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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2004年，教育部
即曾叫停“炒状元”现象，时任教
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曾表示，教
育部一直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
门不要公布高考“状元”，不赞成
对高考“状元”进行宣传，也不赞
成学校为高考“状元”开展全校
范围的庆祝活动。

可是，叫停“炒状元”已 13
年，每逢高考放榜，形形色色的

“状元”仍是引人注目的话题。
例如，即便是不再向学校透露分
数，今年江苏高考各地的“状元”
还是很快便被挖了出来。而在包
括江苏省启东中学等在内的高考
强校官网上，高分考生的喜报也
几乎“雷打不动”地出现。

“操作上并不难，即便学校
不知道分数，也能很快锁定高分
考生。”某校高中教师介绍，对于
一些地市来说，具备出“状元”条
件的中学，基本只有一到两所，
而具备冲击“状元”能力的考生，
数量实际也有限，“老师打几个

电话，然后几个学校之间一对，
（名次）就出来了。”

前述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相
关负责人介绍，每年高考前，教
育主管部门都会向下属各级教
育局、学校提出要求，对“炒状
元”现象进行淡化。其表示，在

“炒状元”链条上，媒体、商家都
是一环。

“炒状元”现象为何屡禁不
止？熊丙奇认为，尽管教育主管
部门一直提倡多元化评价，但高
校至今仍以高考分数作为主要
录取手段。在较为单一的评价
体系下，社会在评价人才时，通
常会认为考高分、进入好大学才
是人才。因此，总分的第一名，
不可避免地还是会得到关注，并
且由于其关注度，还具有一定的
商业价值，这也使得各界竞相追
逐。在功利的社会氛围下，企
业、媒体、学校以及家长对“高考
状元”产生了不恰当的期待和评
价。 （王煜）

江苏不再向学校提供高考分数
成绩仅限考生本人上网查询

教育主管部门称此举为防止“炒状元”

据《新京报》报道，
高考甫一落幕，一场争
夺高考状元的“战役”
便随之打响。日前，江
苏省教育厅及教育考
试院对此进行了一次

“釜底抽薪”式的改革，
引起全国关注。

记者从江苏省教
育厅了解到，2017年江
苏省高考分数信息将
只向考生本人提供。
考生通过事先下发的
考生号和动态口令卡，
登录江苏省教育考试
院 官 方 网 站 进 行 查
询。除此之外，包括学
校在内的其他机构及
个人，将无法像往年一
样获得考生的高考分
数信息。

江苏省教育厅相
关人士介绍，这一规定
在今年高考前即已制
定 ，2017 年 属 首 次 实
施。其表示，对高考成
绩进行“保密”，系响应
教育部关于“不炒作高
分考生、‘高考状元’”的
精神，从根本上对这一
社会现象进行杜绝。

对此，教育专家认
为，根植于“唯分数论”
的社会土壤，炒作高考
状元现象势必将长期存
在，教育主管部门应当
出台配套措施，保证新
政的实施效果。

高考前夕，江苏考生都
收到了一张形似银行卡的卡
片，名为“江苏省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考生动态口令卡”，上
印志愿填报批次及时间。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一名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动态口
令卡”与常见的个人网银 U
盾类似，是考生身份的识别
工具。而发放这样一款动态
口令卡，其目的之一就是保
护考生个人隐私，包括成绩
信息。

动态口令卡的作用不仅
限于此。记者从江苏省教育
厅获悉，2017 年，江苏考生
的高考成绩通知单，统一实
行网上在线打印。考生凭考
生号、身份证号、密码、动态
口令卡登录江苏省教育考试
院门户网站，自行打印成绩

通知单。对于部分不具备自
行打印条件的考生，也可至
当地招生考试机构打印。除
此之外，还可以采用电话、微
信等查询方式。

这也意味着，除考生本
人之外，再无其他机构或个
人可获得高考分数信息。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江苏省教
育厅及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的
两名相关工作人员分别证实
了这一点。

前述江苏省教育考试院
工作人员称，往年，江苏高考
成绩以打印纸的形式下发至
各学校，学生再从学校处领
取成绩条。而自今年起，考
试分数将只通过网络提供给
考生个人，不再向包括学校、
教师在内的其他机构及个人
提供。

南京多名高中教师告诉
记者，江苏高考成绩由原先
的半公开化，开始转向考生

“个人化”的背后，是教育主
管部门向愈演愈烈的“高考
状元热”泼出的一盆冷水。

一名带班参加今年高考
的教师介绍，往年高考成绩
放榜后，各高考强校往往会
立即在官网贴出喜报，或者
在学校内拉出横幅，对高分
考生、上线率等数据进行宣
传，甚至考生还未知悉分
数，报喜的电话便已经打来，

“互相盯着，尤其是高分段的
考生”。

至于“高考状元”，由于
分数信息的半公开化，往往
不胜其扰。在高考成绩决定
学校排名的现状下，学校会
先行宣传；而基于商业利益

的考虑，各种“蹭热点”的商
家接踵而来；除此之外，还有
各类讲座、经验介绍会等，会
邀请“状元”参加。

在校方掌握学生高考成
绩的情况下，出于追求录取
率的考虑，甚至会出现学校
干预考生志愿填报的现象。
《中国青年报》今年6月14日
曾报道，国内某著名中学收
集高分考生的志愿填报密
码，并“代填”录取志愿。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一名
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介绍，
江苏今年不再向学校通报高
考成绩，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防止学校炒作高分考生
或者干预考生志愿填报的现
象出现，“这也是对教育部多
年来叫停‘炒状元’精神的一
次探索”。

部分网友认为，江苏今年只
向考生本人提供高考成绩，不再
通过学校渠道发放，改革初衷值
得肯定，但并不意味着对高考

“状元”的炒作便会就此刹车。
有网友举例称，今年 6 月 23 日
高考成绩放榜，仅仅一天后的6
月 24日，江苏省和各地市高考
状元的消息就被爆出。

在教育专家、21世纪教育研
究院研究员熊丙奇看来，高考
成绩绕开学校，实际上存在一
些弊端，包括无法满足考生间

“知己知彼”的需求，给高校录
取造成困扰，甚至会影响录取的
透明度。

一种声音认为，教育主管部
门应当出台配套措施，甚至直接
禁止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把

高考成绩当政绩进行宣传炒作，
并禁止学校向媒体提供高考成
绩。对于违反规定进行宣传、炒
作者，应当追究其主要负责人的
责任。

对此，江苏省教育厅一名工
作人员解释称，这一新政系今年
首次实施，未来或将有配套措
施。

此前，山东曾有“冷冻”高分
考生信息的尝试。2011年高考
放榜前，山东省政府、省委宣传
部、省教育厅联合组织媒体高考
座谈会，针对高考状元相关信息
进行“封杀”。自2011年起，山东
高考成绩数据由省级招生考试
部门统一掌握，不再向市县发
布，确保高考信息只用于本人填
报志愿和录取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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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成绩仅限考生本人查询

教育考试院：应对“高考状元热”

应出台配套措施保障实施效果

“炒状元”被叫停13年 却屡禁不止

新政

回应

观点

延展

2010年6月23日，吉林市某中学校气球飘扬，宣告
两名学生并列获得吉林省高考理科第一名。（资料图片）

2016年6月25日，湖北省襄阳市某中学学生获全市理科第一名，该校挂出状元标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