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不能不回望高考。
高考制度的恢复，让“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曙光普照中国大地；
高考人才选拔机制，为改革开放注入生机勃勃的人才资源，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巨变的关键动力之一；
新一轮高考综合改革逐步推开，牵引教育综合改革“发动机”持续运转，写就一份份浸润着改革精神的时代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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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识 改 变 命 运

重启高考大门 拉开改革序幕
1977 年 8 月初，还在安徽基层蹲点的程秉谦，

忽然接到通知，要立即赶赴北京参加会议，“衣服都
没来得及换就匆匆出发了”。

如今已 87 岁的程秉谦说，当时的他没有想到，
正是这个会议，开启了一个姹紫嫣红的春天。

在这场由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

座谈会上，与会者纷纷主张立即恢复高考，得到邓
小平明确支持。 随后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最
终确定恢复高考。

关闭十余年之久的高考大门重新打开，“知识
改变命运”的号角，从此响彻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与
改革的时代潮流交相呼应。

作为安徽省最早的高校招生负责人，接下来的
很长一段时间，程秉谦每天都忙于接听咨询电话。
在他看来，这些频繁的电话背后，是人们对未来的
希望，是基层为社会输送知识人才的渴望。

恢复高考，不仅恢复了知识的尊严，重新肯定
知识的价值，也是撬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实
践杠杆”。

持续 40 多天的招生工作会议，第一次破例在
冬天高考，第一次破例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
卷的纸张解决 77 级的考卷用纸……从主张恢复到
正式考试，不断破例彰显着恢复高考、改革人才选
拔制度的决心，也是思想不断解放的最好例证。

“高考确确实实撬动了整个社会的变革，这种
变革影响极为深远，不仅仅是对考试制度的恢复，
更重要的是抓住了一个重要的把手，用一个杠杆撬
动整个社会变局。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戴家
干说。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个人和国家的命运，由
此改变。

“我们的前途就这样与时代紧密联系在一
起。 ”1977 年，21 岁的赵政国还是湘西山沟里的一
名车工，如今，他已成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
院士。

转折就发生在高考。 1978 年，赵政国走入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成为近代物理系 77 级学生。 多年
过去，他不仅自身为国家科技事业发展作出积极贡
献，还培养了多位高能物理领域的优秀年轻人才。

“1977 年我国恢复高考具有划时代的标志性
意义，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从此恢复正常，从封闭
走向开放。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认
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 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奏响了改革开放的序曲。 ”

�与 改 革 同 行

向着更公平、更有效率的方向不断推进

2018 年 6 月 5 日，17 岁的上海考生顾昕伟和
同学们一起来到校门前合影， 定格他们的青春记
忆。 再过两天，他们就要迈入高考考场。

“和爸爸妈妈、师兄师姐一样，高考将成为我们
难以磨灭的记忆；但和他们不一样的是，我们的高考
其实早已开始，而不仅仅是这两三天。 ”顾昕伟说。

为新一轮高考改革的首批试点省份之一，上海
的学生除了参加语文、数学、外语 3 门传统高考科
目外，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选择不同的科
目组合，进行“选课走班”；外语考试一年两考，择高
分计入成绩；贯穿高中学习生涯的“综合素质评价”
也在高校招生中参考使用。

事实上，作为我国的核心教育制度之一，高考
制度不仅为改革开放选拔出优秀人才，其本身也在
国家发展中不断进步，在人民期待中不断前行，在
40 多年的不断探索中实践着改革精神。

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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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改变成绩是评价学生的
唯一标准，再到为残疾人参加高考提供必要支持条
件和合理便利……高考制度在恢复之后一直处于
变革与调整过程中，始终针对不同时期的不同问题
作出完善。

目前，以上海、浙江为代表的改革试点正在完
善“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招考方式，健
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为
“不拘一格选人才”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为全方位考查考生的特长和潜质，一些高校在
自主招生中力求为考生提供“一个舞台”，而非“一
张考卷”。

在北大、清华等高校的自主招生考场，“漫画图
解对想象力是促进还是抑制”“谈古诗词中的物理
现象”“产生酸雨的原因及危害”“食品中的增塑剂
与人体健康”等富有思辨、贴近生活的灵活考题，让
那些善于思考、注重知识积累的考生感到“过瘾”，
成为展现他们综合素养的平台。

“改革高考制度，也倒逼了基础教育与高等教
育的改革，让教育系统培养的人才更加适应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新需要。 ”在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
院客座研究员夏学民看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已经
从过去的资源驱动、劳动力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模
式，需要选拔培养侧重基础研究和强化高技能的两
种人才。

“与改革同向同行，高考才能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
有力的人才红利。 ”夏学民说。

（据新华网）

�人 人 皆 可 成 才

为改革开放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不论家境不论出身，人人皆可成才，正是高考的公平

所在。改革开放 40年，通过高考这扇大门，亿万莘莘学子
迈入高等教育殿堂，毕业后为国家奉献智慧和力量。

在北京大学东门附近的理科楼里，中科院院士、北大
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张平文仍清晰记得， 年少的他为减轻
家中负担，走街串户卖冰棍的情景。 因为家境贫困，一家
人全靠父亲种田糊口，张平文几乎不敢憧憬自己的未来。

1984 年，高考成绩全省前十的张平文被北大数学
系录取，从此开始探索数学的奥秘。

“在那个年代，如果没有高考，很多像我这样农村
地区的孩子可能走不出来，更不可能做学问。 ”他笑着
说，那一年数学最难，他“占了便宜”，全省平均分仅 40
多分，他考了 108 分。

多年后，作为数学科学学院学术带头人，张平文
在复杂流体、移动网格方法及应用、多尺度算法与分
析等多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他所带领的科学与工
程计算系经过近 20 年发展也已枝繁叶茂、人才济济。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曾在 1978年至
1980年 3次参加高考，最终考入北大。“如果没有恢复高考，
我将不会有机会走进北大，在知识的世界遨游。 ”他说。

“高考是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经历。 ”2009 年，上
海考生邵子剑参加高考，那一年正值梅雨季节，“天气
又闷又热”。 进入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后，邵子剑和同学
发起“言传远疆”在线教育项目，为南疆数所合作小学
的数百名小学生提供远程汉语教学。

“从目前来看，我觉得高考还是比较公平的一场
考试，因为在考场上，每个人都能为自己的命运而奋
斗。 ”他说，“如果没有高考，我或许不能感受这样宽阔
的平台和多彩的生活，追求自己的梦想。 ”

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认为， 高考虽
然从表面上看仅仅是一项教育考试， 但能否选拔出合
适的人才进入大学深造， 却会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深
刻影响。

刘海峰介绍， 恢复高考后 3 年入学的 90 多万学
子毕业后成长为各行各业的骨干，这批人成为改革开
放的重要推动力和社会发展的支柱力量，“中国的经
济起飞和高考制度有着重要的关系”。

教育部统计数字显示，2016 年中国高等教育在学
总规模达到 3699 万人，占世界高等教育总规模的 1/5，
规模位居世界第一；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 30%增长到
42.7%，中国正在快速迈向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考运与国运相连，高考制度与社会进步紧密相连。
“高考制度对中国的经济、文化、科学、思想、法律

等各领域的改革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程方平说，
面对新时代新要求， 我国仍需冷静总结历史经验，针
对问题继续探索制定更为科学的高考制度，“这是一
项关乎民族未来发展及国家竞争力的严肃课题”。

开
启
人
才
成
长
之
门

—
——
与
时
代
同
行
的
高
考
改
革

3
2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