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教育考试科研月报 2021 年第 6 期（总第 78 期）

学术交流 学术交流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高等教育“延安模式”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改革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的发展与改革

郝瑜、周光礼、罗云、曾鹿平在《高等教育的“延

安模式”及其当代价值》一文中提出，高等教育“延

安模式”是指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领导陕甘宁人民

在发展、建设高等教育过程中所形成的比较稳定的指

导思想、教育方针、办学体制、管理制度、人才培养

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招生和学生管理等高等

教育要素的集成。高等教育“延安模式”形成于特殊

的历史条件下，经历了从训练班到正规学校教育，从

干部教育到国民教育的转变。其主要特征为：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实行校长负责制、学

者治校和民主管理；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强调学以致用；实行分类招考、科学选材、多元录取

的招生制度；确立教学、科研、生产“三位一体”的

人才培养模式。作者认为，高等教育的“延安模式”

对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产生了重大

而深远的影响，主要在于：1. 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模

杨松、张志刚、王和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40 年发展与新时代改革创新思考》

一文中，回顾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自 1981 年正式

创立以来 40 年的发展历程，认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

度的创立和实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制度的

一项创举，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乃至社会治理

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者认为，自学考试在 40 年

发展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建

设需要，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坚持质量标准，坚持开

放共享，是使其成为我国开放教育形式中的金字招牌

的重要经验。但同时，自学考试制度尚存在适配性弱，

评价单一，主考学校教育主体地位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依托现代信息技术的助学服务体系尚未建成等不足。

作者建议：自学考试未来的改革发展一要推进法规制

度体系建设。结合国家教育法规建设总体部署，推进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修订完善；制定“条

例实施细则”，明确主体责任；梳理完善各项业务规

范，形成系统完备的法规制度体系。二要推进培养标

准体系建设。动态调整“开考专业清单”，完善“专

业基本规范”，扩大专业覆盖，优化技术技能人才专

业培养结构；推进自学考试培养质量标准体系建设，

清理规范、精简优化现有课程，发挥主考学校教育资

源优势，形成自学考试国家学业标准课程库；加强命

题、考务考籍管理等环节实施标准及指导规范。三要

推进综合评价体系建设。推进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

题，把握好促进自学考试事业发展与服务全民终身学

郑若玲、庞颖在《恪守与突破：70 年高校考试招

生发展的中国道路》一文中认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高校考试招生制度以厚重的历史与文化为逻辑起点，

