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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推动
教育改革发展，是提高国民素质、建设人
力资源强国的必然要求。考试招生作为
教育领域的风向标，是评价人才和选拔人
才的指挥棒，对培养什么样的人、怎么培
养人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抓好考试招
生制度改革，就找准了突破口，牵住了教
育领域综合改革的“牛鼻子”，必将推动教
育朝着更加科学健康的方向发展。

一 考 试 招 生 制
度为何要改

我国考试制度由来已久。“十年寒窗
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春风得意马
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等诗句，就是古代
考试制度改变读书人命运的生动写照。
进入现代教育以来，考试制度成为学校选
拔学生的重要手段，在教育体系中扮演着
举足轻重的角色。

◎ 只 看 分 数 不 看 人 的 考

试 ， 会 让 学 生 变 成 做 题 的 机

器，让青春年华沉没在题海里。

◎考试招生制度，既是枢

纽也是闸门，既是指挥棒也是

风向标，既是改革的重点也是

突破的难点。

◎滥加分、假加分，就好

像发令枪未响，已提前跑了一

程 ， 让 “ 裸 考 ” 的 考 生 情 何

以堪。

◎一边心疼孩子辗转于各

种补习班，一边迫于升学压力

又不得不逼孩子上“战场”。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 1977 年恢复
高考制度后，我国的考试招生制度不断发
展完善，在选拔培养人才、提高教育质量、
促进教育公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莘
莘学子通过考试“跳过龙门”，实现了人生
梦想，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栋梁。

同时必须看到，面对时代发展对人才
培养的新要求，面对人民群众对接受更好
教育的新期待，考试招生制度还存在许多
不相适应的地方，“一考定终身”的弊病日
益凸显。

唯分是举，应试倾向重。“分分分，学
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师的法宝。”现行考
试招生制度下，分数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成为唯一“杠杠”，学生被绑架在分数的战
车上，分分计较；学校和老师围着升学率
转，疲惫不堪⋯⋯为分而学、为考而教的
状况，扭曲了教育的本质，导致育分不育
人。这种状况下，往往是重知识灌输轻实
践锻炼、重智育提高轻德育培养，很多学
生被训练为应试机器，成了“背多分”，影
响了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招考不分，录取方式单一。考试的初
衷是科学合理地评价教育，招生的目的是
选拔优秀合格的学生。两者本是相对独
立、互相关联的环节。但目前的考试招生
制度，更多地把一次考试、一个分数作为
招生录取的唯一依据，造成“千军万马过
独木桥”的局面。而且，现在的试卷内容，
明显向选拔研究型人才和科学家倾斜。
这种“一锤定音”的考试，以及单一性选拔
人才的方式，很难规避学生因一次“小失
利”而影响一生的风险，更难以把具有不
同天赋和才能的人才选拔出来，考试的正
向激励作用难以充分发挥，不利于各类人
才的选拔和培养。

袁贵仁：改革须积极
稳妥、蹄疾步稳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认为，

考试招生改革特别重要、特别

复 杂 ， 要 积 极 稳 妥 、 蹄 疾 步

稳。考试招生制度在改革中不

会走旧路，要坚持制度、完善

制度，改进民众觉得不满意、

不科学的方面；不走错路，绝

不允许发生颠覆性错误；尽量

不 走 弯 路 ， 不 能 给 改 革 留 下

“后遗症”。

考试招生存在不公问题。招考制度
犹如一把尺子，丈量着教育公平，引领着
社会公平。近年来，国家采取措施，缩小
区域、城乡之间入学机会差距。但现实
中，种种考试招生的不公问题，引起了人
们的强烈不满。比如，一些生源大省考生
上重点大学的入学机会偏少，招考的地区
差异明显；重点大学的农村考生比例下降

明显；小升初“择校热”高烧不退、屡禁不
止；等等。

招考不改，教育难兴。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对改革考试招生制度作出部署，明
确提出了改革的原则和方向。这次改革的
总目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到 2020 年基
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
具体来说，包括3个重要组成部分：形成分
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基本模式；
健全学生、学校、专业机构、政府、社会共
同参与的招考运行机制；构建衔接各级各
类教育的人才成长“立交桥”。教育部表
示，2014 年年内将出台考试招生改革“总
体方案”和关于高考、外语一年多考、高中
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考试招生
违规处理等5个配套“实施意见”。可以说，
考试招生改革已是箭在弦上，蓄势待发。

二 高 考 改 革 有
什么突破

高考，被称为“中国第一考”，在整个
招考体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它不
仅“指挥”高中，左右初中，而且已经影响
到小学甚至学前阶段。有人提出“高考不
改，一切皆空谈”。

