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02.   3

C
O

M
M

E
N

T
A

R
Y

 O
N

 C
U

R
R

E
N

T
 E

V
E

N
T

时评

高考制度改革：我们准备好了吗？
◎文·杨东平

高考制度由于它的高利害性、高风险性以及相比其他制度而言的公平性，尽管弊端明显，如造成中

小学严重的应试教育，在人才选拔中唯分数论、一考定终身等，仍然被视为一个“不坏的制度”，因此，要

想对其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十分困难。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启动了这一改革，说明了党中央对这一问题

下了很大的决心，高考制度改革有可能成为一场实质性教育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高考制度改革之所以艰难，是由于它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对应着不同的利益群体。高等学校关注

的是如何落实招生自主权和科学选拔人才；家长关注的主要是保障考试公平和教育公平；而站在全社会

整体利益的立场上，这一制度必须能够引导和促进中小学的素质教育，保障亿万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

形成这一价值共识，是有效的制度变革的前提。

高考制度由考试制度、招生录取制度和配套的服务保障政策构成，每一项具体的政策各具有限功

能，不能“包打天下”。新的高考制度设计，比较重要的是实行分类考试，高职院校实行“文化素质+技能

测试”的方法，不再与普通院校的学术水平考试“陪绑”。本科院校的考试成绩则由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与

高考成绩统筹形成，这也是世界各国的通例。由于高中课程已经分门别类进行了严格考试，而且可以考

两次取其高者，高考时就没有必要再举行面面俱到的学科考试，可以不分文理科，大幅度减少考试科目。

改变一考定终身的另一举措是从英语开始试行一年多次的社会化考试，因为英语的机器考试和标准化

测试在技术上最为成熟，已被社会普遍接受。新的高考制度也突出了招生录取制度改革的重要性，明确

实行考试与招生相对分离，逐步取消统一批次录取方式，建立学生与高校双向多次选择的录取制度。

教育改革尤其是高考制度改革，具有典型的“知易行难”的特征。好的模式、国外的做法大家都知

道，受制于中国的人情社会、道德环境等特殊国情，就是不敢做、不能做。如何打破这一困境，使得实质性

的高考制度改革能够起步，主要有两点。一是从试点开始，任何高风险的改革如果从小范围的试点开始，

就可以极大地降低风险；而新的行之有效的做法也只有在试点中才能产生。二是保障考试公平的制度建

设。家长之所以宁愿接受严重摧残学生的应试制度而担心比较灵活、具有弹性的综合素质评价、面试等

制度，主要是对教育腐败的担心。因此，必须设计出能够取信于民的透明、可靠的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制

度，同时实行严格的行政问责制，从而保障考试安全。这就接触到了教育制度变革的核心，也是攻坚克难

的关键所在。

因而，能否真正实行和深入这一改革，是叶公好龙还是擒虎屠龙，几乎是对包括政府、高校、中小

学、学生和家长在内的全体公众的一次大考。目前的感觉，中小学、学生和家长充满疑惑和期待，但改革

的意愿强烈；而今后将成为自主招生录取主体的高等学校，大多还处于游离状态。因为现在按分数从高

到低、机器录取的方式，半天工夫就能解决问题，对高校是最简单方便的，而且没有争议。今后如实行双

向选择、多次录取的制度，要综合高中会考、高考甚至高校面试的成绩，还要组织各院系参与、按学院和

学科招生，录取过程可能长达数月，且要公开和问责，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对这一即将到来的变革，我

们都做好准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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