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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吴晶）自2009
年起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连续5年下降后，
2014年报考人数首次回升，比2013年增
加27万人，达到939万人，高考报名人数
呈现出止跌趋稳的态势。但生源下降带
来的高校生存危机并未因此得到缓解，
高校招生难已成常态化。

中国教育在线近日发布的《2015年
高招调查报告》再次敲响了中国高等教
育的发展警钟。

招生难成为常态：未完成招生计划
几条向下的曲线鲜明呈现了高校招

生的新趋势：全国各地高校招生计划已多
年未完成，形势不容乐观。

高考生源大省广东，2013年二B（本
科）批次最后一次征集志愿后，有60余所
参加征集志愿的本科院校遭遇零投档；
2014年，在二B批次第一次录取结束时，
共有1.5万多个招生计划数没有完成。
在被誉为中国上大学最难省份的河南，
高招计划已连续3年未完成，2014年有
近7万个招生计划数未完成，占整个计划
的11.36％。

北京一直被视为“高等教育聚集地”，
按理说在高招中具有相当优势。然而，北
京高招计划从2008年的7.67万人，调整
到了2014年的 5.22 万人，减少30％以
上。即便如此，北京本科二批次从2010
至2013年连续4年未完成招生计划，本科
三批次也有4年未完成招生计划。

“中国高校正在遭遇深度的生源危
机。”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说，为了
改善无人可录的局面，2012年，山东将专

科两个批次合二为一，分数线低至180
分，但效果仍不明显，当年最后一次征集
志愿投档时，5.6万个征集志愿，投档考生
不到3000人，上百所高校出现零投档。
2013山东高考报名人数开始回升，但缺
额、零投档问题依然没有解决。2013年
专科批次征集志愿投档后，山东省招生考
试院发布的简报显示，作为专科批次最后
一次投档完成后，文科有170所高校未投
满、理科有224所高校未投满。

2014年高考，山东本科二批次第一
次投档后，174所高校出现了“零投档”。
有近万的招生计划数需征集，经过两次征
集，依然有很多高校未完成招生计划。

同质化现象严重：高校吸引力下降
“生源危机，表面是就业问题，实际

也是质量危机、特色危机，高校在定位上
出现了问题。”陈志文指出，大多数高校
发展一味追求大而全，专业设置存在严
重的趋同化现象，导致毕业生就业困难，
上大学吸引力减弱。

据了解，国际教育界的一个共识是，
大学招生难的本质，是质量问题，是特色
问题，是就业难的问题。世界很多国家
的高等教育都经历过同质化发展的快速
扩张阶段，专业设置的盲目趋同导致了

毕业生的“结构性失业”。
在陈志文看来，许多高校的专业设

置需要引导，甚至“亮红灯”。根据“教育
部关于公布2014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备案或审批结果的通知”所提供
的数据，全国高校2014年新增1681个本
科专业。新增开设10个以上专业的高校
超过了30所，其中，物联网工程有54所
高校，翻译有44所高校，工程造价、酒店
管理有39所高校。而这10个专业占了
整个新增专业的22.42％。而教育部阳
光高考招生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全国
已开设物联网工程专业的高校有 250
所，开设翻译专业的高校也有101所。

尽管教育部近年来尝试通过就业率
统计来调整高校专业设置，但《2015年高
招调查报告》的数据却显示并不乐观。根
据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
导中心的统计数据，2013年国际经济与
贸易、法学、汉语言文学等10个普通高校
本科专业的毕业生规模最大，其中英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会计学和艺术设计专
业的毕业生都超过10万人。而从教育部
公布的全国各地2012、2013年就业率较
低的本科专业名单中，毕业生人数较多的
英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法学等专业在

各地的就业率反而排名靠后，这种反差不
得不让人深思。

高等教育普及化：必须警惕的趋势
陈志文说，报考人数与招生规模的

“剪刀差”背后还有更值得警惕的问题，那
就是高等教育在加速向普及化发展。

根据全球的普遍定义，高等教育毛入
学率低于15％为精英教育，15％到50％
为大众教育，超过50％为普及教育，高等
教育的普及化会带来很多负面效应。

据统计，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
已从2008年的23.3％上升到2013年的
34.5％。

“按照这个加速度计算，我国预计3到
5年内就会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我
们的高等教育将迎来更多的问题，比如上
完大学找不到工作怎么办？”陈志文说。

据了解，世界各国在重视、支持高等
教育发展的同时，也在规避一些“发展中
的新问题”。许多国家都通过专业设置
引导、就业结构型调整等方式，提高高等
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陈志文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在经历
了从精英化向大众化的快速发展后，需
要更科学的顶层设计和更理性的规划发
展，这在新一轮的教育改革中有所体现，
但仍有待加强。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刘奕湛 吴晶）英语作为
一种重要的交流工具，不仅是文化交流和传播的
载体，更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路径和桥梁。