为此，这次改革把高考改革作为重中
之重，通过系统综合的设计，先在一些地
方试点，将一次考试成绩决定命运，改为
依据高考统考成绩和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参考综合素质评价，建立起更加科学、更
加公平的评价选拔体系，以有利于更好地
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科学选拔人才，维护
社会公平。综观这次高考改革的制度设
计，有不少重要突破。

第一，统考内容和方式有突破。统考，
也就是现在每年 6 月 7 日、8 日（一些地方
到 9 日）进行的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统考考什么、如何考，是高考改革的“重头
戏”。在统考改革方面，重大举措主要是两
点：一是调整科目，不分文理科，增强考试
的综合性，促进学生全面均衡发展；二是
外语不再在统考时举行，实行社会化考
试，由学生自主选择考试时间和次数，可
以一年多考，将最好成绩计入统考总分。

近些年来高考改革的有关
重大事件

◆ 1999 年，教育部开始

推行“3+X”科目改革。

◆ 2000 年，北京等地进

行春季招生改革，高考由一年

一次增加为一年两次。

◆ 2003 年，北大、清华

等 22 所高校被赋予 5%的自主

招生权。

◆ 2004 年，全国推广分

省命题。

◆ 2005 年，开始实行高

职高专单独招考。

◆ 2006 年，自主招生高

校扩大到 53所。

◆ 2007 年，海南等 4 省

区率先实行新课程改革后的新

高考。

第二，综合评价有突破。评价一名学
生，不仅仅注重“考三天”，还要“看三年”。
除了统考之外，将推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和综合素质评价。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不
再实行百分制，而以合格和不同等级来评
判，每一门课程学完即考，“一门一清”，减
轻不必要的课业负担。学生可根据自己的
兴趣、志向和优势以及高校招生基本要
求，自主选择参加部分等级性考试科目。
综合素质评价，主要考查学生品德养成、
身心健康、兴趣爱好、实践能力等方面发
展情况，促进学生全面提高自身素质。

第三，招生录取有突破。与考试改革
配套衔接，在招生录取上实施两个方面重
点改革。一是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依据
统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进行综合
评价，完善自主录取、推荐录取、定向录
取、破格录取等多元录取办法。二是高等
职业院校招生，体现职教特色，在录取方
式和时间上与普通高校分开，主要依据高
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职业倾向性测试
成绩录取，使学生从高考的竞争压力中解
放出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

人们对高考改革最担心的是，增加了
学生平时表现在高考录取中的分量，会不
会被一些人用来打“人情分”，带来新的不
公平。有什么措施来防止出现这种弊端？具
体说，就是要加快建立个人、学校考试评价
诚信档案体系，清理并严格规范各类加分
政策，完善信息公开公示制度，完善社会监
督机制等，为确保高考公平保驾护航。

2014 年起高考部分加分项
目调整情况

1.参加全国中学生奥林匹

克 竞 赛 获 得 全 国 决 赛 一 、二 、

三等奖的学生，不再具备保送

资格。

2.获得全国中学生奥林匹

克竞赛省赛区一等奖的学生，不

再具备保送资格和加分资格。

3.保留体育特长生高考加

分项目的省（区、市），测试项目

限定在中学普及程度高、锻炼效

果好的田径、篮球等 8项。

4.所有拟享受高考加分的

考生，均须经过本人申报、有关

部门审核、省地校三级公示后方

能予以认可。

——参见教育部《关于调整
部分高考加分项目和进一步加
强管理工作的通知》

三 中 考 改 革 亮
点在哪儿

中考是学生求学路上的关键一跃，是
衔接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的重要枢纽。
中考改革的取向和效果如何，直接影响每
个中小学生全面发展，关系到素质教育的
实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行初
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为中考
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具体来说，这次改
革究竟有什么亮点呢？

亮点一：注重平时成绩和综合素质评
价。改变一次考试评价和选拔学生的局
限，鼓励各地积极探索以初中学业水平考
试成绩和综合评价情况为依据的招生方
式。根据课程开设和学生学习的具体情
况，在相关科目的学习完成后，及时安排
相应考试，减轻学生集中复习和备考压
力。同时完善学生“成长档案”，客观记录
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情况，将综合素
质评价作为高中录取的主要参考。

亮点二：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到区
域内初中。优质高中师资强、硬件好，进
入名牌大学的几率大，是人们趋之若鹜的

