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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江苏省高考改革总目标实现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江苏省作为全国教育改革的先锋省份，其高考改革

始终致力于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维护教育公正，

促进人才选拔的公平与科学，并关注学生全面发展。然

而，在实际推进过程中，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教

育资源分配不均、教育体制机制待完善等因素，高考改

革总目标的实现仍面临诸多挑战。接下来将从教育分配

公正、教育安排公正、教育运行公正和教育矫正公正四

个维度，深入分析江苏省高考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

其原因。

（一）教育分配公正：资源不均的现状与挑战

在江苏省内，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已成为制约高考

改革深入推进的一大瓶颈。苏南地区凭借其得天独厚的

经济优势，不仅在教育硬件设施上投入巨大，如建设了

现代化的图书馆、实验室、信息中心等，还积极引进国

内外优质教育资源，开展国际合作办学，为学生提供了

丰富的学习平台和机会。相比之下，苏北地区及农村地

区的教育资源则显得捉襟见肘，教学设施老旧，信息化

程度低，图书资料匮乏，难以满足学生多元化、高质量

的学习需求。

这 种 资 源 分 配 的 不 均 衡 ， 不 仅 体 现 在 硬 件 设 施 的

差距上，更深刻地影响着学生的教育质量和综合素质发

展。苏南地区的学生由于能够接触到更广泛的知识和信

息，其知识面往往更为宽广，视野更加开阔，思维更加

活跃。而苏北地区及农村的学生，则可能因资源限制而

错失许多成长和发展的机会，导致他们在知识储备、能

力培养、创新能力等方面相对滞后。

（二）教育安排公正：师资流动与待遇不均

城乡教师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其背后隐藏着复杂的

社会经济原因。首先，经济因素是吸引和留住优秀教师

的关键因素。城市地区以其较高的薪资水平、完善的社

会保障体系、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等条件，对优秀教师

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而农村地区由于经济条件有限，

难以提供与之相匹配的待遇，导致优秀教师流失严重。

这种“人往高处走”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城乡

教师资源的差距。

其次，职业发展机会的不平等也是影响教师流动的

重要因素。城市地区的学校往往拥有更多的教育资源和

项目，为教师提供了更多的专业发展机会和晋升空间。

而农村地区的学校由于资源有限，教师的职业发展往往

受到限制，难以满足他们追求个人成长和事业发展的需

求。这种职业发展机会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了城乡教

师资源的配置失衡。

此 外 ， 社 会 认 同 感 和 归 属 感 的 差 异 也 是 影 响 教 师

流动不可忽视的因素。城市地区的学校往往拥有更高的

社会声誉和地位，教师在其中工作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

认同和尊重。而农村地区的学校由于条件艰苦、待遇较

低，往往难以吸引和留住优秀教师。这种社会认同感和

归属感的差异，使得教师在选择工作地点时更倾向于城

市地区。

（三）教育运行公正：自主招生与监管难题

江苏省高考自主招生制度在增加选拔人才灵活性和

多样性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监管难题。首先，

自主招生的权力过于集中，容易导致权力寻租和利益输

送等问题的发生。部分学校或招生人员可能利用手中的

权 力 进 行 不 正 当 操 作 ， 以 权 谋 私 ， 损 害 公 平 竞 争 的 原

则。这种权力滥用现象不仅破坏了自主招生的公正性，

也损害了教育的公信力。

其次，自主招生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也是导致监管

难题的重要原因。由于自主招生涉及到多个环节和多个

利益主体，信息的传递和共享往往不够充分和及时。这

使得监管部门难以全面掌握自主招生的情况和问题，难

以及时发现和纠正违规行为。同时，部分学校或招生人

员也可能故意隐瞒或歪曲信息以逃避监管和追责。

再者，监管机制的不完善也是导致自主招生监管难

题的重要原因。目前江苏省对于自主招生的监管主要依

赖于行政手段和内部监督机制，而缺乏独立、专业的第

三方监督机构和社会监督机制。这种监管模式的局限性

在于难以保证监管的公正性和有效性，也难以形成对违

规行为的有效震慑和遏制。

（四）教育矫正公正：贫困生资助体系待完善

江苏省贫困生资助体系虽然已初具规模并取得了一

定成效，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首先，资助标准和

覆盖面的设定不够科学和合理。目前江苏省的贫困生资

助标准主要基于家庭经济状况和学生成绩等因素进行确

定，但这种确定方式往往难以全面反映学生的实际困难

和需求。同时，资助覆盖面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难以

覆盖所有需要资助的贫困学生。

其次，资助方式和手段的创新和优化不足。目前江

苏省的贫困生资助方式主要包括奖学金、助学金、勤工

俭学等形式，但这些形式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存在一些问

题。例如奖学金和助学金的发放往往侧重于物质层面的

支持而忽视了对学生精神层面的关怀和激励；勤工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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