2015年高考已经全部结束，英语作为其中一
门考试科目，在全国15套高考英语试卷中，体现
出哪些新的特点和亮点，教育部考试中心专家为
我们作了解读。

体裁和题材丰富内容覆盖面广
本年度全国各地命制的15套英语试卷中，所

有选篇都与当代社会生活有关，体裁有记叙文、说
明文、议论文、应用文等，题材涉及故事、科普、人
文、社会现象、文化活动等。

教育部考试中心高考英语学科命题专家表
示，各套试卷在选材时都力求时代性强、体裁多
样，题材广泛。

如全国一卷语法填空试题选用了介绍中国阳
朔的文章作为素材，呈现了一幅古老文明中国的
大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美丽图景，文章描写
的阳朔美景令人赞叹，对阳朔在国际自然景观中
的定位也令人自豪。

命题专家认为，这样的试题在立足中华文明，
弘扬文化自信的前提下，既考查词汇和语法知识，
也考查句子理解能力，还考查考生的构篇能力以
及基于语篇的推断、理解主旨、识别意图、捕捉观
点和态度的综合性语言能力。

类似引入我国文化作为语言材料的情况在北
京和广东等地的试卷当中都有所体现，教育部考
试中心主任姜钢认为，这些语言材料和考试任务
的处理方法告诉我们，英语不仅能助力了解外部
世界，拓宽国际视野，更能为我们所用，坚定而自
信地把中国文化推向国际舞台，筑牢祖国意识。

试题形式多样融入核心价值观
高考英语试卷力求考查形式“稳中有变、稳中

求新”。2015年高考英语试卷的特色在于：阅读
“4选1”与“7选5”两个题型的启用延伸了阅读能
力的测评范围，既考查阅读理解又考查基于阅读
理解的构篇能力。

此外，完形填空与语法填空、短文改错相互补
充，能够较全面地考查考生灵活运用词汇知识和
语法知识的能力；短文写作内容贴近生活，侧重考
查考生的输出能力（即语用能力）。

命题专家表示，这些试题全面覆盖了考生的基
本语言技能，全面覆盖了考生的语言知识（词汇、语
法）、理解能力（阅读、听力）和语用能力（写作）。

“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2015年
全国二卷的写作任务涉及中国的传统节日“重阳
节”（the Double Ninth Festival），也涉及体现
中国文化特色的“包饺子”。

“它的主题直接关联中国的传统美德尊重长
辈。”姜钢说，这些包裹着浓重中国文化的元素融入
英语写作之中，为中华文化价值观自豪地迈向世界
吹响了号角，彰显中国英语教育所肩负的使命。

强化选拔功能提升跨文化能力
对于2015年英语试卷，命题专家直言，为实

现高考为高校选拔优秀人才的考试目标，英语试
卷中有一定比例的试题面向水平较高的考生。

在语言运用能力评价体系中，较高层次的理
解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表现为识别作者或说话
人的观点、语气和态度，也表现在运用给定的信
息，将社会现实和个人经历相结合完成写作任务
的能力。

2015年全国若干套试卷中的完形填空都选
取了夹叙夹议的英语文章，考生既要读懂故事内
容，又要理解作者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个人感悟和
人生哲理，这些内容的考查对今年考生的理解和
思维能力构成一定的挑战。

此外，文化意识是高中英语课程目标结构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体现语言综合运用能力的重
要标志。

命题专家表示，2015年全国各套英语试卷涉
及社会文化的内容多样、正面，特别适合考查考生
的文化理解能力，更有助于提示英语教学注重跨
文化交际意识和交际能力的培养。

如全国一卷写作任务是邀请国外人士为校英
文报投稿，介绍美国节日风俗和中学生生活；北京
试卷写作第一节是邀请美国朋友参加龙舟训练营；
天津试卷写作部分则是与美国友好交流学校的中
文班班长通信，联系出国交流并向其赠书事宜。

姜钢说，文化意识这些任务情境比较真实，注
重考查考生以言行事的能力，即提高学生的跨文
化交际能力。

高考报名趋稳 高校招生不易？
——透视《2015年高招调查报告》中的“剪刀差”

以能力为主科学体现语言水平
——教育部考试中心专家解读2015年高考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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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

今日关注
盘点高考

与母校做个告别吧，这
是见证你三年学习的地方。

到运动场上挥汗如雨
去，把我的六块腹肌练出
来。

抽出点时间，学习些新
技能，也许会为以后的日子
带来很多精彩。

痛痛快快地玩几局游
戏吧，不用再担惊受怕。

那些一直想看的影视
剧，放马过来吧。

终于解放了！让我们
好好地睡几个懒觉吧。

聚会全凭任性，想怎
么玩就怎么玩。

无忧无虑的时间，何不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高考之后可做的几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