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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40年之“最”

最难考的一年——1977年
1977年有570万人参加高考，实际录

取的只有27万人，录取率不到5%，成为

40年来录取率最低的一年。

考生最多的一年——2008 年
2008年，高考全国报名人数

达到1050万人，成为历年之最。

女性录取比例最高的一年——2013 年
进入21世纪，我国女生通过高考成为普通高校学生的比例持续攀升。

女生占全部录取学生的比例，1999年为40%，2007年达到53%，2013年则达

到55%。

年龄最大的考生——86 岁
2001年5月，教育部取消了高考考生年龄和婚姻限制，1929年出生、

退休前已经从事了36年医疗工作的南京老人汪侠便开始了自己的高考之路。

到2015年，他已经参加了15次高考。

在社会学家、中南大学公共

管理学院副院长李斌的学术视野

中，高考作为我国规模最大、影

响最广的国家教育考试，具有明

显的社会分层功能，“对个人而言，

高考是改变命运、提高社会地位

的有效途径；对社会来说，高考

是国家选拔人才的最为公平公正

的手段”。

李斌表示，在 1977 年恢复高

         扫一扫
看专家谈高考 40 年

社会学家方向新：  恢复高考对女性意义重大

1977 年，21 岁的 方向新 考

上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进

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从事科研

工作至今。谈及 40 年前改变命

运的那次高考，已是湖南省社

会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的他感

触颇深。

“恢复高考之前，人才的选

拔标准很乱。‘白卷英雄’

张铁生当年就是凭借‘一

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和手

上的老茧上了大学。”方

向新至今仍对这种并不

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耿

耿于怀，“1977 年恢复高

考之前，整个国家的教育

体系都不正常”。

恢复高考的第一年，

包括方向新在内的 27 万

多名考生考上大学。方向

新说，这是“知识改变命

运的切身体 验”，“这些

通过公平竞争的方式考

出来的大学生 形成了榜

样效应，构建了整个社会

良好的风气，极大 地激

发了年青一代的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

当 时 学 生 们 的 课 开

得很多，各种各样的书

也看得很多。在方向新

看来，经历过文化教育

的断层后，他们这批来

自于农场、工厂等最底

层社会单元的大学生们

求知欲望非常强烈，“在

国家和时代的转折点面

前，我们真真切切觉得

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

族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大家都有很强的社会责

任感”。

“恢复高考，对于女性来说意义更为重大。”方向新认为，公平竞争的高考，让女性

有了更多的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对于女性阶层上升意义重大，也极大促进了中国社会的

男女平等。而且，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母亲，对于家庭和下一代会有积极影响，“更有利

于整个民族和国家的素质提升”。

教育学家刘海峰：高考的“变与不变”

