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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县城城里里去去哪哪儿儿参参加加社社会会实实践践””
农村高考生担心参考综合素质评价拉大城乡学生差距

综合素质评价一旦被参考，大
家最为担心的就是真实性和公平
性。意见规定，建立公示制度，畅通
举报渠道。这些改革因为与高校招
生建立起直接关联，从某种意义上
讲，每次学业水平考试都有“小高
考”的味道。在考试命题方面，由省
级专业命题机构组织命题的体制
已定，但绝不意味着事事都由命题
机构说了算。比如，建立命题人员
资格标准和命题专家库，都必须避
免部门内部消化和“近亲繁殖”。对
于试卷评估和分析，则应由行业内
有信誉的第三方评价组织进行，避
免命题者自说自话。只有这样，才
能切实并且不断地提高命题的科
学化和专业水平，真正起到引导学
生学习的目的，并为高校招生提供
含金量高的参考。

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方面，更
要客观直面目前社会整体的诚信
水平，最大限度地铸造有利于提高
科学性和诚信度的评价体系。

据新华社

让“小高考”

经得起“考评”

短评

16日，教
育部发布了

《加强和改进
普通高中学
生综合素质
评 价 的 意
见》，高校招
生将不只是
看分数，同时
要参考高中
综合素质评
价。但也有学
生担心，受条
件限制，艺术
素养、志愿服
务等项目会
拉开城乡学
生的差距，让
农村生在竞
争中处于劣
势。

学生材料如何一一鉴别？评价统一格式，尽量电子化

对于学生综合素质材料的使用，《意见》作出了两个
方面的规定，一方面是用于学生教育时，由高中学校进
行；另一方面用于高校招生时，由招生院校参考。

“如果对所有的学生材料一一进行鉴别，这个工作量
可不小。”据悉，在高校的自主选拔录取过程中，已有部分
高校进行探索，要求考生在申请表中如实填写中学阶段
的学业水平、学科特长、社会公益、文体活动等情况，之后

组织专家评审组对申请表进行详细分析。但自招报考人
数多者也只有一两千人，鉴别容易。高考录取时，报考人
数较多，高校在对学生综合素质鉴别上很可能力不从心。

“格式不统一、名称不规范等问题在实际使用过程中
给高校带来了许多不便，这也是综合素质评价难以大范
围推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清华大学招办主任于世洁建
议，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需要统一格式，并尽量电子化。

社会活动造假咋办？五个程序保证公平真实

“学生参加志愿活动，有的人要是造假咋办？”记者了
解到，无论是高中生申请国外大学，还是在各种评比中，
每年都会出现部分学生材料不实的情况。

为此，《意见》中明确提出综合素质评价的五个程序：
写实记录、整理遴选、公示审核、形成档案、材料使用，五
个程序前后连贯，环环相扣。做到学生的活动记录、事实
材料要真实、有据可查。

“我们认为诚信体系的建设需要一个过程，如果我们
机制和流程设计得科学，综合素质评价体系的建立和使
用，本身就有利于促进社会诚信体系的发展。”清华大学
附属中学校长王殿军表示，综合素质评价一旦被参考，大
家最为担心的就是真实性和公平性，但只要我们建立一
套完善的监督、公示、质疑和审核机制，就可以杜绝弄虚
作假的行为，确保记录的真实客观性。

1 .思想品德：主要考察爱党爱国、理
想信念、诚实守信、仁爱友善、责任义务、
遵纪守法等。

重点是学生参与党团活动、社团活动、公
益劳动、志愿服务等。

2 .学业水平：主要考察学生各门课
程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掌握情况以及运
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等。

重点是学业水平考试成绩、选修课程内
容和学习成绩、研究性学习与创新成果等。特
别是具有优势的学科学习情况。

3 .身心健康：主要考察学生的健康
生活方式、体育锻炼习惯、身体机能、运
动技能和心理素质等。

重点是《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主
要结果，体育运动特长项目，参加体育运动的
效果，应对困难和挫折的表现等。

4 .艺术素养：主要考察学生对艺术
的审美感受、理解、鉴赏和表现的能力。

重点是在音乐、美术、舞蹈、戏剧、戏曲、
影视、书法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兴趣特长，参加
艺术活动的成果等。

5 .社会实践：主要考察学生在社会
生活中动手操作、体验经历等情况。

重点是学生参加实践活动的次数、持续
时间，形成的作品、调查报告等。

1 评价啥？ 2 咋评价？
1 .写实记录
教师指导，学生客观记录，及时填写活动记录单。

一般性的活动不必记录。活动记录、事实材料要真实、
有据可查。

2 .整理遴选
有代表性的重要活动记录和典型事实材料，用于

招生的材料学生要签字确认。
3.公示审核
每学期末在教室、公示栏、校园网等显著位置公示。

班主任及有关教师要对公示后的材料进行审核并签字。
4 .形成档案
学校要为每位学生建立综合素质档案。

3 咋使用？
高中教师要利用写实记录材料，对学生成长过程

进行科学分析。
高校招生时要组织专业人员研究分析，作为招生

录取的参考。 文字整理 本报记者 王光营

没相关课程哪来艺术素质？农村高中生直呼会吃亏

《意见》指出，对高中生的综合素质评价主要分思想
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5个方面。
其中规定比较详细，思想品德方面重点是学生参与党团
活动、社团活动、公益劳动、志愿服务等。如到福利院、医
院、社会救助机构做无偿服务。在艺术素养方面，重点考
察学生的音乐、美术、舞蹈、戏剧、戏曲、影视、书法等兴趣

特长。“小时候学校里连音乐、美术课都没有，哪里来的艺
术素质？”对此，济南长清区某高中学生小房认为，农村学
生在高校录取过程中肯定会处于劣势。

以我省为例，菏泽、德州等一些城市的农村基础教育
较薄弱，农村、落后地区的学生考核艺术素养、社会实践
或许会吃亏。“小县城里到哪儿去参加社会实践啊？”

本报记者
许亚薇 王光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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