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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确认过眼神，你就是大学想要的人

编者按：
41 年前，高考制度恢复，开启了人才选拔与国家腾飞的梦想时代。40 余年来，高考记录了
一代又一代人“知识改变命运”的痕迹。不必说阿里巴巴开创者马云从数学 1分到 79 分进
入杭州师院，也不必说新东方的创始人俞敏洪三次高考终与名校结缘，单就我们自己的身边
就有无数的亲朋通过高考看到更为辽远的世界，拥有更为开阔的人生。

时代在飞速发展，我们的高考制度又该经历怎样的变化？什么样的青年学子是大学青睐的对
象？莘莘学子又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人生的第一次大考？

确认过眼神，你就是大学想要的人

①这两天看到一条消息：高考前班主任最后的叮嘱，是提醒
大家写作文时不要用“网络词汇”，一是不规范，二是阅卷
老师可能也看不懂。讲台下的孩子们笑成一片。原来，这些
即将走入考场的学子，绝大部分都是“00 后”，他们是互联
网时代的原住民。

②高考迎来首批“00 后”，有人感慨，一代代青春梦想，无
不乘着几张试卷飞向远方。高考，是许多中国人毕生难忘的
“成人礼”，它见证了奋斗，记录着成长。

③高考迈入第 41 个年头，跟改革开放走了个前后脚。改革
开放之初，“老三届”经由考场重新走上社会，为百废待兴
的各项事业注入启动发展的加速度；上世纪 90 年代，高校
招生和就业摆脱计划体制束缚，高考成为人才走向市场、自
由竞争的跳板和平台；进入千禧年，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
毛入学率不断攀升，高考成为改变命运的快速通道；今天，
面对实现高质量发展、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时代要求，如何
把高考制度改革推向纵深，激活人才这一池春水，是必须思
考的时代课题。

④高考改革始终有两条线索，一条遵循公平，一条强调效率。
今年 3月，教育部连续印发通知，全面取消体育特长、中学
学科奥赛、科技类竞赛等全国性高考加分项目，同时强调继
续实施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的专项计划。把违

❶以班主任的临考叮咛与学生的
反应引入文本，亲切。

❷总写高考的意义：见证奋斗、
记录成长。

❸不同的历史时期，高考加注了
不同的时代注脚，体现了高考选
拔人才的功用。按时间顺序，层
次清晰。

❹取消加分，实施专项计划，
是高考的公平性举措。

题目蕴含对年轻人的认可与期
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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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抢跑的学生拉回来，给起步乏力的学子鼓一阵风，是高考
改革的底线和原则，也是让老百姓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题中
之义。

⑤目光投向地方，作为全国高考招生综合改革试点的上海，
已率先进入“新高考”时代，从“走班教学”的新实践，到
考试科目 3+“6 选 3”的新设置，再到“三位一体”综合素
质评价录取新体系，尽管遇到一些问题、细节还需打磨，但
借助高考的指挥棒，已经向基础教育传递出“培养综合素质、
重视兴趣爱好”的育人导向。让青少年得到全面发展、把真
正符合时代需要的人才选出来，也是高考改革与时俱进的目
标。

⑥公平和效率，很多时候会产生相反的作用力。高考改革到
底是两条腿、走远路，还是互相牵绊、走一步摔一跤？有人
提出这样的疑问。实际上，如果把高考改革放在我国公共政
策的光谱中看，就会发现，教育领域的改革往往涉及利益范
围广、复杂程度高。对于这样的政策体系，不可能只追求一
种价值，也不可能只设定一项目标。让后发地区的孩子有机
会走出深山、接触外面的世界，让有所积累的孩子获得更高
质量的教育、走上更宽广的人生舞台，今日高考，不仅是改
变人生的“助推器”，也是实现跨越的“加速器”。因此无
论是“一把尺子量到底”的倡议，还是“千人千面、取消统
一考试”的呼声，都存在脱离中国具体发展语境的危险。只
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于循序渐进中推进改革，所谓“要
公平还是要效率”，就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而是可以兼
顾的送分题。

⑦高考的一端连着试卷，另一端接着未来。事关未来的改革，
在我国教育事业全局中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慎之又慎。去
年浙江开展的 3+“7 选 3”新高考改革，就曾导致选择物理
科目的学生人数骤减，一度引发社会关注。在之后的改革方
案中，浙江推出最低人数保障机制，有效化解了物理遇冷的
困境。这样的“试错”，不仅提醒我们要在更大范围、从更
多角度审视高考改革，也要第一时间对实践中的问题作出调
整，以纾解广大考生和家长的痛点，为下一步改革积累经验、
铺平道路。

⑧最近，一位考生的留言看笑了许多网友：“我妈准备了一
件红色旗袍，说是考试当天穿上寓意‘开门红’；我爸在家

❺以上海改革为例，强调改革
的目标是让青少年全面发展，
选拔符合时代需要的人才。

❻辨析当前高考存在的公平和
效率难题。以比喻的方式，再
次形象地突出高考改革的作
用。

❼借浙江新高考，重谈高考改
革的困局和意义。

❽回归即将面临的高考本身，
以考生的留言点明高考不仅事
关个人发展，也承载着整个家
庭的泪水与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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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挂了一幅《骏马图》，说是代表‘马到成功’，他俩比我
还忙活，戏太多……”确实，高考不仅事关个人发展，也承
载着整个家庭的泪水与欢乐，更影响着国家的人才培养和未
来。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不断实践，就能在探索中建立中
国特色的高考招生制度，为青春护航、为梦想引路。

