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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高考于6月7日拉开帷
幕。当考生坐在考场上，接过监考老师
递来的试卷时，他们是否好奇过，这样
一份至关重要的试卷，究竟经历了怎
样的非凡“旅程”才最终被送到自己手
上？

命题、印刷、运输、保管……每个环
节背后都凝结着参与者的心血，也蕴含
着特殊的科技力量，才让一份份高考试
卷能够万无一失地送到考生手中。

“神秘”的命题人

在高考前2个月左右，高考命题人
便会开始进行遴选，通常由高校教师
和中学教师组成，这个过程被称为“入
闱”。相关部门会对入选的命题人进
行全面审查、加强保密教育、签署保密
协议。

在高考命题期间，命题人不允许使
用任何通讯设备，只能通过固定电话对
外联络，且通话内容会受到全程监听。
即使命题人侥幸将通讯设备带入了命
题场所，场所内各处安装的信号屏蔽设
备，也会让手机等无法正常使用。

高考试卷初步形成后，还要经过专
家的反复试验、检查，直到全体意见统
一，不再有分歧，高考试卷才算最终完
成。在这个过程中，命题人不仅要在命
题过程中绞尽脑汁，出完的题目还要与

市面上练习册中的习题进行比对，防止
出现重复题目。

在命题工作结束后，命题人仍然不
能离开命题场所，而是要一直等到高考
结束，当所有考生走出考场后，他们才
能离开。即使离开，根据规定，参加命
题的工作人员在一定时间内未经考试
主管部门准许也不得参与编写、出版高
考相关辅导用书和资料。

印刷单位垃圾、下水道都被严控

每到高考季，高考试卷在监狱印刷
的相关新闻总会引起大家的好奇，这也
并非空穴来风。能进行高考试卷印制
的单位，都必须拥有由教育部和国家保
密局共同颁发甲级国家秘密载体印制
资质，监狱确实位列其中。在《关于进
一步加强国家统一考试保密管理工作
的通知》中明确说明，“对经审查符合考
试试卷印制保密条件的监狱印刷厂，可
发给其限定许可范围的《国家秘密载体
复制许可证》，许可范围一栏应注明‘仅
限考试试卷类印制’字样。”因此，只要
符合一定条件，监狱可以成为高考试卷
的印刷单位。

除了监狱外，承担高考试卷印刷任
务的单位一般在高考前一个月进行全
封闭式管理，各个车间均设有完善的门
禁、监控、防盗系统，不仅24小时有安

保人员轮班值守，就连下水道都会安装
防护网。

直接接触试卷的工人同样要进行
封闭管理。管理严格程度与命题人相
差无几。为了防止漏题，他们产生的所
有垃圾都要经过粉碎后才能被运送出
印制单位。同样，他们也要在高考结束
后才能重获“自由”。

运输过程实时监控

高考试卷印刷完毕后便要被运送
至各个地区考点，作为唯一的流动环
节，运输过程是高考试卷安全保障工作
的重点。

如果按保密级别划分，高考试卷属
于最高级别的“绝密”。因此，打包好的
高考试卷通常会由特勤车队进行押运，
特勤车队中既包含来自考试中心的工
作人员，也有当地公安及武警官兵。

特勤车队的行程在出发前便已规
划完毕，所有车辆都安装有卫星定位
装置，车辆一旦偏离既定路线，远程监
控人员可以立即作出反应。同时，每辆
车的内外角落都安装有摄像设备，对
车内外情况进行实时监控，所有数据
都会被实时传送至指挥中心，有专门人
员通过视频远程监控运输过程。同时，
整个过程完整的监控视频也将被存
档，以便出现问题时进行回看，寻找可

能的疏漏。

“守卷人”与试卷“同吃同住”

高考试卷在运抵各考点后会被存
放在专门的试卷保密室，保密室的建设
同样有着严格要求。根据相关规定，试
卷保密室必须设在楼房的第二层以上，
房间必须是钢混或者砖混结构的套间，
具备防盗、防火、防潮、防鼠功能，配备
铁门、铁窗、铁柜，铁柜的数量需能够满
足分科存放全部试卷的要求。套间的
外屋供值班人员生活起居，内屋则用于
存放试卷，内外屋之间须安装防盗门。

在试卷保密室内，有一批“守卷人”
和高考试卷“同吃同住”。不同“守卷
人”间会进行轮班换岗，无论吃饭、洗漱
还是上厕所，考卷24小时不能离开人
员看守。除了“守卷人”贴身看守，保密
室内外还安装有电子监控以及红外报
警装置，红外报警装置与110系统联
网，一旦触发警报，相关人员能够以最
快速度赶到现场。

要进入试卷保密室，通常至少要经
过三道门。不同门之间使用不同钥匙，
且分别存放在不同人手中。也就是说，
要进入试卷保密室，至少要三个人同时
在场。正是每个环节滴水不漏的安全
保障措施，才最终保障了高考的公平
进行。 （人民网）

2023年全国高考已开启。从1977
年恢复高考，到如今高等教育进入普及
化发展阶段，高考改革的脚步一直未
停。在对未来教育的塑造过程中，高考
正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6月7日，2023年全国高考启幕。
今年高考的报名人数为1291万人，再
创历史新高。在之前召开的2023年全
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
上，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曾强
调要深化高考综合改革，进一步打好高
考改革的“攻坚战”。