“香饽饽”。优质高中招生名额是否合理，
关系着中考改革的公平性。要完善优质
高中招生名额合理分配的办法，使优质高
中向普通初中倾斜，为在薄弱初中的学生
提供进入优质高中的机会。目前，全国大
部分地区分配比例已超过 50%，山西、山
东等省甚至达到了 100%。北京在 2014
年中考改革中，将全市 83 所优质高中校
统招计划 30%的名额，分配到区域内所
有初中校。

亮点三：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实行注册
入学。中等职业教育是国家培养技术型
人才的重要渠道，为很多学生实现人生价
值又打开“一扇门”。中等职业学校的招
生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为依据，在录
取方式和时间安排上与普通高中分开，使
部分学生从激烈的中考竞争中分流出来，
提前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方式。

四 小 升 初 改 革
有啥举措

做好重点大城市就近入学
工作的目标

到 2015 年，重点大城市所

有县（市、区）实行划片就近入

学政策，100%的小学划片就近

入学；90%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

入 学 ；每 所 划 片 入 学 的 初 中

90%以上生源由就近入学方式

确定。

到 2017 年，重点大城市 95%

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入学；每所

划片入学的初中 95%以上的生

源由就近入学方式确定。

——摘自教育部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做好重点大城市义务
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通知》

小学升初中是义务教育阶段内的升
学，从 1986 年开始，在普及初中的地方，
就推行小学毕业生就近免试升入初中的
改革。这体现了义务教育公益性、公平性
的法定要求，一定程度减轻了小学生课业
负担和考试压力。但事实上，由于教育资

源不均衡，家长宁可舍近求远也想让孩子
上一个好初中，这导致很多地方特别是一
些大城市小升初“择校热”愈演愈烈。孩
子们苦练各种“绝技”，家长们“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本应平静轻松的小升初成为
一场激烈的“大战”。

为改变这种状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再次强调，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并
提出试行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等
举措。2014 年 1 月，教育部发布《关于进
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
作的实施意见》，提出合理划定招生范围、
有序确定入学对象、规范办理入学手续、
全面实行阳光招生、逐步减少特长招生、
做好随迁子女入学、大力推进均衡发展等
一系列具体措施。2 月，又专门发出通
知，对做好重点大城市（直辖市、副省级省
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义务教育免试就近
入学工作提出要求。要确保免试就近小
升初政策落实，关键是用好这样几招。

科学划定片区。落实就近入学，首先
要把“近”的范围划定好，让大家知道哪个
孩子该上哪个初中。科学合理划定片区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考虑多种因素，比
如适龄学生人数、学校分布、学校规模、交
通状况等，片区划定后要相对稳定。教育
部提出，到 2015年，重点大城市 90%以上
的初中实现划片入学；每所划片入学的初
中 90%以上生源由就近入学方式确定。

严格学籍管理。按照教育部颁布的
《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从 2013 年 9
月 1 日起，全国 2 亿多中小学生获唯一学
籍号。统一建成的学籍信息管理系统实
行一人一籍、籍随人走、终身不变。这将
为小升初学生登记、随机派位及遏制学生
无序流动等提供基础性保障。

强化公开监督。免试就近入学的各
项措施管不管用，关键是要在阳光下运
行，接受社会监督。小升初工作开始前，
应通过多种形式主动向社会公开划片范
围、招生计划、程序时间、办学条件等相关
信息。小升初期间，应主动公布招生结果
等相关信息，做好信访接待工作，及时回
应社会关切。

问：如何划定招生片区？

答：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

有的区域内有多所初中，有的区

域内只有一所初中。据此，划片

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单校划

片，即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依街

道、路段、门牌号、村组等，为每

一所初中合理划定对口小学；另

一种是多校划片，对于初中比较

集中的城区，暂时难以单校划

片，可按初中新生招生数和小学

毕业生基本相当的原则，为多所

初中划定同一招生范围。

探索学区化办学。所谓学区化，就是
按照地理位置相对就近、办学水平大致均
衡的原则，将初中和小学结合成片进行统
筹管理，提倡多校协同、资源整合、九年一
贯。北京市西城区从 2014 年起试行学区
制，以 15 个街道行政区划为依据建设 11
个学区，通过优质校与部分学校的重组，
对学区内教育资源进行重新布局，实现学
区之间、学区内各学校之间资源均衡配
置。同时，还将采取高校、优质中学办附
小的方式推行九年一贯制。全国不少地
方也正在进行类似试点。

免试就近入学政策的落实也带来一
些新的问题。比如，由于减少特长招生、
取消“共建生”，优质学校片区买房落户
成为择校的唯一途径，造成“学区房”房
价上涨等。对此，还要通过扩大优质教
育资源、促进教育均衡发展，从根本上加
以解决。