⑨这正是：确认过眼神，你就是大学想要的人。

来源：2018-06-06 人民日报 作者：彭飞

【时代警语】

高考，不仅是改变人生的“助推器”，也是实现跨越的“加速器”；不仅事关个人发展，也
承载着整个家庭的泪水与欢乐，更影响着国家的人才培养和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不
断实践，就能在探索中建立中国特色的高考招生制度，为青春护航、为梦想引路。

【思维导图】

【相关链接】

高考的底色是奋斗的青春

又是一年高考刷屏时。

每到 6月，关于高考的“新旧闻”便会纷至沓来：某地考前家长集体烧香祈祝子女蟾宫
折桂金榜题名，某某高考名校为考生举行盛大仪式，以壮声势，从而引发舆论对升学率与应
试教育的讨论；考试当天家长穿红色衣物寓意考生取得“开门红”，时不时在微信朋友圈还

❾结句，回扣点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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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插播几个“捡到一张某某的准考证，有谁认识请尽快通知本人”的低端谣言……多少有点
“年年岁岁考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感觉。然而，就是这些“新旧闻”，年年都会成为
这一时期的热点和人们乐此不疲的话题。为何？无他，在舆论的眼中，高考真的太重要了，
重要到与其相关的一桩桩大事小情都能成为关注的焦点。

现在的高考，虽然早已不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也已不再是社会阶层流通的唯一
通道，但由于其显而易见的公平性与公正性，高考仍然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乃至社会资源的
最佳选择。换句话说，高考这根“指挥棒”仍旧矗立在那条最宽的路口，只不过可供选择的
路多了些。从这个层面上看，那些看似焦躁的“一考定终身”的言论，仍有其根源。

但其实大可不必如此。高中 3年，最重要的收获不仅在于课堂上各种知识点的掌握，更
多的是在培养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和为了实现目标持之以恒的奋斗精神。而后两点，不仅
仅在短短的 3年高中生涯，而且在以后的人生中都是所不可或缺的宝贵品质。

这几天，一则有关探讨“考清华与中 500 万大奖哪个更容易”的视频登上了微博热搜。
视频在比较了两者的概率后得出了结论，单就概率而言，考清华至少比中 500 万大奖容易数
千倍。就更多的维度来考虑，如果个人通过努力学习还会进一步提高“期望值”从而增加考
入重点大学的概率。

这则短视频，与其说它是在讲概率，不如说它在讲“奋斗”与“坐享其成”，谁能更快
到达成功。

众所周知，学习就是要逼着自己开辟新的痛苦领域，而这一领域，又很难即时产生收获，
这看似是在给痛苦“加码”。故有些人，宁可忽视艰辛背后潜藏的巨大价值，待在温水里当
青蛙，获得当下的舒适。而有些人，则通过一段努力学习的过程，自我加码，自我抬高目标，
从而培育了不妥协于现状的态度。

显然，梦想绝不会在敲锣打鼓、张灯结彩中轻松铸就。逐梦的路上必然充满荆棘。投机
如同赌博，下注时的一丝希望，换来的多半是失望甚至绝望。

如果一个人愿意为“延时”成功、为远大梦想付出汗水，我们有什么理由去怀疑他未来
的成就？

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高考参与者认识到了这一点：近日，有媒体对 2万余名“00
后”高考考生、考生家长和其他网友发起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约半数受访的“00 后”
考生认为参加高考是为了增长经历，而非改变命运的大考。而受访家长选择“增长经历”的
比例更高，占到 70.7%。

高考确实是人生中的重要节点，但它绝不是终点。甚至可以说，高考过后又站到新的起
点上，只是起点位置不同而已。越靠近核心、越靠前的位置固然很好，可“后发优势”和“弯
道超车”似乎又是这几年的流行词。龟兔赛跑的故事人人都听过，那么龟兔赛跑谁赢了？乌
龟赢了？兔子赢了？也许都不是，是努力的态度赢了，拼搏的精神赢了，奋斗的人生赢了！

无奋斗不青春。今年是作为“强国一代”的“00 后”首次登上高考舞台。新时代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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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在这个火热的 6月，将自己的努力浓缩成一张张答卷，用奋斗为最好的时代和最美的青
春做出注解。无论结果如何，用奋斗书写青春，以奋斗成就梦想早已成了一代人的共识和今
后人生的方向。愿所有参加高考的学子，在今后的人生中也能不断在奋斗中前行，唯其如此，
才能不负青春，不负梦想。

高分的成绩很宝贵，奋斗的青春更幸福。

来源：2018 年 06 月 08 日 06 版 中国青年报 作者：曹珂 王帝

编者：王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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