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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遇

湖南工学院校长罗建华：

恢复高考 40年来

改革的脚步从未停止

衡阳师范学院副校长聂东明：

高考不可取代

要相信我们的智慧

40年来， 高考改革的脚步从未停止

高考为国家选拔人才做出巨大贡献

一些社会问题，不该由高考制度来背黑锅

■本报记者 谢小青

38

年前 ， 罗建华也是一名高考

亲历者。

那是在国家恢复高考的第三年，

他成为百万高考大军中的一员， 当年

的录取率仅为

6.1%

， 他作为其中的佼

佼者成功走过了 “独木桥”， 成就了自

己的人生。

作为恢复高考

40

年来的亲历者、

观察者，以及高等院校的管理者，对于

中国高考制度的变迁，他有着深入的思考。

因为高考一度中断了

10

年， 当

年罗建华入学后发现， 很多同学已经

成家， 而有些同学才刚刚初中毕业，

班上同学的年龄差竟然有十多岁。 这

在现在看来是奇观， 在当年却是很普

遍的现象。

在那个年代， 高考提供了一个人

生大逆转的际遇， 大家都希望通过高

考来改变命运，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尤其是许多农村子弟， 通过高考进入

大学的象牙塔 ， 毕业后国家分配工

作， 从此走上了与祖祖辈辈不一样的

人生道路。

一晃眼， 恢复高考已经

40

年了。

罗建华从当年的考生， 成为了一名高

等教育的管理者。 他不无感慨地说，

高考改革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 考

试科目、 考试内容、 高考时间等都在

改变。

“以前的学生在学校就是读书， 课

余生活没有现在丰富， 高考题目类型

比较简单， 不像现在， 有单选、 多选，

考试知识面也越来越广。” 更为重要的

一点是， “随着高等院校扩招， 高等

教育已经从 ‘精英教育’ 逐步迈向了

‘大众教育’。”

有数据表明，

2016

年高考的录取

率上升到了

80%

， 大学生已经成为一

个大众化的名词。 罗建华记忆中大学

毕业生国家包分配的局面， 已经发生

了改变。 与之相对应的是双向选择就

业。

“以分数论英雄”有弊端，但确保了高考的公平

与

40

年前相比，整个社会也已经

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社会上出现一种

论调说， 社会的阶层固化已经越来越

严重， 高考推动人才流动的功能已经

丧失。 对此， 罗建华表示反对：“不管

是上世纪

70

年代还是现在，高考仍是

青年改变命运最公平的竞争方式。 我

们真实地看到， 很多人确实通过高考

改变了命运。 ”

“分数仍是评估学生的重要指标，

保证了高考制度最大的公平性。” 他

指出， 近些年， 虽然几经改革， 但高

考分数的地位始终没有撼动。 在这样

一场举国关注的大考中， 不论出生门

第， 大家地位相同、 公平竞争， 分数

也只能凭自己的能力考出来。

不过， “以分数论英雄” 的弊端

也显而易见。 “以高考分数作为选拔

人才的主要标尺， 尽管保证了最大的

公平性， 但在选拔人才上没有充分考

虑学生的全面发展与个性特长。” 他

认为， 现行的高考制度尤其不利于一

些偏科奇才的成长。

“对于偏科人才来说， 高考很 ‘吃

亏’。” 罗建华举例说， 钱钟书当年数

学只考了

15

分， 但是凭着国文特优，

英文满分成绩被清华大学慧眼相中 。

还有华罗庚， 因数学方面的才能， 清

华大学打破常规， 让初中毕业的他进

入清华大学图书馆担任馆员。 但目前

却没有这方面的制度安排， 像钱钟书、

华罗庚这类奇才放到现在， 几乎无缘

进入大学。 他认为， 高考制度改革应

该为这群人提供一条路子， 让他们有

机会继续深造， 充分施展个性和天赋。

“高考制度不可取代， 教育体系已

形成， 高考观念也深入人心， 目前也

很难一下打破。” 因此， 他认为高考改

革需要循序渐进地进行， 总的方向上，

教育模式要从“应试教育 ” 向素质教

育 、 创新教育转变 ； 要减轻学生的

压力 ， 采取一年多次考试 ， 按最高

分录取 ， 最终打破 “一考定终身 ”

