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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高考合情合理 

汪述成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海南海口  571126 

摘要：本文首先说明旧式“3+”高考方案对中国的教育和人才培养起到了重要的筛分作用，然后指出旧式“3+” 高考方案的弊端，明确说

明旧式“3+”高考方案强调各方面最优不科学、不温馨，也不经济。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经优化后的“1+1”高考方案，并论证了其科学性

和经济性，中考“1+1”方案可以参照高考“1+1”方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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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绪论 

中国 2023 年全国大学招生报名约 1100 万人，本科招生 430 万

人，专科招生 483 万人，通过“高考”[1]这个筛分器将 1100 万高中

毕业生分流到各个大学的各个专业和各个班级，可见，高考的功效

不可谓不大，对中国的教育和人才培养起到了重要的筛分作用。 

高考一共有 6 门科目要考，高考的所有科目包含语文、数学、

英语、物理、生物、化学、政治、历史、地理等，国内的高考模式

分为三大类：“3+X”、“3+3 模式”、“3+1+2 模式”，三种高考模式

合为“3+”高考模式。 

从“3+”的这三种旧式高考方案的设计与组织方案来看，都在

力图将所有学生在各个方面从下往上培养得“最优”，这是不科学

的，也是不经济的。 

2.高考旧式方案的弊端 

2.1 人才培养各方面都最优不科学也不合情 

我们每个人，包括每个高中生的大脑和身体都是由“C、H、O、

N、S、P”等化学元素及各种微量元素组合构成的[2]，但是，这些化

学元素形成每个人体的集结的数量和规模是不一样，且我们每个人

从母体落地后，经历的营养、环境也是不一样的，这就必然使得我

们每个学生的先天的、后天的特质不一样，接受同样的教育，效果

也必然不一样，有的同学会学得快些学得好一些，有些同学就会学

得慢些、差一些。 

人类社会从古到今也是变化的，人们的生产方式、组织方式随

着生产力的进步是变化的[3]，这必然导致人们的眼界和需求产生变

化。 

人们变化着的多样化需求必然要求多样化的知识和技能来提

供多样化的产品或服务去满足。 

因此，为抓住和满足人们的需求，就要求我们的“手指”不能

一样长，否则，就会白费力气。 

各方面都最优的国家级要求给所有学生空前施压，否则，就没

有好学校、好专业、好岗位、好生活，这是不温馨的，甚至说，是

残酷的。 

2.2 人才培养各方面都最优不经济 

学生学习知识、练习技能、养成习惯、形成思想、淬炼精神是

在大脑总控下，各身体器官参与与协调下下经过多年努力造就的。

[4] 

这个过程，不是全部学科都齐头并进的，三天不练手生，三天

不说口生，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和器官有“归零”机制，不再学习

的知识和不再练习的技能会在大脑总控下逐步模糊，甚至被清洗；

而对于那些勤加学习、练习的知识和技能，则由于大脑的“惯性”

机制，会越来越丰富和深厚。 

中国已经是基建强国，稍有基建知识的人就都知道房屋或桥梁

建设从上到下若全是 C50 高标号砼，其建设成本会高出很多，在“技

术可行、经济合理”的总原则下，通常桥面 C50、下部 C40、基础

C25-C30 即可。 

也就是说，同学们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应投入在自己“感兴趣、

有潜力、有未来”的知识和技能上，使知识和技能的供给能对接社

会对知识与供给的需求，否则，大学毕业生就就业不了，找不到工

作岗位，别说施展才华了，就连吃饭就会成为问题，成为国家的负

担、社会的包袱、家庭的累赘，这是我们都不想看到的教育结果。 

多学科齐头并进的高考方式进行多年，每年各地都出产了很多

“状元”，而这些状元们大学毕业后进入社会，进到工作岗位的表

现很多不如人意，如此地过早摘桃导致后劲、冲劲不足所致。 

状元文化没有产生出状元经济、状元科技、状元艺术，是半拉

子工程，应该被修正。各类非表演、非竞技专业的竞赛也是如此，

应被取消或被修正。 

3.高中生素质合格专业突出是科学经济的 

3.1 高中生素质合格是科学经济的 

高中生素质是高中生面对问题的态度和反应，表现为情绪，支

撑于经“德智体美劳”综合教育教学后形成的效果。 

高中生德智体美劳的量和比例形成高中生的素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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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素质=Σ（k i1Di1+k i2Zi2+k i3Ti3+k i4Mi4+k i5Li5） 

