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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A11

! ! ! !长久以来，“一考定终身”的招生录取模式
始终受到诟病。随着全国高考综合改革启动，
这样的局面正在被打破。本周，复旦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率先公布
了各自在招生中对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
价信息使用办法，并将从明年起实施，构建高
校科学选才制度，增加学生选择权，建立多元
多维评价体系。

这也是上海作为全国高考综合改革试点
省份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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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重要一步，也进一步推动高校科学选材，确
保公平公正。自 !"#$年 %月 #%日本市公布
《上海市深化高等学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实施
方案》至今，上海高考改革新政已有序推进 !

年。高考改革传递出哪些积极导向？释放出哪
些政策红利？

坚守公平公正的底线
从 !&#$年 %月公布上海高考改革整体方

案，到 !&#'年推出《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
考试实施办法（试行）》《上海市普通高中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 (试行)》两个配套方
案，再到近期沪上四所高校率先公布学生综合
素质评价信息使用办法。上海高考改革几部曲
可谓蹄疾而步稳，凸显客观公正、科学选才的
价值导向。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如何确保客观、真

实、准确？上海高考改革在顶层设计上下足功
夫。本市开发建立了基于全市统一平台的上海
市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管理系统，
评价记录上力求客观，运行保障机制上凸显公
平。值得关注的一个细节是：市教委明确要求，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信息录入尽可能采用客
观数据导入的方式（如：学生基本信息、高中学
业水平考试成绩、体质监测评分等），以客观性
确保真实性，打消公众疑虑。同时，上海还不断
完善监督保障措施，加强市、区县和学校三级
管理，通过制定各主要内容模块信息录入管理
办法，建立信息审核、信誉等级制度、公示与举
报投诉制度等一系列方式，确保公开公平公
正。令人欣喜的是，自 !"*$年底启动综合素质
评价信息管理系统建设以来，本市各社会实践
基地和社区积极参与评价监督，各级教育行政
部门、中学和社会各方形成合力，有力推进了
综合素质评价系统建设。
在市教委副主任贾炜看来，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信息记录必须坚持公平公正这一底线，唯
有信息记录确保客观、真实和准确，才能为各
高校在招生录取中的有效使用奠定基础。

重新定义!学习能力强"

高考改革的核心是“两依据、一参考”。市
教委副主任郭为禄认为，坚持素质教育导向，
扭转片面应试教育倾向，破除“唯分数论”是高
考招生制度改革的重要价值取向，而高中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的制度设计，正是高考招生综合
改革的重大突破。
从沪上四校公布的相关使用办法来看，普

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主要包含四方
面内容：品德发展与公民素养、修习课程与学
业成绩、身心健康与艺术素养、创新精神与实
践能力，彰显立德树人、育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作为招生录取的重要参考，综合素质评
价信息反映了人才观和质量观的变化。“我们
应该重新定义所谓‘学习能力强’的孩子，不
一定是那些听话、安静、记忆力强、解题能力
强的学生，而是有强烈的好奇心，喜欢提问和
质疑，喜欢与他人讨论和分享，能形成自己的
理解并且能创造性地表达自己想法，遇到困
难能坚持，善于合作和解决问题的学生。”长
期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课题研究的
市教科院副院长陆璟表示，综合素质评价信
息记录的不仅仅是“分”，更是一个个生动的
学生，是教育教学、学生成长的全过程，是远
比分数更丰富多样的学生能力和品质。这有
助于激发每一个学生的潜能优势，帮助学生找

到适合自己的选择。

政策红利让更多孩子受益
在高考改革的有力推动下，上海基础教育

呈现出诸多喜人气象。
!&#$年起，本市建立普通高中学生综合

素质评价体系。按规定，本市高中阶段学生社
会实践不少于 %&天，其中志愿者服务不少于
/&学时。如今，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志愿服务
已成为很多学生的一种习惯。截至 %月 %日，
全市已认定市、区两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
#0!%个，共提供学生实践岗位 10'%##个。各
高中学校均已与基地签约，已签约基地数为
#/2!个。已参加志愿服务的学生 %%%0$人，已
完成志愿服务总时长 $!%%"0$学时，已完成公
示 $*0"$2*学时。其中：%'3的高三学生参加
了志愿服务，2/3的高三学生已完成高中阶段
累计志愿服务 /&学时的要求；%#3的高二学
生参加了志愿服务，'13的高二学生累计志愿
服务已达 $&学时。

