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行制度 改革方案
「3＋2」（即語文、數學、外語3門必考科＋文科綜合／理科綜合選考2門）

「3+X」（X指政治、歷史、地理、化學、生物、文科綜合、理科綜合、文理大

綜合中選考1至2門）

不分文理科

教育部門根據學生高考分數和志願「投檔錄取」（即統一派位）

外語等科目社會化考試一年多考

高校招生和考試相對分離

高校招生，就是指高等教育院校按照國家規定和相關政策招收新生。目前內地

高校招生有全國統招、自主招生、保送生、高水平運動員、藝術類專業、軍隊院校招

考、港澳高校招收內地生、內地高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台地區學生等分類。大多數學生

經全國統招考大學，有關現行制度和改革方案如下：

高三學生小王來自高考大省江蘇農
村，學習成績處於中游水平的他

與「保送」和「自主招生」考試無
緣，唯一的出路就是通過高考這
座獨木橋。小王以他的經歷，
向大家展現了當前絕大多

數高中學生所處的境
地。

江蘇高考
採 取

的是「3+2」（即語文、數學、外語3門
必考科＋文科綜合／理科綜合選考2門）
模式，小王選讀文科，語文的高考總分
為150分，數學為200分，英語為120
分，其餘兩門歷史和政治則以等級分
類，必須達到B+C以上的等級才能上本
科。目前，小王正在高考題山中奮鬥，
他希望能一次過關，考上一類本科，讀
師範大學，走出農村，改變命運。

多元錄取機制 為考生減負

是次《決定》提出，逐步推行普通
高校基於統一高考和高中學業水準考
試成績的綜合評價多元錄取機制。探
索全國統考減少科目、不分文理科、
外語等科目社會化考試一年多考。這
在小王的學妹小高看來是一大利好。
小高剛上初三，平時成績較好但不穩
定，她對是次結束一考定終身的決定
非常期待，「一考定終身不僅不科
學，更有失教育公平。如果我考試時
剛好生病、或者發揮失常就會喪失很
多機會。這次機會多了，心理負擔就
小了，希望就更大。」小高希望，在
她考大學時能趕上「多次考試」的快
船。

高校自主招生　讓選擇更多

是次改革明確突出「高校依法自主招
生」，小高說，這就表明，以後高考招
生權將握在學校手裡。學校與學生之間
的「雙向選擇」將真正實現。名額也可
能不再有地域限制，學校可以自由地在
最大範圍內選擇自己需要的學生。這又
多給了學習成績中等水平卻有特長的同
學們一條通往大學的路。
在小高心目中最理想的錄取方式

是，「高考成績+綜合素質成績+大學
根據專業需要制定的測試成績」，「理
想的大學都可以去嘗試報名測試，手
握數張錄取通知書的情況也不再是夢
想」。

不分文理科 有人喜有人憂

對於文理不分科的問題，學生圈裡可
謂「有人歡喜有人憂」。取消文理分科
就意味 高考時，物理、化學、生物、
歷史、地理和政治全都考，小王對自己
能躲過這一新制度而感到慶幸。而不偏
科的小高覺得這是一大利好，她可以不
用為選文科還是理科而發愁，而且成績
平均，對綜合考試總成績排位有利。

高考分數 高考分數＋高中學業水準考試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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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分離 一考定終身
專家促放權高校自主招生 改革方案年底公布

《決定》這樣說：
大力促進教育公平，健全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體系，構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擴大優

質教育資源覆蓋面的有效機制，逐步縮小區域、城鄉、校際差距。

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於統一高考和高中學業水準考試成績的綜合評價多元錄取機制。探

索全國統考減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語等科目社會化考試一年多考。

推進考試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試相對分離、學生考試多次選擇、

學校依法自主招生、專業機構組織實施、政府宏觀管理、社會參與監督的運行

機制，從根本上解決一考定終身的弊端。

關於推進考試招生制度改革

方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隨 最新公佈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

出探索招生和考試相對分離、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多元錄取機制，內地高考「一考定終身」、學校缺乏招生自主權的

弊端有望打破。考生們大多歡迎改革，認為「機會多了，負擔越小，希望越大」。有專家表示，考試和招生分離，

在於推進教育行政部門放權高校自主招生，這將成為未來改革中的攻堅戰。另據透露，「國家高考改革方案（徵

求意見稿）」將於年底前公佈，教育領域的探索和改革即將進入深水區。

話 你 知

考試科目

考試次數

錄取機制

錄取條件

一年一考

高考及招生制度改革內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

道）高考改革一直是中國教育改革領域
最為敏感的地帶。有專家表示，是次
《決定》內容一針見血地扎到了現行考
試體制的弊端，從現行以行政為主導的
計劃招生轉變為自主招生，學校和學生
選擇權都會擴大，但推進尚需努力。如
果只在考試科目、考試形式上做改革調
整，將很難打破當前的應試教育體系，
必須要推進考試招生分離制度，可借鑒
香港高校內地招生模式。
清華大學招辦主任于涵表示，在中國

目前的招考體制下，通過高考內容、形
式的改革對高校人才選撥的影響是非常
有限的，因為「招考不分」，大學招到
的學生只是一個分數代碼。
高考改革更需要的是打破目前大學按

