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7 年 8 月，刚

刚复出的邓小平主持

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

作座谈会。此次会议决

定恢复中断 10 年之

久的高考。

高考之门，是如何被重新推开的

1977年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当场拍板恢复高考

1977 年 10 月 21 日， 《人民日报》 刊发题为《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

大改革》 的消息， 标志着中断 10 年的高考制度正式恢复。

1977 年冬天， 570 万年龄参差不齐的青年走进了高考考场。

今年是恢复高考 40 周年。 此事不仅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也改变了

国家的未来。

众所周知， 李克强总理就是 1977 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

2014 年， 李克强在浙江大学和学生交流时说起自己的求学生涯， 他说，

当时人人求知若渴， 只想“把失去的青春夺回来”。

让李克强念念不忘的 77 届， 究竟经历了怎样一次高考： 这是历史上

唯一 一次在冬天举行的高考； 这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次考试， 570 万名

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参考； 这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届高考： 最后仅录取

27.297 万人。

高考之门， 究竟是如何被重新推开的， 让我们一起回望那个关键的历

史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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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恢复高考

40

年， 也经历了很多次

改革， 每次都牵动人心。

1999

年的大学扩招 ， 堪称中国教

育史上一件大事， 中国高等教育由 “精

英教育 ” 开始走向 “大众化教育 ” 。

2006

年 ， 全国高考录取比例提升至

57％

。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 ，

2007

年， 恢复高考

30

周年之际， 全国计划

招生的人数恰是

30

年前参加高考的人

数———

570

万。 高考， 于不经意间走了

一个轮回。

高考恢复

40

年， 个人和国家的命

运， 在这里交汇和转折。

参考资料： 新华社 《新中国档

案》 中央文献出版社 《邓小平决

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

一路改革

当年， 在邓小平的指示下， 高考破

例为大龄知识青年开了绿灯。 招生意见

中特别规定： 年龄可放宽到

30

岁， 婚

否不限。 此外， 还有一条特殊规定： 工

龄达到一定年限的可以带工资读书。

恢复高考招生在即， 但积压了整整

10

年的考生一起进考场， 组织有难度，

经费难解决 ， 而且印考卷的纸张也很

缺。 问题上报到中央， 经政治局会议讨

论决定， 参加考试的经费问题不能增加

群众负担， 每个考生收

0.5

元即可， 其

余由国家负担 ； 印考卷缺纸 ， 先调印

《毛泽东选集》 第

5

卷的纸张印考卷。

由于准备工作来不及 ，

1977

年的

高考由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命题， 考

试工作于年底进行， 新生于

1978

年春

入学 。 当时的语文高考

100

分中 ， 作

文占

70

分。

当年 ， “高考考生能否如厕 ” 的

问题也有争议， 但当时是允许的 ， 不

过要由老师陪同。

实际上 ， 当年高考风气虽好 ， 但

还是发生了作弊事件 ， 尤其是当时的

河北省故城县县委书记马连宝女儿舞

弊案， 此案很快案发，

1978

年

2

月

20

日 《人民日报》 作了报道 ， 相关人员

很快被查处。 此案后被称为恢复高考

后的高考舞弊第一案。

此外 ， 参加当年高考阅卷的老师

一般都有补贴， 在一些地方 ， 给改卷

老师的补贴是： 半条鱼、

1

个鸡架、

1

张热水瓶票。

高考逸事

其实， 就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夕， 教

育部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刚刚结

束， 已经形成了 《关于

1977

年高等学

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总的原则依然是

沿此前 “自愿报名， 群众推荐， 领导批

准， 学校复审” 的

16

字方针。

邓小平最初的设想是 ，

1977

年用

一年时间准备，

1978

年正式恢复高考。

然而， 会议上专家们的意见使邓小平改

变了决定。

他当时就问坐在身边的教育部部长

刘西尧： 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

刘西尧说， 推迟招生， 还来得及， 最多

晚一点。

邓小平听了， 当场拍板： “既然今

年还有时间， 那就坚决改嘛。 把原来写

的招生报告收回来， 根据大家的意见重

写。 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 要拿

出一个办法来， 既可以把优秀人才选拔

上来， 又不要引起波动。”

