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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考的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的关联
高考是高等院校招生的一种教育活动，每次高考的开启都要

牵动着整个城市一起戒严，为高考保驾护航。高考是人们所期
望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责任于一身的教育活动。从社会的发展与稳
定的角度来分析，不难得出是社会公平系统不够完善而造成高考
变的越发的功利。当前社会求职过程中，主要的判断求职者是
否能够胜任这份工作不是参考求职者的工作能力和个人素养，而
是优先比较品牌大学的学历，看重求职者的出身和文凭。为了
解决在实际生活中筛选求职者的这一目的，高考就必须放弃根据
学生自身情况来判定的方法，只能以一张试卷的分数来评判和决
定学生以后的去向和地位。有了一种对学生的标准，才能在筛
选时有一个判断的依据。从而使得高考变得更加僵硬化，让学
生没有选择的可能性，抑制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动手能力，变
成了群众口中的应试教育。

高考制度受到各种抨击是有原因的，究其根本是高考包揽了
它本不该承担的社会公平责任。高考从出发点考虑，应当只对
教育公平负责而不应当为社会公平负责。高考的理想状态该是学
生与大学之间的双向选择的教育活动，而不是教育管理部门给大
学分派指标的教育活动。只有让学生与大学间自由地相互选择，
才能促进创新型人才和强动手能力的学生的产生。

2  高等院校对于不同省份有招生指标不同
我们国家的高考不公平主要体现在高等院校对于不同省份的

招收学生数量的不同和不同地区的录取比率有较大悬殊两个方
面。高等院校的大多数份额给了院校所在地区，外地的学生与
本地的学生同样的分数是不能够被录取的，其中存在着对本地学
生的偏袒。在招生名额上的不公平对待，就导致了不同地区的学
生享受的教育资源的机会的不公平。当前我国高考采用的是保持
每个省份地区的高等院校学生录取率相对一致，这是从学生比例
进行划分的。现阶段很难说每位学生接受的教育都是公平的，因
为学生面对的教育不公平问题不仅仅体现在高等教育方面，在中
小学教育方面也存在着教育不公平的现象。家境富裕的学生想要
去某实验学校接受教育的话，只需家里出资购置一套学区房就能
享受相对优质的教育资源，而家道消乏的学生却只能被迫地接受
不均等的教育资源。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我国不得不实行这种各个省份设置招生
指标的制度。从地方高等院校的角度来看，该校所需要的科研基
金、办学经费一方面来自于中央教育部，一方面来自于本地的政
府机关。这样的背景就要求高等院校不得不向本省份地区招生份
额的倾斜，所以对全国学生都采取完全平等的录取政策是不现实
的。对于偏远地区的学生来说，想要享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取决
于高等院校分配给该地区的招生指标。为了保证偏远地区的学生
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就要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全国每个省份
地区的学生录取率大致趋于相等。在西部偏远地区高校数量少的
现状就决定了西部地区在对全国范围的学生录取比例低的问题，
这就要求教育部在统筹规划时，要对录取比例较低的地区特别的
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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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考改革目前主要还是围绕着考试环节，并没有深入到招生环节的改革，招生过程中依旧是唯分数论，高分者优先。
但是其中还要考虑好考生所在地区地域的不同、部分考生高考加分存在舞弊行为。每个人心中或多或者都对高考改革有一个期望，众
口难调，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期望，就是希望高考以及后续的招生能够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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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考应当时改革而不是废除
高考是否需要推翻变革，这是从1977 年恢复高考以后一直

被人们所讨论的问题，但是更多的人关注的并不是是否废除高考
而是高考如何改革的问题。以往的学生想要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
是不可能每位学生都有机会，是按照推荐上大学的流程，推荐
的学生中官员干部的子女占大多数。恢复高考之后，国家在尝
试将高考与保送相结合的时期，保送舞弊的行为层出不穷，保
送生源质量不堪入目，权势们为了保送名额争得头破血流。所
以高考制度是不能够废除的，任何想要废除高考制度的行动都会
导致整个中国产生不可计量的严重后果。只有在坚持高考公平公
正的原则下，以选拔中国人才为首要目标的不断进行形式的探
索，进行选拔制度的改善改革。高考由于是社会公平与教育公
平的糅合体，应当在保证教育公平的大前提下，继而发展保证
社会公平，这样的形式才是高考改革的理想状态。

3.1变更高考的内容
从原本的文理分科到现今实行的3+X，这样的改革应该建立

在考试科目稳定的基础上，这样的考试形式就要求学生的怀疑精
神和批判精神要在学习过程中慢慢的建立一个体系。对于高考内
容的科目和一些书本知识的运用能够举一反三，充分发挥自身的
能力，而这种体系的形成需要将学习的内容进行革新，减少固
定知识内容的学习，增强思维的训练与分析推理能力的养成。

3.2实行考生学习地的高考
我国的高考所在地是取决于考生户籍所在地，高考移民的现

象一直存在，究其根本是学生享受更优质的教育再回到相对偏远
落后的地区参加高考，这样对于本地区的学生来说是一种不公
平，占据了高等院校分配给本地区的招生指标。应该将考生的考
试地与上学三年而取得高考资格所在地相联系，不允许返回原户
籍所在地进行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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