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及时 贴近                                    2019 年第 15 期 总第 135 期 

上财青年动态 
上海财经大学学生联合会 青年研究中心 青年调研部       2019 年 10 月 29 日 

 

观高考改革，历高教进步 

【热点回顾】 

自 1977 年恢复高考至今，高考和高等教育体系都发生了不小的改革，每个

计划的实施和每项政策的公布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关注。自 2014 年国务院

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来，各项高考改革任务逐步推

进。今年 4 月，第三批启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的 8 个省份，河北、辽宁、江苏、

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重庆发布本省实施方案，明确从 2018 年秋季入学的

高中一年级学生开始实施。截至目前，全国已有 14 省市进入高考综合改革试点。

对此，同学们都感同身受。为了解上财学子对高考和高考教育的看法，青年研究

中心青年调研部开展了此次调研。 

【图说天下】 

本次调研采用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形式，共收回有效问卷 164 份。其中参与

调查的男生 66 人，女生 98 人。 

一、 高考的参与情况 

（一） 高考方式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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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高考方式 

在受访同学中，76.23%的同学经历了文理分科的高考模式，23.77%的同学经

历了七/六选三的高考模式，由于高考改革还未广泛推广，参与新高考模式的学

生相对较少，具体情况详见图 1。 

（二） 高考年份的情况 

 

图 2：高考年份 

如图 2 所示，在受访同学中，68.88%的同学是 2019 级的应届生，23.12%的

同学是 2018 年的考生，少部分同学在更早的年份就参与了高考。 

二、 对高考改革的看法 

 

图 3：对高考改革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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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加新高考的受访同学中，认为高考改革培养学科兴趣，提升综合素质的

同学占 76.32%；减轻备考负担，分散考试压力的同学占 34.21%；学校师资场地

难满足要求的同学占 32.59%；素质评价主观性较强的同学占 26.32%。由此可见，

总体上同学们认为高考改革的利大于弊，特别在学生的学科兴趣培养与综合素质

提升上明显有所增益，但同时也存在着学校师资场地难满足要求的弊端，需要改

善，具体情况详见图 3。 

三、 是否赞同自选高考科目利于学生全面发展 

 

图 4： 是否赞同自选高考科目利于学生全面发展 

如图 4所示，在参加新高考的受访同学中，57.89%的同学认为自主选择高考

科目有利于自我的全面发展，28.95%的同学认为其对自我发展的影响一般，只有

13.16%的同学不太赞同这一观点。由此可见，新的高考模式的推广较为顺利且它

的出台受到了大部分同学的肯定。 

四、 对文理分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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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文理分科的利弊 

在参加文理分科模式的受访同学中，大多数同学们认为利弊均有。其中，80%

以上的同学基本肯定了文理分科在系统性、科学性、易实施性上的正面作用；部

分同学认为文理分科可以有效减轻学习负担，找到兴趣所在；也有 52.03%的同

学认为文理分科存在局限性，有碍于学生综合发展。 

五、 是否赞同文理分科模式有利于人才选拔 

 

图 6：对于文理分科模式是否有利于人才选拔的态度 

在参与高考文理分科模式的同学中，赞同这一模式的占 31.37%；认为其一

般的同学占 60.16%；不太赞同的占 8.13%。可以看出文理分科模式存在这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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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但由于文理分科所带来的知识面较为狭窄的局限性，部分文

科生缺少理性思维，部分理科生缺少人文精神，也许还不太能满足当前时代对于

综合性、全面型人才的需求，改革也顺势而来。 

六、 高考改革下自主招生的主要影响 

 

图 7：高考改革下自主招生的主要影响 

在受访同学中，认为自主招生有利于发挥学科特长，培养专才的同学占

62.73%；避免“一考定终生”的弊端的同学占 60.87%；有利于拓宽录取渠道的同

学占 59.01%；有利于实现高招公平性的同学占 34.16%，由此可见，新高考考生

对自主招生普遍持积极态度，认为其有利于培养专长，弥补了高考的弊端。 

七、 未来高考教育改革应该重点从哪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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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未来高考教育改革应该重点从哪方面入手 

在受访的同学中，认为应推进学生素质教育，增加课外活动的同学占 51.55%；

认为应增强师资的同学占 22.98%；认为应利用社会资源，校企联合的同学占

18.01%。由此可见，同学们普遍认为高等教育硬件设施较为完善，但在师资力量、

社会资源利用，尤其是素质教育及课外活动等方面还需要提高。 

【众说纷纭】 

“高中毕业后，我就下乡了，在乡下的条件挺差的，不过也有一群志同道合

的人。高考时是分理科和文科。当年的录取情况不怎么样，我们班当时有 30 个

同学参加高考，仅仅有 5 名同学录取了，其中 3名都是我们的家的。现在的大学

录取率明显高了，与我们那个时候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977 年高考的倪先生 

“我被第二志愿院校机械系录取，杭州应用工程大学与德国夏萨克森州合作

培养工程师。学校还开设了专门的德语课，也有前往德国交流学习的机会。又因

本校新建师资较少有许多浙江大学教师来改学院上基础课，比如数学、机械设计

制图。但是还是远远赶不上现在大学的条件。” 

                                        ——1986 年高考的吴先生 

“高考是成年之前的头等大事，所有人都会关心。现在高考总体录取率很高，

大家都在往 985、211 努力。大学选择多了，填志愿时综合了自己的意愿和实力，

参考了父母和老师的建议，现在的志愿录取系统也十分完备。 

现在的大学环境更好，设施更完备，操场、图书馆开放程度较高。其次，现

在的大学专业门类更多，选择性强，能尽可能地满足我们对不同学科的学习需求。

第三，现在的大学更注重的是我们的全面发展而不单单是理论学习，而且学科设

置更有时代性，是紧跟时代潮流与时俱进的，比如现在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   

——2019 级公管学院赵莎莎 

“其实就其本质而言，任何时代的大学生都有一个最根本的要求，那就是磨

练自己，为建设祖国做奉献。如果要说区别的话，我觉得当今大学生更需要培养

自身的大格局，从国际视野去看国家发展形势。我国现在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

对我们大学生的要求也相应更高。我们必须要补充丰富自己，学习更多的技能。” 

                                          ——2019 级会计学院陆鑫 



【小编说事】 

通过调查可以发现，同学们对今年高考改革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与看法，在

肯定新高考政策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自国家正式发布关于高考

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来，新高考改革试点逐渐开展，从同学们对于其试点阶段

效果的观点来看，新高考的实施较为成功，它带来了许多益处，有利于培养学生

的学科兴趣，促进高考的公平性，且弥补了之前文理分科模式所带来的的局限性，

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得学生兼具人文素养与理性思维，从而更好地得

到全面发展。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存在的潜在问题，如学校的师资与

场地尚且难以适应新高考的需求等。总而言之，此次改革是中国高考体制改革的

一大里程碑，这种新的高考模式旨在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扩大学生的选择权，具

有重大意义，成功顺应了国家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促进了社会的公平性，而在

未来的高考改革实施中，也应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从而进一步完善新高考体

系，为学生与国家的发展不断增益。 

 

调研员：谢明清 徐昱茗 沈康颖 陈扬欣 戴维维 赵莎莎 李晨曦 项烨宸 

编  辑：陈扬欣 沈康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