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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不再分科，打破一年一考，考试可以自选，综合素质招生，废除“自招联

考”……相比往年“着重修正”的教育改革，2014年“37岁”的高考制度迎来“深度革

命”，针对“一考定终身”“只见分不见人”“招生腐败”等积弊的改革开始“破冰”。

记者获悉，高考改革年末还有四大动作：出台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相关意见；出台

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相关意见；出台高校自主招生相关意见；出台规范高考加

分的相关意见。

破一考定终身 防见分不见人

37岁高考改革的
“四场考试”

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勾勒出
新一轮高考改革方案的清晰轮廓。

随后，上海、浙江两地率先试水高考综合改革：高考不分文理科，英语“一
年两次考试，取最好成绩计入高考”。

高考自1977年恢复以来，成为国家选才的重要通道。我国普通高校在校生人
数在2009年达到2145万人，2014年高考报名人数为939万人。然而，“文理分
科”“一考定终身”等规定影响一些学生全面发展的弊端日益显现。

英语考试首次打破“一考定终身”，彰显了此轮高考改革“啃硬骨头”的决
心。上海大学副校长叶志明说，英语“一年两考”，有助于扭转以应试为主的传统
思路，回归学习的本质。

北京大学教授宋伟说，“文理不分科”将培养更多综合型学生，储备跨学科、
具备解决综合问题能力的“新型人才”。

突破“一考定终身”：
不分文理科，英语“一年两考”

根据沪浙高考改革方案，从2014年秋季入学的高一新生开始，探索基于统一高
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

上海考生要考语、数、外等13门“合格考”，再从地理、物理、化学等6门“等级考”
中根据兴趣或特长自选3门，成绩计入高考；浙江考生必考的外语科目也可以从英
语、日语、俄语等6门语言中选择，高中学业考试可以“7选3”计入高考成绩。此外，
学生将建立“综合素质档案”，供招生学校参考。

从统考“套餐”变成选考“自助餐”，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特长和兴趣选择考试科
目；而将“兴趣”“责任”等综合素质评价计入档案，则有利于破除“唯分数论”。

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郭为禄说，教育不能“只见分不见人”，“唯分数论”就是用
一个“总分”代替对学生方方面面的评价。虽然综合素质评价目前仅作为招生参考，
却向学校和社会传递素质教育的明确导向。

目前，教育部已明确足球特长可以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四川将体质健康测
试纳入综合评价，上海将思想品德、传统文化素养、创新精神等纳入综合评价等。

记者获悉，教育部年内将出台完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指导意见和规范高中学
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指导意见。

试水“综合评价”：
统考变“选考”，“素质”入档案

招生处“蔡处长”落马，中国人民大学叫停当年自主招生；教育部重申自
主招生“六条禁令”。国务院的考试招生改革意见则明确，2015年起自主招生在
全国统一高考后进行；不得采用联考方式或组织专门培训……2014年，一连串的
动作给自主招生“降温”。

我国自主招生试点启动于2003年，目前试点高校共90所，招生人数约占试
点高校招生总数的5%。高校自主招生的本意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然而近年
来，这项政策逐渐走样：招考信息全凭高校一家之言，部分名校提前签约“掐
尖”，部分名额成为“权力招生”……

“取消联考是为了提高统考权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
国家政策力图“校正”自主招生存在的问题，作为统招的有益补充，自主招生不
能因噎废食。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只有让自主办学权落实到大学，同时大
学有健康的运行机制确保自主权不被滥用，自主招生才能做到公平公正。

记者获悉，年底教育部将出台完善和规范高校自主招生的相关意见。

规范“自主招生”：
在统考后进行，取消联考培训

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从2015年起，取消
体育、艺术等特长生加分项目。辽宁省2014年体优生加分项目由29项减为8
项。此前，已有17个省份将奥赛科技类加分项目降低或调整，奥赛科技类加分考
生从前几年的5000多人，降至2014年的1300人。

高考加分本质是对高考弱势群体的一种补偿和对德才优秀者的一种鼓励，彰
显实质性的教育公平。但10多年来，加分政策在权力与金钱的腐蚀下日益偏离航
道，乱象频出：2014年，哈尔滨一中学共有800名考生获得加分；河南漯河高级
中学74人获国家二级运动员体育加分，占此项全省总数的1／10……

重庆市教委基础教育处处长邓沁泉说，需要加强加分的公开透明和有效监
督。但这种基于高考卷面成绩的加分制度，最终应被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所取代。

记者获悉，教育部将出台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相关意见。

整顿“高考加分”：
整体“瘦身”，取消艺体加分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