“拂面春风好借力，正是扬帆远航时。”
目前，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新一轮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已经启程。相信在全社会
的共同努力下，每一枝“祖国花朵”都将竞
相绽放，成为民族复兴的有用之才。

蔡达峰：就近入学关
键在于教育的均衡化

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认

为 ， 就 近 入 学 是 为 了 公 平 公

正，必须实现义务教育办学标

准和质量的均等。如果公办学

校有质量差异，就近入学就难

以 实 现 ， 因 为 人 们 一 般 会 认

为，“教育质量”比“上学便

利”更重要。

搭 建 人 才 成 长“ 立 交 桥 ”
——谈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搭 建 人 才 成 长“ 立 交 桥 ”
——谈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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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 月 25 日讯 记
者吴佳佳报道：在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9 周年到来之际，国家档案局从
8月 25日起在其官方网站每天发
布一集《浴血奋战——档案里的
中国抗战》专题视频，从不同角度
重现当年中国人民可歌可泣、浴
血奋战的历史壮举。

该视频中的抗战档案是由国
家档案局，从中央档案馆、中国第
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一些代表性
战役、战斗的档案中选取的。

1937 年 7 月卢沟桥事变后，
日军妄图 3 个月灭亡中国。中国
共产党高举爱国主义大旗，倡导
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
进华北、华中敌后，广泛发动群
众，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日
寇，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牵制
了大量日军，有力地支援了正面
战场，阻滞了日军的进攻。

1941 年底，日本发动“珍珠
港事件”，向英美宣战，中国的抗
战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
战场成为抵抗日本法西斯东方主
战场。次年，中国派出精锐远征
军入缅作战，付出巨大牺牲，阻止
了日本侵略南亚的步伐。

从 1943 年初开始，敌后解放
区军民，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清乡”，恢复和发展了敌后抗日
根据地，而且在 1944 年 4 月日军
向国民党军正面战场发起大规模
进攻的“一号作战”时，对敌展开了大规模攻势作战，在中
国战场开始了局部反攻。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完
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
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的抗战，大量消耗和削弱了日
本军国主义的战争实力，有力地支持了美、英等盟国在太
平洋战场的作战，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和援助了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总数在 3500
万以上，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
抗日武装对敌作战 12.5 万次，消灭日、伪军 171.4 万人，
其中日军 52.7 万人。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日
战争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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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档案局从八月二十五日起在其官方网站每天发布一集

新华社北京 8 月 25 日电 国家档案局 25 日在
其官网发布了《浴血奋战——档案里的中国抗战》第
一集：卢沟桥事变。

根据第一集说明，1937 年 7 月 7 日夜，华北日军
在中国第二十九军防地卢沟桥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
习，随后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宛平
县城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7 月 8
日凌晨 5 时左右，日军包围了宛平县城，并向卢沟桥
中国驻军发起进攻。负责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
二十九军 37 师 109 旅 219 团，在团长吉星文的率领
下奋起还击，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其后，日军
利用与华北地方当局“和平谈判”之机，加紧向华北
地区增兵。28 日，日军在香月清司指挥下向第二十
九军发动了总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佟麟阁、赵登
禹等将领战死沙场。7 月 29-30 日，日军先后占领
北平、天津，华北要地相继沦陷。卢沟桥事变发生
后，中国共产党立即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族奋起抗
日。蒋介石也在庐山发表了谈话，宣布准备应战和
守土抗战到底的决心。日军挑起的卢沟桥事变，激
起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怒火。卢沟桥抗战，揭开了中
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

新华社北京 8 月 25 日电 国家档案局 25 日在
其官网发布了《伟大胜利——中国受降档案》第十一
集：解放区抗日军队的自主受降（下）。

根据第十一集说明，1945 年 8 月 10 日 24 时，在
得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后，中国解放区抗日军
总司令朱德向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发出延安总部第一
号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向附近敌伪送出通
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内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
军当保护其生命安全。8月 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
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指出“目前阶段，应
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
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据此，各解放区抗日
部队立即向附近日、伪军发出通牒，限令其投降。8
月 15 日下午 3 时，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朱德电
令南京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你应下令你所指
挥下的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
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
降，除被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在华
北的日军，应由你命令下村定将军派出代表至八路
军阜平地区，接受聂荣臻将军的命令；在华东的日
军，应由你直接派出代表至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天长
地区，接受陈毅将军的命令；鄂豫两省的日军，应由
你命令在武汉的代表至新四军第 5 师大悟山地区，
接受李先念将军的命令；在广东的日军，应由你指定
在广州的代表至华南抗日纵队东莞地区，接受曾生
将军的命令”。敌后各抗日部队在各地发起进攻，迫
使日伪军放下武器缴械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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