他斩钉截铁地说： “今年就要下决

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

不要再搞群众推荐。 从高中直接招生，

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 早出成果的一个

好办法。” 会场响起热烈掌声。

随后 ， 教育部破例在一年内第二

次召开全国招生工作会议 ， 制定了

《关于

1977

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

见》。 对这份文件， 邓小平亲自进行了

修改和审定。 他认为文件中的政审条

件太繁琐： “政审， 主要看本人的政

治表现。 政治历史清楚 ， 热爱社会主

义， 热爱劳动， 遵守纪律 ， 决心为革

命学习， 有这几条， 就可以了。

10

月

5

日， 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

则通过了教育部 《关于

1977

年高等学

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也提出了一些修

改意见。

10

月

12

日， 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

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 《关于

1977

年

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 文件规

定 ： 废除推荐制度 ， 恢复文化考试 ，

择优录取。

10

月

21

日， 《人民日报》 刊发题

为 《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 》 的

消息， 标志着中断

10

年的高考制度正

式恢复。

当场拍板

1977

年

7

月 ， 邓小平正式复

出工作， 主管科技和教育。

7

月

19

日 ， 邓小平指示教育

部召开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

会， 希望找一些敢说话的教学人员

参加座谈会。 随后中国科学院和教

育部联合找人， 确定了一个

33

人

的与会者名单。

8

月

4

日， 邓小平亲自主持召

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会议共

开了

5

天， 全部自由发言。 邓小平

一开始就说， 自由一点， 什么话都

可讲。 但前两天， 与会学者表现拘

谨， 不敢谈敏感问题。

8

月

6

日下午， 清华大学党委

负责人忧虑地说， 现在清华的新生

文化素质太差， 许多学生只有小学

水平， 还得补习中学课程。 邓小平

插话道 ： “那就干脆叫 ‘清华中

学 ’ ‘清华小学 ’ ， 还叫什么大

学！” 邓小平短短几句插话， 令与

会人员大受震动。

随后， 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

查全性发言， 提出必须立即改进大

学招生办法。 查全性抨击了现行招

生制度的四个严重弊病： 一、 埋没

了人才， 大批热爱科学， 有培养前

途的青年选不上来； 二、 卡了工农

子弟上大学 。 一些人不是靠考分 ，

而是靠 “权” 上大学； 三、 坏了社

会风气， 助长了不正之风。 制度不

改 ， “走后门 ” 不正之风刹不住 ；

四、 严重影响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

现在连小学生都知道， 上大学不需

要学文化， 只要有个好爸爸。

查全性呼吁： 一定要当机立断，

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 。

（记者注： 有意思的是， 查全性的大

儿子和女儿就参加了

1977

年的高

考， 一个考上武大物理系， 一个考

上武大化学系 。 多年后 ， 查全性

说， 我那次发言， 也使子女们的人

生发生了改变。）

查全性的发言引起与会者强烈

共鸣。 吴文俊、 王大珩等纷纷发言，

赞同查全性意见， 建议党中央、 国

务院下大决心， 对现行招生制度来

一个大的改革， 宁可今年招生晚两

个月。 他们说， 如果今年又要按推

荐的办法招来

20

多万人 ， 太浪费

了。

惊人发言

1966

年到

1971

年， 我国大学

停止招生。

1972

年到

1976

年， 大学采取

“自愿报名， 群众推荐， 领导批准，

学校复审 ” 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

员。 至此， 招生的基本原则遭到破

坏， 导致了 “读书无用论” 盛行，

教育质量严重滑坡， 国家建设所需

的各种专门人才青黄不接。

1977

年

5

月， 邓小平就尖锐地

指出： “同发达国家相比， 我们的

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

20

年。”

1977

年

7

月 ， 邓 小 平 指 出 ：

“不管招多少大学生， 一定要考试，

考试不合格不能要。 不管是谁的子

女， 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 我算

个大人物吧！ 我的子女考不合格也

不能要， 不能 ‘走后门’。”

教育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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