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考生最多的一年

从统计数据来看

，

2008

年高考全

国报名人数成为历年之最

，

达到了

1050

万

。

自

1977

年恢复高考以 来

，

2007

、

2008

、

2009

三年高考报名人数

形成了一波高峰

，

都突破

1000

万大关

，

分别为

1010

万

、

1050

万

、

1020

万

。

2、 男女比例最高的一年

近年来

，

我国人口男女比例严重失

调

，

2011

年人口普查显示大陆人口中

男性占比

51.27%

，

女性占比

48.73%

，

而在高校中

，

这样的比例恰好反了过

来

，

出现

“

倒挂

”

现象

。

进入

21

世纪

以来

，

我国女生通过高考成为普通高校

学生的比例持续攀升

。

据统计我国高考

成绩男女比例

，

女生占全部录取学生的

比例

，

1999

年 为

40%

，

2007

年达到

53%

，

2013

年则达到

55%

。

3、 年龄最大的考生

2001

年

5

月

，

教育部宣布取消高

考考生年龄和婚姻限制

。

1929

年出生

，

退休前已经从事了

36

年医疗工作的汪侠老人毫不犹豫地报了

名

，

开始了自己的高考之路

。

尽管

2002

年他已经被南京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系破格

“

录取

”

为旁听生

，

尽

管

49

门功课全部合格

，

但因为一直没有

学籍

，

自

2007

年起

，

汪侠老人多次参加

高考

，

尽管结果不尽如人意

，

但他一直

坚持

。

到

2015

年

，

他已经参加了

15

次

高考

。

4、 高考次数最多的考生

梁实

，

是参加高考次数最多的考生

，

今年已经是他第

21

次赶考

，

因年复一年

地坚持考试而被网友冠以

“

高考最牛钉子

户

”

的称号

。

梁实的梦想不是考一个普通

的大学

，

2016

年以前他的分数一直徘徊

在

300

多分

，

去年他突破二本线

，

但是他

说

：

不考上一本线我是不会去读的

。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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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

用考试选拔人才的方式在我国古代就

已经建立

，

科举制度有

1300

多年历史

。

进

入

20

世纪初

，

用八股文选拔人才的弊端日

益显现

。

1905

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

，

转

而引进西方的学校考试制度

。

那个时候还

没有全国统一的考试制度

，

而是各大学自

行组织命题考试

，

学生可以选择报考多所

大学

，

也可能同时被多所大学录取

。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光礼一直从事高

等教育政策与管理的研究

。

他告诉记者

，

从

1949

年到

1966

年这

“

建国十七年

”

是我国

一系列教育制度的初创时期

。

1952

年有了

第一次全国统一招考

，

上世纪

50

年代初按

对口式人才培养建立了北京钢铁学院等一

批专业化学院

。

到

1961

年随着

“

高校六十

条

”

的出台

，“

一考定终身

、

全国统考

、

文理

分科

”

等我们至今依然熟悉的考试模式最

终得以确立

。

周光礼认为

，

当时建立的统一高考模

式既能够更好地显示出公平

，

也适应了快

速选拔人才的需要

，

这

14

年通过高考选

拔的人才支撑了新中国三十年的发展

，

意

义重大

。

到

1966

年

7

月

24

日

，

中共中央

、

国务

院发出

《

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

知

》，

提出了

“

新的办法

”：

从本年起

，

高等

学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

、

市

、

自治区办理

。

高等学校取消考试

，

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

合的办法

。

高考制度中断

。

1977

年

9

月

，

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

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

，

决定恢复已经停

止了

10

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

，

以

统一考试

、

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

学

。

12

月

，

570

万人从山村

、

渔乡

、

牧场

、

工

厂

、

矿山

、

营房和课堂奔赴考场

，

一个公平

平等的竞争环境

，

终于又回来了

。

高考使中国进入了“人才红利”时代

在周光礼看来

，

1977

年恢复高考最

大的意义在于它帮助重建了十年动乱后的

社会秩序

，

给人以对知识

、

对未来的信

心

。 “

秩序的崩溃

、

对社会信心的不足

，

危害甚至要大于人才的断层

。”