以为国家促发展、为人民谋幸福的责任担当为价值取

向，以恪守公平的形式变革为基本底线，以追求科学

的内容变革为努力方向，在推进过程中，伴随历史、

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有坚守亦有突破。同时，

高考改革是中国教育领域最大的难题，必须立足中国

国情、顺应社会民意、尊重教育规律，探索具有可行

性的中国道路。1. 以高考公平为基本原则，以“有限

多样”为改革切入点。在重视科目公平、内容公平、

区域公平、录取公平的同时，兼顾科学与效率，以“有

限多样”为突破口，实现“统考为主、能力测试、多

元评价、分类招生”。2. 为高考的教育功能适度加码，

高考的社会功能酌情减负。探索“高考指挥棒”的正

向作用，引导中小学生全面发展、推动普通教育改革，

为大学选拔适宜适性人才、实现本科教育变革，加强

大中学教育之间的联系、完善人才培养的连续性。同时，

式的形成基础。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造提供了基本的

思想理念、治理框架、办学模式。2. 确立了高等院校

办学的中国逻辑。强调高校办学首先要服务于国家战

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3. 形成了中国特色现代大学

制度的初始禀赋。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党

的领导，大学内部实行校长负责制，学者治校，民主

管理，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注入了“红色基因”。

4. 开启了中国高等院校“立德树人”的新模式。在人

才培养模式上，坚持教学、科研、生产“三位一体”，

注重培养知行合一、手脑并用、用理论武装的实践者；

在课程设置上，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教学，帮

助学生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形成辩证唯物

主义的世界观，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在能力培养

方面，强调学以致用，以实践为导向，重视革命斗争

和生产劳动等实际技能的训练。

习需求之间的关系。构建职业素养、专业培养、课程

学习 3 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改革评价手段，实现

从相对单一的考试向更加多元的评价方式转变，建立

健全课程终结性考试、专业实践性考查、学习过程性

考核、结果诊断性评价“四位一体”的综合评价体系；

建立自学考试课程学习综合评价报告制度，为学习者

提供课程学习测试量化结果、标准参照水平、个性化

症结诊断和针对性提高建议，并记入自学考试学分银

行个人终身学习账户；加强和完善命题标准体系建设，

提升命题质量；构建国省校三级命题管理体制机制和

综合考评指标体系。四要推进教育服务体系建设。推

进优质多样学习资源体系及平台建设，实现自学考试

与其他高等教育形式优质学习资源共建共享；推进学

习支持教育服务体系及平台建设，建立“互联网 +”

学习支持服务平台，发挥高校的教育资源优势和正确

育人导向，为学习者提供学习支持服务；推进学习成

果认定转换体系及平台建设，制定课程学分认定及学

习成果转换规则，建立健全自学考试与其他高等教育

形式互认互通的有机融合体制机制。五要推进质量保

障体系建设。发挥全国考委各专业委员会作用，对各

地专业和课程开设质量及各级主体实施效果进行量化

系统评价，形成闭环式、常态化的监管督导工作机制；

加强专兼职命题教师队伍建设，严格工作规则和程序，

确保课程考试命题质量；强化多部门联合的考试监控

机制，确保考试高质量实施；完善应急处置管理体系，

为自学考试事业发展打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

在维护社会公平与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在考试育人、

把握拔尖创新人才“入门关”等方面有所突破，创新

高考为社会服务的方式方法。3. 要扭转不科学的教育

评价导向，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建立多元的评价观、

突破“唯分数论”的限制；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评价

理论；建立健全评价指标，在考查认知能力的基础上，

增加对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非认知能力等的

考查；使用多种评价方式，在条件成熟时，突破纸笔

考试限制，增强评价方式的适宜性；以高考改革为契

机，以综合素质评价与高校录取的“软挂钩”为切入点、

以“硬挂钩”为目标，探索适于中国国情的改革。4.要

将高考改革统一于高等教育普及化、内涵式建设以及

分层分类发展中。提升高考内容与形式的甄别度；推

进高考改革与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促进二者人才培

养模式相互适应；关注高考改革与高校分层分类发展，

在探索高职分类高考，提高高职高专院校社会认可度

的同时，充分尊重高水平大学的改革意愿、培养其招

生能力，赋予其充分的招生自主权。

（原文刊载于《高等教育研究》2017 年第 11 期）

（原文刊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5 期）

（原文刊载于《中国考试》2021 年第 5 期）

中国教育考试的发展趋势与建议

席小明在《中国教育考试的前景与发展途径》一

文中认为，进入“十四五”期间，中国教育考试未来

发展方向在于：1. 研发不同用途的测评。在继续提高

终结性评价质量的基础上，对过程评价、增值评价和

综合评价给予更多重视。在教学环境中的低风险过程

评价可由具备一定测评知识和较高专业素养的授课教

师开发、实施和使用，以此指导教学；语言能力和软

技能等能力测试，应由教师和第三方专业测评公司合

作开发过程评价并推广使用。2. 将学习轨迹追踪和高

风险考试相结合。从学习过程中的测评和标准化考试

中提取不同类别的证据，运用电子档案追踪学生的学

习轨迹，并研究如何与一次性考试相结合，以此测试

学生在某一个时间点的水平，并描画出学生的学习习

惯和耐力、进步轨迹及空间。在作高风险决定时，综

（下转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