的格局 。

■本报记者 罗文鹏

“高考是一个教育问题， 更是一

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在恢复高考

40

年的这个时间节

点， 对于高考在人才选拔 上 所 起 到

的作用 ， 作为一名经历过高考并受

益于高考制度的教育工作者 ， 衡阳

师范学院副校长聂东明有着自己的

体会 。

恢复高考

40

年来， 高考为国家

选拔了各类人才， 这些人才为国家建

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说高考制度功在千秋， 一点也

不为过。” 聂东明认为， 高考制度是

我国最具公平性的制度之一， 它以大

规模统一考试 、 统一检测尺度的形

式， 给予所有考生竞争的均等机会，

每一个考生都以考试成绩作为录取的

唯一标准， 避免了因身份、 家庭、 财

富不同而选拔标准不同的情况； 每一

个考生机会均等， 只要考试成绩符合

要求， 就具备了到志愿学校继续深造

的机会。

高考制度对社会各阶层的流动起

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高考已经成为

无数青年学生必经的人生洗礼过程 ，

是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重要通道。

从衡阳县农村走出来的聂东明说，

“如果没有高考， 我不可能成为一名大

学教授 ， 现在很可能还在农村生活

着。” 他指出， 因为高考的选拔功能，

使人们看到了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希

望， 促使社会和家庭对教育更加重视，

从而激发全社会的学习热情。

此外 ， 高考的考试标准 ， 是经过

认真研究并一定程度上符合社会对人

才的要求， 各级各类学校按照这些标

准去改进教学， 提高教学质量 ， 最终

也提升了社会的人才水平。

自高考扩招以来， 人们对高考制

度的质疑越来越多。

归结起来 ，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

面： 其一， 重知识轻能力， 高考制度

成为应试救育的指挥棒， 影响了整个

学校教育的内容和评价方式， 致使学

校、 教师、 学生、 家长围着高考转，

片面追求升学率， 高分低能现象层出

不穷； 其二， 一考定终生， 分数说明

一切， 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不利

于社会对人才的正常需求； 其三， 地

域之间分数线和录取不公平， 影响了

机会的均等性。

对此， 聂东明认为： “没有任何

一种制度是完美的。” 他说， 高考在

公正客观地选拨人才方面起到了不可

替代的作用 。 而且 ， 随着 “阳光高

考” 的持续推进， 在目前的制度安排

下， 高考的公平、 公正已经得到了极

大的保障。

“目前， 我们还找不到哪一种制

度可以取代高考。” 他认为， 这种人

才选拔制度其实是中国几千年智慧的

延续 ， 我们要对本民族的智慧有自

信。 而取消高考制度 ， 人才选拔会是

怎样一种局面， 实在难以预料。

另外 ， 他指出 ， 区域发展的不平

衡， 高等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高等教

育资源的严重不足 ， 使供需矛盾日益

突出 ， 导致高考招录的地域不公平 ；

“学而优则仕” 的传统观念， 社会上对

成才的片面理解 ， 对高考的期望过高

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 不应该完全由高

考制度来背黑锅。

那么 ， 中国高考制度未来如何走

下去？ 聂东明认为 ， 高考制度需要不

断革新， 必须始终朝着更加公平公正

的目标努力， 要尽可能打破一切不公

平的壁垒； 要更科学地设置考试科目，

以契合现实社会对人才的需要 ； 更科

学地改进评价方式 ， 全面反映不同类

型人才的评价需要 ； 同时 ， 还要更合

理地制定招生录取的办法。

“革新高考制度， 绝非一朝一夕的

事情， 需要循序渐进。” 他认为， 每一

项措施的出台， 一定要充分地科学论

证， 反复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