照高考分數統一劃線錄取的「一元選拔
模式」，全面、深化地改革中國的考試
招生制度，形成中國特色的招考「雙選
模式」，考生可根據自身學業狀況和發
展意願有多次、多樣的選擇；大學可根
據人才培養目標和辦學特色實施更科
學、多元的選拔，實現學生「學」有所
選、大學「教」有所選。

改革落地 放權攻堅　

對此，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
丙奇持贊同意見，他表示，推進招生
與考試相對分離，最有效的方法是在
統一高考成績公佈之後，大學可提出
申請的成績要求，達到申請成績要求
的考生可申請若干所高校，大學獨立
進行錄取，每個學生可以獲得多張大
學錄取通知書。
如果操作成熟，就可以進一步在此基

礎上改革考試、實行一年多次考試，最
終形成多次考試、多次選擇、多次錄取
的多元評價體系。這種方式就是香港地
區高校在內地招生的方式，實踐證明並
不存在技術難題。同時，他提出，怎樣
推進教育行政部門放權，將是改革的攻
堅戰，否則，改革就可能一直懸在空中
難以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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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近城鄉教育水平 農娃盼增入學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

鑫嫻北京報道）多省市高考改
革中將調降英文在總成績的比

重，除北京外，江蘇和山東也可能
在改革之列。有專家表示，類似轉變為

英語水平整體較差的農村學生提供更多與
城市學生公平競爭的機會。「希望能站在
同一個平台上與城裡學生競爭。」這是農
村孩子共同的心聲。

高考ABC「失寵」有利農娃

山東臨沂農村的丁同學，一家人的生活
全靠父母在飯店打工維持。他姐姐很小就
輟學，出去打工，供他讀書。「姐姐要我
好好讀書，考上一個好學校，這是她和我
共同的理想。我只有考上大學，才能改變

我和家庭的命運，才對得起我的姐姐」。
丁同學說，他去過臨沂市，看到過城裡

孩子優越的學習條件，相比之下，深感自
己的環境太差。「城裡的孩子又請家教，
又上各種培訓班，農村孩子沒法比」，他
說：「英語高考試卷就是一個例子，詞彙
量特別大，口語和聽力也都是農村學生的
薄弱點，語文我們不會輸給城裡娃。降英
語分數比重，加重語文（中文）成績，能
給我們農村學生更多的上好大學的機會。」
小丁擔心強調素質教育後，農村孩子的

機會會越來越少。要提高農村學生的綜合
素質，與城裡學生達到同一個水平，這並
非一日之功，甚至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任
務。「所以我們希望現在的政策能夠照顧
到數以億計的農村學生。」

”「招考分離」後三種可能
1. 多次考試 取最高分錄取
專家：考生的焦慮和負擔非但沒減少，反可能增加。有人形

象地說，分散高考、集中錄取是由「斬首」變「凌遲」。

2. 一考可換多次錄取
專家：這種招考方式，考試次數沒增加，但學生

的選擇權大大增加，學校對學生的考察，也

擺脫分數這唯一依據。

3. 多次考試多次錄取
專家：這樣的考試、招生方式，

就實現了招考相對分離，既

能落實學校的招生自主

權，又能擴大學生的

選擇權。

江鑫嫻整理

德國提前選拔大學「苗子」

德國各州擁有相當大的教育自主權，高級中學

畢業考試及其他高校入學考試由各州出題。高校

錄取新生，是以完全中學畢業證書或與之有同等

價值的文憑為依據，想拿到這個證書是相當不容

易的，但持證者有自由選擇任何高校、任何專業

的權利，受到法律保障。

美國非常重視綜合測評

美國沒有統一的招生制度，但非常重視綜合測

評，即以測試學生學習能力為主的考試SAT。

SAT每年考7次，考生任選考試時間，不限考試

次數。

高中學業成績是各大學招生中考慮的重點，但

學生的社區服務經歷、領導才能，以及「申請論

文」中表現出的潛力、知識面、學術興趣以及寫

作水平等內容，都是校方錄取時考慮的因素。

澳洲最沒壓力的高考

每年10月，澳洲各州的高考就開始了，持續時

間達一個月之久。中學生有考試時便去考試。在

澳洲有一種類似大學預科的學校，高中畢業生都

可以進入，只要成績合格就能自動進入大學。

英國嚴謹中富有靈活性

英國中學生在初中畢業後就要參加普通中學教

育證書考試，通常要考8-10門課程，由英國教育

部門統一命題，在規定的時間全國統考。只有在

這一考試中取得優異成績的，才能被一流大學錄

取，進行深造。 ■江鑫嫻整理

各國招生體系

考生盼脫苦海　　
網 友 有 話 說

李妮lesley_DC339：早該這樣了，就怕雷聲大，雨點小。

小橋從此戒了不能：弱化統一高考，鼓勵南科大（南方

科技大學）這樣的大學自主招生的形式。增加更多的大學

入學考試與教育部高考並行。

豫東少年：還要探討一下教育資源分配不公的問題。

dreamerfy：不分文理科，壯舉。同學們脫離苦海有盼頭

了。

胡小妞123：最後一條高校之間互相承認學分，能夠轉

校，這點若真做到了，

真的很好啊。國外其實

很早就這樣了，這樣真

的避免了什麼高考狀元

還要去復讀，重新選擇

學校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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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會提出探索招生和

考試相對分離，一考定終身

有望打破。圖為高中生奮戰

書海。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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