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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源减少机会增多
说高考降温，生源的减少是一个方面，更

主要的是，如今考大学已经变得近乎“常态
化”了。上海市教育考试院负责人日前在本报
等单位主办的高考大直播活动中说，除了社
会最关注的 !月份秋考，目前上海一年其实
有 "次高考，即春考、高职高专自主招生、“三
校生”高考、秋考，此外，还有专门为高校一年
级学生所设的转校“插班生”考试，以及成人
高考和自学考试，所以，高等教育已经在本市
实现了普及化、大众化。说得更绝对些，只要
想上大学的人，都能获得平等的机会。正是源
于这样的背景，如今的高考，与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乃至九十年代都有了迥然不同。

此外，生源的减少一方面是与城市人口
出生率下降成正比，另一方面也是与越来越
受追捧的“洋高考”有关，甚至还与已成“公开
的秘密”的弃考有关。从全国范围看，#$$%年
以来，出国留学人数以年均超过 #$&的速度
呈井喷式增长，#$'#年达到 ()*)!万人，#$'(
年出国留学人数几乎突破了 "+万人。另外，
近年全国弃考人数以每年近 '$万人的速度
在增加，全国年弃考人数大约在 '$$万左右，
特别是一些农村贫困家庭的家长认为，孩子
不上大学而直接打工，不但省了学费用还自
己挣钱了。
高考生源减少已是客观。对此，是力争挽

回生源，还是努力提高大学的办学质量，正成
为中国高校不可回避的选择题。有业内人士
担忧，如果生源数量还是如此这般呈现下降
态势，那么，首当其冲遭遇尴尬的，就很可能
是那些以生源数量为基本生存基础的民办高
校。但是，如果届时民办高校的门槛变得也像
成人高校般，三门学科只要考个一百来分就
可以轻松入门，这样的高考也就在很大程度
上失去了“选拔”功能。

自招热闹问题不少
说现在的高考更趋平淡，还有一个重要

原因是许多考生在高考前其实就已经“各就各
位”了。以本市几所顶尖名牌高中为例，在高考
开考前，高三年级里就几乎有半数学生找到了
“方向”，或保送或出国，真正参加“裸考”的人
不到一半，有的学校更是少到了只剩极个别学
生。而本市的数十所高职院校，也是通过前期
的自主招生和“三校生”高考，将招生计划的大
蛋糕尽可能多地“兜售”了出去，真正通过秋考
进入高职的人数也只占很小比例。

除了高职，现在越来越多的本科院校都
希望扩大自主招生比例，特别是一些高水平
的名牌高校，更是将自主招生演绎成了“掐
尖”大战。正是从这点来看，在高考平淡的背
后，名校的自主招生则“波涛汹涌”，有的甚至
演变成了抢生源“大战”。用上海大学副校长
叶志明的话说，自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给少
数在高考中被埋没、没有机会上大学的人多
一条出路，但是，现在的做法有些偏离了方
向，自主招生不应该是用来“掐尖”和囤积生
源的。

多年前率先尝试自主招生的上海大学，
坚持在招生时对应试教育说“不”，其实行的
“中学校长推荐、学校不另行组织笔试、部分
学生参加面谈”的模式也独树一帜。叶志明
说，面谈的重点不在于考核学生，而在于考核
学校的做法，考核中学的推荐情况，面谈氛围
轻松、没有淘汰率，无所谓好坏，结果与录取
无关，这就避免了自主招生走入应试教育的
怪圈，不会增加学生的负担，也不会对高中正
常的教学秩序产生冲击，而是为特长学生的
脱颖而出开辟通道，与中学正在推行的素质
教育改革对接。与此同时，上海大学还对所有
的自主招生学生建立成长档案，注重搜集和
研究自招进校的学生在入学前以及入学后培
养过程中的各类数据，并将分析研究结果反

馈至中学，为中学深入开展素质教育提供数
据支持。

分数铁律也存弊端
有专家分析说，现行高考模式看似是基

于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铁律”，但在“分数唯
一”的前提下，高校招生实则就是“招分”，招
到的学生只是一个分数代码：省级招考部门
根据招生计划以及考生成绩，按照一定比例
划定各个录取批次的最低控制线，然后向高
校投档，高校按考生分数从高到低依次录取。
这种模式的弊端在于学生只是选学校而不是
选专业，往往导致学生的学科优势与专业不
匹配，既不利于学生个性发展，也不利于高校
因材施教。

上海纽约大学招生办负责人周鸿说：“高
考确实应该改革。我认为这两年上海实施的
高考‘(,'’方案不尽合理，考试科目太少了，
这样很容易导致学生偏科，难以充分考察学
生的综合素质。‘一年多考’我也竭力赞成。我
在招生部门工作多年，深感‘一考定终身’的
弊端，太多的优秀考生因为发挥不理想而错
失进名校的机会，高校看着适合自己的学生
流失也无能为力。”