上海高考改革背景下的高中教育教学改
革，也有力推动高中学生积极参与课题研究、
项目设计、社会调查等研究实践活动，自主参
加研究性学习已在沪上很多学校蔚然成风。
今年 /月针对上海市当时高二年级研究型课
程实施情况的调研显示，本届高三学生在高
二年级末已有 #!&'0个研究课题，其中 #22

所高中做到人人有课题（占全市高中总数的
0$3）。
在闵行中学校长、特级教师何美龙看来，

这些变化都是高考改革释放的政策红利。
本报记者 陆梓华

会刷题 不一定就是“好学生”
上海高考改革几部曲彰显育人导向

关注学生能力和品质
陆璟 !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综合素质评价信息使用范围的逐渐宽
泛和深入，使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向科学、专
业、公正又迈进了一大步。首先，综合素质评
价信息体现了单凭考试成绩所不能反映的
学生能力和品质，比仅凭高考成绩录取更为
全面和科学。其次，招生工作更专业。高校必
须明确本校的人才培养特色，并梳理各专业
特点和目标要求，清楚自己要招什么样的学
生，才能提高专业要求与学生兴趣特长的匹
配度。高校也必须组织专家团队，分析评估
综合素质评价纪实报告中的指标与学校相
关专业对人才培养要求之间的相关度，筛选
指标或辅以赋予不同的权重，并结合面试结
果录取，相比仅靠分数排序或参考某几个奖
项录取而言，专业性大大提高。

刷题不再是唯一选择
何美龙 !闵行中学校长"地理特级教师#

要改变社会、家庭、学生的成才观念，
扭转中小学“分数至上”的教育倾向，必须
用分数以外的其他指标积极引导。如果高
校招生选拔更多关注体育、艺术、创新实践
和志愿服务等综合表现，相信学生、家长和
社会自然会重视，家长也不会为了孩子的成
绩从 %&分提高到 %!分，而逼他们去补课、

去刷题。
!&#'年，美国斯坦福大学从中国大陆

录取了近 !&名新生，都不算“学霸”，但有明
显的共同点：比较独立，有思想，有礼貌，拥
有多方面卓越能力。近年来，香港几所大学
在内地招生，也并非只盯着“高考状元”，而是
特别欣赏综合能力强的学生。复旦、上海交大
等高校也探索实施了综合评价录取改革试
点，取得了积极成效。大学招生参考高中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将有效促进中小学校把
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纳入教学目标之中，让
高招“指挥棒”发挥出正面导向作用。

完善诚信 确保真实
何刚 !格致中学教科研室主任#

在探索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的过程
中，关于信息使用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公平公
开公正，这也正是学生和家长最关心的一
点。四所高校使用办法的公布，将为中学进
一步完善诚信制度，细化管理目标，强化管
理过程提供有益参考和指导。如格致中学在
推进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的实践过程中，
建立了三个“核心”工作机制：以“学生—指
导教师—家长—班主任”为核心的诚信体
系，确保学生录入真实信息；“学生个人—学
校管理员”双重审核机制，确保学生录入有
效信息；“校长室—中层处室—班主任—专
职管理员”为核心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管理
团队，长效管理学生录入的真实、有效信息。

! ! ! !记者#高校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信息使用办法是如何研制出台的$

市教委#各高校均组建了由不同学科专家
构成的项目组。在研制过程中，市教委还组织高
校积极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先后召开高中校长、
教育专家、高中教师、高中学生及其家长座谈会，
听取和吸纳各方意见建议，经过多次征求意见，
数易其稿，形成目前的各校使用办法。

记者# 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

在高校哪些招生环节中使用$

市教委#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在高校招生

中的使用需要循序渐进、积极稳妥地推进。
!&#0年起，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
息将在高校综合评价录取改革试点、自主招
生、春季招生、专科层次依法自主招生等环
节中开始使用。

记者#其余高校什么时候公布普通高中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使用办法$

市教委#根据上海市高考改革工作整体
推进情况，其余高校将于 !&#/年年底前，公
布本校使用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
息的办法。 本报记者 陆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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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考改革有力推动了高中学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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