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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 年 大 计 ， 教 育 为 本 。 ” 每 一 项 教 育 方 针 的 出

台、每一条教育改革的举措都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与

讨论。2019年江苏省政府正式宣布实施江苏2021年高考

改革政策。江苏在招生名额、考试内容、考试形式、评价

体系等方面做了较大调整，意在为广大考生创造更加合理

公正的教育机制。文章拟从伦理公正视角解读高考政策改

革，旨在为高考招生改革的公平提出些许建议措施。

江苏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概况

2019年4月，江苏省教育厅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了

新的高考招生制度，将于2021年正式实施。高考新政策

主要在考试科目设置、考试录取机制等方面做了较大改

动，尤其是给予考生较大的自主选择，分散了学生的考

试压力。这种考试主客体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表明高

考改革不再是一种单向的自上而下式，而是更倾向于以

学生为主体的制度改革。

1、招生计划分配更合理

我 国 自 上 世 纪 5 0 年 代 实 行 分 省 定 额 制 ， 各 高 校 根

据各省教育发展水平制定招生比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各地对教育的重视度以及教育资源的投入度发生了

极大的改变，原有的分配制度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

江苏省在汇集多方专家学者研讨与民意调查中，既考虑

到国家发展对理工科人才的迫切需求，又从农村学生教

育实际出发，各高校在招生计划中侧重于物理类考生录

取比例，同时实施农村学生的高校专项计划和地方专项

计划。从社会发展和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出发，在合理

控制招生名额基础上向部分农村学子倾斜，使得招生计

划更有温度。

2、考试形式和内容更灵活

高考作为一种人才选拔制度，必然存在考生间的激

烈竞争，唯分数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高考形式单一、

考试内容僵化的弊端。当高考变成学生进入高层次院校

学习的唯一渠道，当高考变成可机械性学习、刷题获得

高分时，学习的乐趣以及创造性便不复存在。江苏省在

最新出台的改革政策中提及建立普通本科和高等职业教

育入学考试分开的人才选拔方式。考试形式更加灵活，

建立多渠道升学和学习立交桥，为学生成长成才提供多

次选拔机会。考试内容改变考察3门课程计入总分的模

式，而是采取“3+1+2”模式，总分值设置为750分，其

余科目则以合格形式考察。这种考试内容的制定以学生

的个人兴趣、志向、自身优势为出发点，提供多种组合

的方式，分散了学生考试分数风险，真正做到教育制度

的制定既符合教育教学发展的规律，又符合学生身心发

展的规律。

3、评价体系更多元化

西方有句谚语：“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翻译成中文的意思是：“只用功不玩耍，

聪明的孩子也变傻”。读书不是评价个体优秀的唯一标

准，很多人死读书、读死书，最后只能沦落为考试的奴

隶。江苏高考新政策中提出评价体系多元化，主要是从

德智体美劳多方位评价学生。传达出人才培养不能仅靠

智力决定，更需要加强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建立全省

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电子化管理平台，作为学生毕业和

升学的重要参考。有些学生在考试或某些科目的学习上

成绩不够理想，但他们却在其他方面有着过人之处。在

高招改革前，这种学生是无法进入高等学府的。考试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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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政策关乎广大考生的前途命运，是我国教育伦理公正性的重要衡量标准。江苏

在招生名额、考试内容、考试形式、评价体系等方面做了较大调整，在教育机会中加入

补偿原则、在教育过程中加入法律约束、在教育结果中加入商谈伦理，努力构建高考制

度的伦理公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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