周光礼说

，

高考所代表的公平

、

质量至今仍是人们不

懈追求的价值观

。

高考对于中国迅速从

“

文 革

”

的

“

乱

”

转 为 改 革 开 放 后 的

“

治

” ，

继而

“

兴

” ，

其作用难以估量

，

“

从国家领导人到科学家

、

知名企业家

、

文艺界人士

，

大批人受益于恢复高考后的

高等教育

。”

如今

，

随着新高考改革方案投入实

施

。

未来高考怎么走也引发了讨论

。

周光

礼告诉记者

，

这次高考改革方案最大的亮

点在于它做了很高的顶层设计

，

这是至关

重要的

，

高考改革不能

“

就考试谈考试

”，

必须得上升到社会治理

、

国家发展的高度

设计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

具体到一些改革措施

，

周光礼也有自

己的意见

。

以率先试点的两地高考方案为

例

，

不分文理科

，

学生自主选择考试科

目

，

英语多次考试机会

，

周光礼就认为高

考方案设计得过于复杂

，

普通考生

、

家长

甚至老师都会看不懂

，

就会有人利用复杂

性带来的信息不对称进行谋利

， “

这就触

动了高考最基本的

‘

公平

’

价值观

。”

周光礼说

，

除此之外

，

新高考应尽可

能地减少对于专业的限制

，

少用考试科目

去限定招生专业

， “

因为大学现在都强调

宽口径

、

通识教育了

。”

他说

，

用简单易

懂的方式选拔人才

，

尽可能地保障公平

，

高考还将在中国发展中发挥强大的推动

力

。

一次次改革：

“公费”变“自费”，文理分科变自主选择

1977

年

，

570

万人参加高考

，

27.3

万人

被录取

。

1978

年高考完全恢复正常

，

610

万

人报考

，

录取

40.2

万人

。

两批人都在

1978

年进入大学

，

都被称为恢复高考第一批大

学生

。

通过高考选拔优秀人才进入大学深

造这一制度由此恢复

。

从

1977

年一直到现

在

，

高考制度从未中断

，

并且进行了多次改

革

，

以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

周光礼说

，

恢复高考的头两批大学生

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

，

不少人还在上学时

就被用人单位

“

盯住了

”，

一毕业就被一抢

而光

，“

大部分留在了大城市

，

极少有人去

基层和边远地区

，

这样不行

。 ”

1983

年

，

教育部正式提出

“

定向招生

，

定向分配

”

的方法

。

规定在中央部门或国防

科工委系统所属的某些高等院校

，

要按一

定比例面向农村或农场

、

牧场

、

矿区

、

油田

等艰苦行业的定向招生

，

学生毕业后要服

从分配

。

1985

年

，

教育部规定

：

可以从参加统

一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少数国家计划外的自

费生

。

一向由国家

“

统包

”

的招生制度

，

变成

了不收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和收费的国家调

节招生同时并存的

“

双轨制

”。

到了

1992

年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

高校

招生从秩序和公平转向兼顾效率和效益

，

大学逐渐进行

“

自费

”

和

“

公费

”

的并轨

，

到

1996

年

，

上学交学费成为统一政策

，“

免费

上大学

”

的时代结束

。

1999

年

，

高校大规模扩招

，

开启高等

教育大众化的大门

。

2001

年取消高考的年

龄限制

，

一批

“

爷爷考生

”、“

奶奶考生

”

备受

媒体关注

……

到

2014

年

，

随着新的高考改

革方案出台

，

高考在未来将打破文理分科

、

英语一年两考等

。

今年

，

浙江

、

上海两地将

率先按照新方案进行高考

。

高考走向何方？

新高考宜简单易懂， 最大限度保障公平

>>相关链接：高考 40年之“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