这里的 D、Z、T、M、L 是德、智、体、美、劳五个汉语拼音

的首字母。 

这里的 k i1-5 是德、智、体、美、劳各项在综合素质中的权重。 

高中生思想道德方面在在学期间没有负面评价即可判定为“合

格”，即 60 分，表现突出的可以根据各事件的性质和状态按 1-10

分加分或减分，毕业评价思想道德累计不应超过 100 分，最低不应

低于 0 分，且事情严重的思想品德事件可以一票否决高中生的毕业

资格和升学资格，这应当由省级教育主管部门最后裁决。 

我们如果要把我们的高中生个个的德智体美劳都培育得最优，

都希望培养成圣贤、大师、奥运冠军和劳动模范，这是不科学，也

是不经济的，要么圣贤、要么大师、要么奥运冠军、要么劳动模范

的之一、之二或之三，而不是全部，合格即可，即我们的高中生在

素质层面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合格，综合起来也合格就可以了，就

可以认定为合格的高中生，在中学期间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就能

从容应对，也为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打下了必要的基础，而德

智体美劳各方面若单一不合格或综合不合格，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

高中生，那就有必要重修或进入特种学校接受特种学习和训练了。 

3.2 高中生主业学科突出是科学经济的 

高中生在自己有潜力的方面培养兴趣，选择自己有兴趣的学科

作为主学科，且主学科匹配国家或地方的产业规划、未来学校的专

业规划，让自己的主学科、兴趣、潜力与大学专业、社会产业匹配

实现叠合，这是科学经济的，这样，学生在学或毕业以后就乐意将

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自己的岗位和专业上，有趣且有劲，

并实现学习、工作、生活的融合；否则，如果这四者不叠合，将出

现学得没趣、没劲，或者，即使勉强学好了，以优等生毕业，在将

来毕业时却没有适合的工作岗位，十几年的求学努力就会化为泡

影；或者，即使找到了工作岗位，却不是自己喜欢的专业、岗位，

那么，工作就会无趣，也必然没劲，也必然没有好的发展前途，也

必然最终判定过去的教育教学是失败的。 

4.“1+1”高考合情合理 

4.1“1+1”高考的前提 

“1+1”高考的前提是综合素质合格，德智体美劳中各必修项

或选修各专项均应达到“合格”标准，一次不合格，可以允许补考，

直到高考报名截止时间为止时，若素质各专项仍不合格，就必须重

修或转到特种学校接受特种教育，合格就是满分 100 分情况下能获

得至少 60 分。 

“1+1”高考各素质专项的合格评价，可在结课时全市统一组

织任课老师校际交叉以“小题库”方式进行，小题库考试无法进行

的个别科目，可以过程记录和评价的方式，如对学生“思想道德”

水平的评价就有赖于学生在学校期间的全过程思想与道德的表现

与记录。 

4.2“1+1”高考内涵 

在“1+1”高考方案中，前一个“1”指的是“语文”，后一个

“1”指的是某个学科，如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政治、

历史、生物、音乐、体育。 

语文是一个高中生当前及未来思维、交流的工具，是当前及未

来学习、工作、生活的基础，因此，在高考中应被赋以“基础中心”

的地位；在“1+1”高考方案中后面一个“1”是各位考生结合未来

的行业与专业需求、自己的潜力和兴趣选择的专业基础学科，如选

择“数学”，就表明该位学生对数学有兴趣、有潜力，且希望大学

毕业后从事与数学相关的工作，如数学家、程序员、会计、造价师

[5]、数学老师；如果再次选择“语文”，就表明该位考生对语文相关

的专业有潜力、有兴趣，希望大学毕业后从事语文相关的工作，如

文秘、记者、主持人、作家、语文老师，在“1+1”高考方案中后

一个语文“1”可以考试写作等语文专项。 

“1+1”高考各科可以按照“小题库”方式进行组织，高考各

科题库基于考试题量 15-20 倍题量，均在考前权威公布，让每个考

生充分、准确知道，且有足够的备考时间，从题库抽取题目后可以

适当修改题中参数和答案分布，以防止考生机械背诵题目与答案，

为增加高考的区分度，理论课考试后，招生学校可以适当加试专业

学科中的实践、实验内容，以选出更具潜力、更具活力的学生。 

4.3“1+1”高考利弊 

“1+1”高考方案是在旧式“3+”高考方案的基础上经趋利避

害优化后的结果，其显著优点是素质合格的基础上主业突出，是一

种有基础，有兴趣、有潜力、有未来、持续合格的一种高考方案，

既保证了未来的发展所需的必要准备，又结合了考生自己的喜好和

潜力，指向了自己光明的未来，还为未来的方向调整打好了必要的

基础，强调“合格”、淡化“状元”，直到持续作出社会业绩回报社

会、家庭与自己才可领受报酬与“荣耀”的一种新式高考方案。 

“1+1”高考方案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它结合每个考生的

特点切除了不必要的学练内容和不必要的努力，新式高考考生学习

与掌握的内容不如旧式高考学生学习、掌握的那么多。 

5.结束语 

虽然“1+1”高考考生学习与掌握的内容不如旧式高考学生学

习、掌握的那么多，却是在素质合格的基础上建造墩、柱、桥面和

附属工程的，是能够经受风雨和使用荷载的，是科学的，是经济的，

是合情合理的。 

中考可以参照“1+1”高考进行，按“1+1”中考方案进入高中

文科或理科继续中学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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