而在叶志明看来，上海高考模式将物理
和化学分开“太荒唐”，不利于学生的素质教
育。理化分科让一些并不喜欢化学，只是为了
考试时容易而进入化学学科的学生，进了大
学后变得很痛苦，科目的分类不是为了兴趣，
而是为了功利，这就失去了引导的意义。

一把尺子难量众生
生源的减少倒逼着高考要走出新路，而

高考的改革也将解生源之围，促进高校深化
内涵建设，真正花力气去提高人才培养的质
量。这也是未来高考改革的聚焦点。

高考要改革，已是共识，但对于改革的路
径和切入点，社会的议论也百花齐放。

文来高级中学虽然只是一所区级示范性
高中，但每年都会有至少 '名多至 (名同学
被复旦和上海交大自主招生预录取，今年更
是有 )名高三学生已被 )-+和 #''高校预录
取。但校长黄健表示，这样的自主招生力度还
不大。“我们应该算是一所中等档次的学校，
高校对我们的关注并不多，现在自主招生都
是围着名牌高中转，几乎与中档及以下的高
中没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们这里也有特长生，
但却容易被忽视。”黄校长说，高考改革如果

只在科目增减上做调整，那也最多只是治标，
谁能说考“(.'”科目和考“(./”科目究竟哪个
负担更重？因此，既然是改革，就要有真正着
眼素质教育的勇气，要能对基础教育产生正
能量的推动作用，这就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综
合改革，包括考试内容、高中的培养模式、高
校的选拔标准等。

而就在昨天下午，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
院一下子请来了 '$多家单位到校开设“校中
厂”，让学生在校期间就与未来岗位零距离。
但项家祥校长说，这种做法其实也是被“逼”
出来的。因为，按现在的高考模式，从提前批
到一本、二本层层筛选下来，供高职选择的生
源几乎都是高考的“失意者”，他们中不少人
对于将来从事的职业很茫然，“是你叫我学机
械操作的”“是你叫我当蓝领的”等，更是相当
一部分高职生的牢骚话。“不同的院校不能用
同一把尺子来衡量学生。用同一张试卷、同一
个标准去选拔学生的高考模式，已经严重阻
碍了各类人才的选拔与培养。”项校长建议，
比如对高职院校的招生，可以放手让各校按
自己的专业要求去测试学生的职业能力，既
可以是当场的面试，也可以由学生提供各种
技能证书，而不是仅仅凭卷面考分来录取。

本市仅!"#万考生明天进考场!"平淡#之中正蓄势$$$

!生源减少"倒逼高考改革
本报记者 王蔚

新一轮高考改革将通过建立全新的模

式!逐步改变"一考定终身#"唯分数论$等

弊端!实现%发展机会人人均等$!建立更高

层次的公平& 而这样的改革指导思想已经

写入了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决定(明确提出!要%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

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

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

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

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

据悉!有关高考改革的方案已经初步

成型!正在征求各方意见!年内将由教育

部正式出台! 包括总体方案和关于高考)

外语一年多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综合

素质评价)考试招生违规处理等多个配套

实施意见& 根据此前一些专家的描述!今

后高等职业教育则要推广"知识!技能$的

考试方式&

这样的改变给中国教育特别是基础教

育带来的"红利$!将是长久和意义深远的&

有教育专家认为!今后的高考思路!一

是让统一高考成绩从唯一标准变为 "标准

之一$* 二是让高中学习过程与高考 %挂

钩$!在录取标准中导入高中阶段学业水平

成绩*三是通过建立学生道德素质)志愿服

务)课外活动等方式!建立综合素质评价体

系! 实现高考录取刚性标准与多元评价的

结合& 这对中学甚至小学)幼儿园积极推行

素质教育!都会是一个积极的导向&

! ! ! ! !"#$年全国普通高校秋季招生统一文化考试明后两天举行# 上海的秋考人数再度下跌$前年
是 %&%万人$去年是 %&'万人$今年是 %&!万人# 同时$这几年无论上海还是全国$高校招生计划数
大体恒定甚至略有上升# 这样的一减一增$至少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高考早已不是!千军万马过
独木桥"# 平淡%平常%平静%平和%平稳等主题词$更是现实高考的生动写照#

平淡高考的背后$其实正蓄势着更大力度的改革#只是$这样的改革或将以一种更为平缓的方
式$锲入进未来中国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大格局之中#

高考改革$破题正当时#

高考改革助推中小学素质教育
! 考生们%淡定$的心态写在了笑脸上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