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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99/2021_2022__E6_B9_96_E5

_8C_97_EF_BC_9A_E9_c65_99139.htm 恢复高考30年来，湖北

高考历经改革或变故。无论技术的变革还是制度的更新，无

不体现时代进步过程中教育战线的积极跟进。然而，仍有一

些尘封往事，在记忆里浮现出来。 2007年元月下旬，记者寻

访到1982至1985年任省招办主任的苏铮老人，试图从老人的

回忆中还原部分历史事实，以纪念那些在风波中各尽所能维

护教育公平和社会稳定的人们。 首次电脑计分出乱子 湖北省

每年数十万考生，统分、划线等工作十分复杂，以前完全靠

人力，打算盘，不仅效率低，还易出错。1979年，上海市招

办率先试点电脑统分。 1980年3月，时任省招办考务科长的苏

铮，带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现合并到武汉大学）计算机室

老师蔡源之，到上海招办取经。当年，湖北省就上马电脑统

分。 “那电脑真是庞然大物，两三百平米的实验室才放得下

，而且是打孔式计算机。”苏铮回忆，当时所有筹备事务都

照搬上海。 尽管如此，还是出了乱子。由于电脑有千分之一

的误差，从武昌区的某个考生开始，竟出现了3个零分，其余

的考生成绩全部错位。 武昌区招办公布成绩后，考生、家长

一下炸了锅，省考试院当即决定收回成绩。苏铮介绍，好在

当时做了两手准备，人力也进行了统分，迅速公布正确成绩

。 这个小插曲，没有阻挡省招办推进电脑统分的决心，其他

区的高考成绩仍是电脑统分。苏铮说，“因为我们相信基数

是正确的，同时有红、绿两条分数单进机核对，而且采用‘

三点定位法’，每30人取第一个、中间一个和最后一个考生



的成绩进行验证，确保万无一失。” 当年全国有十几个省市

试行电脑统分，出现问题后，其他省都退了回去，只有湖北

省坚持下来。 苏铮说，招生录取工作从算盘到电脑，是一个

很大的飞跃，湖北省招办也尝到了甜头：统分准确；划线准

确，过去是五分一段表，现在可以提供一分一段表，更便于

考生掌握自己在全体考生中的位置；执行照顾政策更到位。 

近百考生到省招办上访 1979年高招期间，设在首义路的省招

办接待室被围了。 苏铮回忆，近百名考生、家长要找招办讨

说法：“为什么武汉市的高分考生没录，地市的低分学生却

录取了？” 苏铮说，“高分”、“低分”是相对的，就是说

上线考生中，一些分数靠后的学生上榜，而一批分数靠前的

武汉市考生落选。“招办没做亏心事。”苏铮介绍，当时刚

恢复高考，很多武汉市知青在乡下吃了几年苦，好不容易返

城，再也不愿意下去。所以志愿集中填报武汉。而一些地方

院校的生源只能以当地学生为主，哪怕分数低一点，也会录

取。 苏铮当场写了一份情况说明，张贴在接待室门口，解释

了志愿分布情况，并公开征集志愿。事实上，还是没有多少

武汉考生愿意下去，好在误会消除了。 从那以后，湖北开始

考虑怎么解决地市院校“招不来，分不去，留不住”的“老

大难”问题，教育部也出台了政策。1982年，湖北省开始招

收定向生，即“定向招生、定向分配”。包括华农在内的十

所部属、省属农林、医学、师范学校，每年拿出400至600个

招生指标，面向郧阳（今十堰市）、恩施、宜昌、襄樊的22

个山区县，比批次线低10~20分，为当地培养人才。 苏铮说

，这一政策执行初期是非常严格的，但后来逐渐变了味，定

向生实际上成了“机动指标”，毕业时只需交一笔“违约金



”就可以不回定向地区就业；或者沦为“假定向、真收费”

，成为高校赚外快的手段，严重违背了这一政策的初衷。

2005年，作为“阳光招生”的举措之一，我省取消定向生。 

集体舞弊催生预考政策 由于考生人数多，考务组织工作庞杂

，省招办对各地市招办的监管无法面面俱到，恢复高考后部

分县市曾出现了集体舞弊事件。 此外，湖北省30多万考生，

六门科目就有200万份卷子，阅卷也是个大问题。省招办只好

组织一批高中、大学老师到地市阅卷，不仅阅卷尺度难以统

一，条件也比较差，曾发生过一名阅卷老师因高温猝死的事

件。 为便于监管和组织，省招办决定从1980年开始实行“先

预考再统考”的政策，即所有考生高考前先参加省里组织的

统一考试，过线者再参加全国统一高考。 苏铮提供的数据显

示，1980年，湖北省36万人参加预考，12万人参加统考；1981

年，29万人参加预考，9万人参加统考。此后，湖北高考人数

逐年下降。 1988年，湖北仅15万人参加预考，9万人参加统考

。考务组织压力减轻，这一政策从此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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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