高考常被称为“指挥棒”，这意味着
高考制度在中国教育体系中具有“牵一
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正因如此，高考制
度的变革会引发万千考生、教育工作
者，以及广大群众的深切关注。在对未
来教育的塑造过程中，高考正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高考改变中小学教育模式

从1952年我国建立全国统一的考
试招生制度以来，我国高考改革从未停
止步伐。

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
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正式颁布，标
志着我国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正
式启动。截至目前，已经有29个省份
分5个批次启动了高考综合改革，在考
试内容、形式、招生录取方式等方面实
施了系列改革举措。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
院副教授王新凤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近
年来的高考改革举措从多个方面改变
了中小学的育人模式。

“以教学内容为例，2020年教育部
考试中心发布《中国高考评价体系》，对
中小学要教什么、怎么教、怎么考提出

了新的要求。过去的教学内容更多以
知识记忆为主，但在新高考改革的引导
下，教学内容将更加聚焦核心素养。这
对我们加强教研力量，加强对中小学教
师的培养培训也提出了新要求。”王新
凤说。

改变过去单纯对知识或者能力的
考查，聚焦核心素养考查，是新高考从

“知识导向”向“素养导向”转变的具体
体现。作为主要改革举措，新高考实施
选择性考试科目设置，形成了“3+3”

“3+1+2”两种考试科目组织方式。
在选择性考试科目设置下，新高考

改革省份高中学校形成了大走班、小走
班等不同的选课走班模式，在不同程度
上改变了过去固定行政班级授课的教
学组织形式。

随着“走班制”一同出现的是分大
小班上课的教学形式，讲座式的短线课
程实施大班制，研究型的课程实行小班
制。在新高考制度激励下，高中的教学
模式变得更接近大学。

招考方式更加多元化

新高考改革政策出台之前，社会舆
论对高考改革的呼声强烈。此后我国
启动多项改革措施都是为了破解“唯分
数论”，实现多把尺子“量”人才。

综合素质评价是新一轮高考改革
的亮点之一。新高考提出规范中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探索将过程评价结果纳
入招生录取参考。高中学校建立高中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包括思想品
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
会实践等5个方面。

新高考改革省份特别重视中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活
动和研究性学习的导向作用，为每个学

生提供个性化的综合素质评价档案。
除了强化过程评价，新高考还推出

了“两依据一参考”的综合评价招生模
式。即高校依据统一高考成绩、高中学
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
价，进行择优录取。

上海、浙江等新高考改革省份在部
分试点高校实施了综合评价招生。例
如，浙江大学采取的“三位一体”综合评
价录取分数线，是以高考成绩乘85%，
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乘5%，面试成绩乘
10%综合计算出来的。

王新凤介绍，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
团队对浙江高校综合评价招生录取学
生的跟踪评价来看，综合评价招生的学
生高考录取成绩虽低于统一高考学生，
但表现出较好的学业潜力、专业认同、
综合素质，学习适应性总体较强。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提出，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
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党的二十
大报告提出了“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
革”“完善学校管理和教育评价体系”。
以教育评价改革牵动教育领域综合改
革，是未来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之一。

高校招录方式正在完善

随着高考改革不断推进，“高考加
分”“录取批次”等脍炙人口的名词正在
褪去其旧日的浓重色彩。新高考减少
和规范考试加分，逐步取消录取批次，
实施平行志愿招生录取办法，增加了高
校与学生的双向选择机会。

“总体来说，社会各界对新高考招
生录取方式的改革措施认同度比较高，
改革比较平稳，以高考实现科学选才的

目标达成度也比较高。”王新凤说。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人才发展

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陈志文表示：“高考
并不是唯一的评价人才机制和选拔人
才渠道。培养科技创新人才需要尊重
学科特性，充分考虑到拔尖人才的特殊
性，为他们打开各种选拔通道。”

教育部从2003年开始实施高等学
校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工作，即实施
自主招生政策。2014年以来，我国提
出规范自主招生，严格控制自主招生
规模，2015年起自主招生考核安排在
全国统一高考后进行。2020年，教育
部颁布《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
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将基础
学科拔尖学生的培养与招生选拔统筹
考虑，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
革试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坚持
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
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
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
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
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在为
国选才，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道路上，高
考依然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虽然人们都说高考是根‘指挥棒’，
但教育变革不能只靠高考改革。”陈志
文认为，教育变革仍需要全社会各个领
域的共同努力。

对于高考改革对未来教育的塑造
作用，王新凤同样提出了展望：“高考改
革是持续性、长期性、系统性、发展性
的过程，其效果需要经过更长时间检
验。随着高考综合改革在全国范围内
的推进，再加上教育内外环境复杂性和
教育系统内部改革难度的增加，提高
高考制度的科学性和公平性依然任重
而道远。” （人民网）

武装押运、专人看守……

揭 秘 高 考 试 卷 的 非 凡“ 旅 程 ”

高 考 改 革 正 在 塑 造 未 来 教 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