 作为研究高考和中国人才

选拔机制的著名学者，厦门大

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也是

1977 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

学生——学界和媒体称他为“高

考制度旗帜鲜明的捍卫者”。

如今，社会上出现了不少认

为高考“助长应试教育风气”、“造

成区域不公”等的批评之声。但

刘海峰觉得，古往今来的实践

一再证明，实行考试制度有其

弊病，但废止考试制度必将造

成更大的祸害，“1966 年高考被

废除，大家痛定思痛后才发现，

其实中国社会还是离不开高考”。

最让刘海峰害怕的是高考被

颠覆后，诚信体系没有建立的中

社会学家李斌：高考让女性“向上”的机会增多
国又缺失了刚性的机制

把关，加之自古以来就

是人情社会的因素，导致

人才选拔变得混乱无序，

社会竞争从才学、知识

的竞争演变成为家长的

金钱关系、活动能量的

恶性竞争，“这对国家和

民族将是灾难性的”。

这 种 担心 并非 没有

因由。“文革”中的推荐

为“走后门”大开方便之

门，即便是现在高校招生

的推荐保送生，在某些

地区也变味为“送官不送

民”，以致后来规定保送

生必须参加教育部考试

中心统一命题的综合考

试，以甄别保送生的优劣。

当 然，40 年 过 去，

围绕高考的各方面都发

生了很大变化。刘海峰

认 为， 高 考 也 要 变 革，

也 要 与 时俱 进，但他 始

终坚持高考必须要以刚

性的机制和指标为主导，

辅之以多元的考核。

“ 每 当 我 看 到 一 些

中学生被应试课业压得

没有欢乐，就觉得高考

制度非改革 不可；但每

当我看到一些人为了子

女加分而弄虚作假，就

觉得高考制度非坚持不

可。”在刘海峰看来，高

考的核心就是公平竞争、

择优录取的机制，“这个

是不能变的”。

在 刘 海 峰 看 来， 高

考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

人 才选拔制度，它的利

远 大 于 弊。 对 待 高 考，

既要考虑科学性，还要

考虑可行性，“现实生活

中很难有最完美的制度，

只有最合 适的。理论正

确的不一定可行，只有实

际可行的才是有效的。”

母亲所受的教育会影响整个家庭

在刘海峰的设想中，当中国经济发展到“城乡差距很小的时候”，

可以有两次高考，“一次就是像现在的统一高考选拔，一次是高校单

独的考试。以统一考试成绩作为基本切线，对新生的文化素质有个

基本掌握。之后，大学通过单独命题或面试的方式，来考察学生的

特色和能力。统一考试和各校单考成绩的复合式两次考试录取模式，

比较适合。”但他也坦言，实行此制度需要有一定的条件，“首先经

济成本会很高，你让湖南农村的学生去北京参加一个甚至几个高校

的自主考试，应考的费用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两次高考”的设想

考之前，人们往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非常少。

对于女性来说，这种机会更是微乎其微。而

高考，给了女性一个公平上升发展的机会。

《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的资料显示，

从 1978 年第一批通过公平竞争的大学生入

学开始，几十年来，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

数有了长足的增长。据统计，女生在全部录

取学生中的比例，在 1999 年为 40%，2007

年达到 53%，2013 年则达到 55%。

这个数据让 1979 年参加高考的李斌感

到很欣慰。当年考上武冈师范的李斌记得，

他所在的 79 级有 10 个班，“只有 10 个女孩子，

分布在两个班，而 78 级一个女孩子都没有，

这说明当时女性教育是不被重视的。”

李斌认为，目前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女

性比例稳步增加，是因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也得益于实行统一高考择优录取的制度。

李斌表示，有研究表明，在国家重点高校，具有较强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

和社会资本的强势社会阶层的子女占有较大份额，而农村学生和弱势阶层的子女

所占份额逐渐减少。在李斌看来，如今已经出现的“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

找的工作越差”的现象一旦成为常态，就会进一步加剧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鸿沟。

如果不能未雨绸缪地进行改革创新，教育以及高考促进纵向社会流动的功能就会

大打折扣，并且会损伤一个社会的生机与活力。“要围绕如何促进教育公平，如何

发现人才、重用人才来展开高考改革。”李斌说。

考试次数最多的考生——21次
四川省成都市的五旬考生梁实，

因前后参加了21次高考，被网友冠以

“高考最牛钉子户”的称号。

最有名的高考作文——赤兔之死
2001年，江苏考生蒋昕捷的通篇古白话

文《赤兔之死》拿到了满分，一度被称为“史

上最牛作文”。

不知不觉中，高考已走过整整40年。40年来，高考能够成为整个国家一年一度的盛大社

会活动，高考改革能够成为举国上下人人关注的政治，都是因为中国高考所承载的打通阶层壁

垒、推动国家转型、刷新教育理念等重担至今仍然在肩。

40年时光飞逝，看着今天全国为高考谋划、全城为考点避让、全家为考生服务，再想

起父辈当年在寒风中瑟缩着填下答案的场景，总能真切感受到时代的进步——从标准化到日

益重视个性化，从等待定向分配到鼓励自主创业，从知识立意到能力立意再到综合素养立意，

高考改革一直在试图与国家需要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同频呼吸。

时代向前，人心亦向前。关注高考的目光依然热烈，但年轻一代的内心也已更加宽广坚强：

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也是一个包容的时代，他们享受拼搏的过程，相信大学生活会是无法

替代的体验；但人生如同一座大厦，能达到顶端的道路有很多条——但求以努力致意无悔

青春，但求以坚持铺就多彩未来。

■编后

别让“寒门难出贵子”

高考40年：公平与改变

高考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