成绩基础上逐步增加对

学生学业水平考试及综合素质的考察。一些高水平大学要深

化自主选拔录取改革，可进一步探索高考、高中学业水平考

试和综合素质评价与学校测试相结合的多元化评价选拔办法

；示范性高职院校和条件成熟的省市，可将学生学业水平考

试成绩与学校组织的考试成绩相结合作为录取依据。 综合素

质评价纳入大学录取标准，有可操作性吗？中央教科所研究

员曾天山认为，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我国研究生入学考

试来看，是可行的。已实施“新课改高考”的天津市，今年

高校招生就打破了以往单纯依据高考分数选拔人才的状况，

规定可以参照学业评价部分和非学业评价部分来全面衡量考

生。 【点评】推进高考制度改革，要让高考充分发挥为高校

选人的主体功能，平衡各方利益，从相对单一的形式逐步走

向多样化，最终实现“因材施考”。 “素质高考”会否造成

不公？ 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而教育公平则是衡

量社会公平的底线。 近年来，高校招生计划新增部分主要向

西部倾斜；教育部直属院校减少所在地的招生计划⋯⋯这一

切都是使高考更加趋向于公平的具体举措。 厦门大学教育研



究院院长刘海峰教授指出，公平公正是高考制度的核心价值

，是社会对高考最为关注的一个方面。如今公众对考试公平

公正的要求和期望比以往更高。 对于吉林省明年将实施的“

新课改高考”，吉林省的一些中学校长在寄予期望的同时也

表示，“素质高考”应充分考虑城乡差别。城里孩子有条件

学习艺术、培养特长，不少农村家庭却负担不起这样的费用

。“素质高考”会不会造成新的不公平，值得社会关注。 高

考配套改革也是保证高考公平的必要举措。山东省教育厅副

厅长张志勇认为，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和严格的奖惩机

制，也是高考配套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发现学生档案

失实，就应对学校领导和直接负责的教师问责。 【点评】相

信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高考将越来越制度化、规范化；期

待教育部门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切实遏制“点招”、“招

生收费”及艺术类专业招生中的不正之风，进一步促进和巩

固高校招生的公平公正。 最新2010高考信息请访问：百考试

题高考网（收藏本站） 高考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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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