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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中教育多元化发展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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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近年来，国内高中教育的多元化发展逐渐被重视，一众政策方针的支持下，多元化发展正在稳步迈进但仍任重而道远。

本文重点分析了我国高中教育的多元化发展。特别是，我们旨在了解中国高中多元化的政策变化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

的政策。此外，还提出了一些高中多元化发展政策问题和高中多元化发展建议，考察当代中国高中教育多元化发展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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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high school education in my country has gradually been valued. 
With the support of a number of policies and guidelines,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is progressing steadily, but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high school education in China. In particular, we aim 
to understand what the policy changes are for the diversification of high schools in China and why such policies exist. In 
addition, some policy issu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diversification of high school development are proposed, and the pattern 
of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high school educ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is exam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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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高中多元化的政策变化

高中教育在整个学校教育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和

独特价值，不可替代。它不仅在国家人才培养战略中占

据重要位置，也对个人的生活幸福和职业成功至关重要。

高中教育既是基础教育的顶峰，也是职业预科教育的起

点。通过接受高中教育，一个人不仅能够提升学习能力，

还意味着其品格和素质正在成熟发展。因此，在个人健

康成长、生活幸福以及国家竞争力提升等方面，高中教

育都具备非常重要的意义 [1]。从学校体制改革的角度

来看，我国中等教育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首先是自新

中国成立初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期。这一时期仅

包括普通中等教育。随着改革开放和 1985 年中共中央

颁布并实施教育体制改革决定，中等教育结构发生了变

化，特别是在推进职业技术教育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使原有的中等教育不断分化为普通和职业两类学校。这

种转变标志着我国中等教育体系开始朝着更加多元化、

专业化的方向迈进。1995 年召开的全国普通中等教育

工作会议将普通中等学校划分为四种办学模式，包括“预

科教育、综合中等学校、重点职业预科教育中等学校和

特色中等学校”。这一举措标志着普通中等学校的发展

已经进入了一个多样化和全方位发展的阶段。从那时起，

普通高中开始了分级发展的新探索，并在此基础上不断

完善与发展。当前，尽管师范中学在教育体系、结构以

及培养模式等方面呈现出多种趋势，但仍未达到理想水

平。同时，有待进一步提升的是相关扶持措施的完善程

度和质量，各学校的运行机制存在着许多缺陷，甚至需

要进一步整顿、规范、完善和细化。因此，在当前阶段

还需在多个领域进行改进和提升。

二、教育多样性的探索

199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国教育改革和

发展纲要》中强调，普通高中的教育方式和体制应当呈

现多样化。接着，政府提出了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发展的

思路，要求逐步实现不同学校的教育体制和方式的多样

性。随后，在 1995 年，国家教委召开全国普通高中教

育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继续推进普通高中教育模式改革，

摒弃过去单一模式的历史包袱，扩大招生渠道，并提升

教育质量。旨在确保全国各地的普通高中都能够健康、

均衡地发展，这些努力意在让学生有机会结合个人意愿

选择适宜的课程，并通过选课机制实现分流。综合性高

中具有两个主要作用：一是为学生升学做准备，二是为

其就业做准备。此外，特殊高中侧重于职业导向，注重

独特培养项目，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促进学生的个性

发展，例如外语、体育、艺术或特定科目等方面 [2]。

三、教育多元化的前景

1994 年，国务院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

领的意见》[3]，并在 2000 年提出了在每个县设立一到

两所重点中学的计划。该文件还明确提出在全国范围内

建设大约 1000 所实验示范高中。认真贯彻这些指导思



| 217现代教育与应用
Modern Education and Application

想已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一项重要责任，并已经成为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各类学校的核心任务之一 [4]。

2000 年我们国家教育事业发展中，参照结合《实

施意见》，明确了信息化战略的任务。参照结合《纲要》

规定，到本世纪末，国民教育水平显着进一步提升，全

力发展城乡劳动者就业前和就业后教育为各类专门人

才 ; 培养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应当需要的人才；一定要

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系统的基本结构。

同时，到2000年，全国要基本做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为此，实施意见提出分区原则、分类指引和分步实施办

法，允许不同地区因地制宜有不同目标和发展速度。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当制定并实施本县、市普及九年

义务教育的阶段性计划，并组织实施相关验收手续。[5]。

依据结合实施意见，应在推广九年义务教育后，

着力普及中等教育，特别是在大城市和沿海经济发达地

区。可以考虑在不同区域实施学校分流计划，其中包括

规划小学、中学和高中。此外，需要加强职业教育的开

展 [5]，并逐步确立初、中、高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共

同发展、相互衔接且比例合理的一系列教育规划。此外

还需要重视并促进少数民族的教育事业。因此，在教育

经费、师资培训以及世界银行融资等方面，中央和地方

政府应采取特殊优惠政策支持少数民族的教育发展。预

测到约 2000 年左右，全国将基本建立起电子化教育网

络系统。同时，需加强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拓展对外

开放的努力。成立全国留学生管理委员会是必要举措，

依照法规对国内外留学生的招收、选拔和监管进行规范

管理 [6,7,8]。

四、教育多元化稳步推进

1995 年，全国高中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了普通中等

学校的办学模式，包括“预科教育、综合中等学校、重

点职业预科教育中等学校、特色中等学校”四种类型。

在这一时期的课程改革中，呈现出以下明显的特征：

（1）" 素质教育 " 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自 1990 年

以来，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在政策调整中强调了对学生思

想道德素质、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基于

《普通中等教育任务指导》进行了调整，并将九个方面

作为基础要求。同时，义务教育年限开始关注提高中等

教育的质量要求 [9,10]。

（2）为了适应普通高中的教学方式，课程结构一

定要进行改革和调整。《纲要》提出改革课程结构，并

在实施意见中进一步不断增强与职业教育的对接合作。

此外，1995 年《意见》再次强调普通中学应具备“基

础教育”属性。总之，为适应普通高中的办学方式，《纲

要》和《若干意见》均指出，应当需要在课程结构上做

出相应调整，满足多种多样办学需求。

（3）为了培养“四大新生”，需要持续强化道德

教育。这包括抵制任何侵蚀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剥削阶级

腐朽思想的行为，坚定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重点在于确保学生明白以服务人民为宗旨，并树立科学

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我们提出了指导方针，即通过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

论来进行学生政治教育。

（4）教育部在推进学习方式改革的过程中迈出了

重要的一步，即增加研究性学习课程。具体而言，在全

日制高中总体课程计划（实验修订）中，进一步加强了

“探究性学习”的内容，以期激发更多学生参与其中、

深入思考与独立探索。

（5）为了适应基础教育体制改革，我建议建立“三

级课程管理体系”。该制度明确了“中央与地方联系的

指导意见，进一步构建了中央与省（自治区、直辖市）

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教育管理体制”。国家负责学校

基础教育，颁布课程和课程标准。各地有权决定地区制

度，其中包含教学计划的选择、考试方式等，同时赋予

地方和学校课程自主权 [11]。

五、高中多元化发展政策问题与建议

参照结合《党中央对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该文件由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借助中共

中央委员会。提出，要维护和完善民生保障体系，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城乡统筹是不可或缺的

手段。教育体系的建设对于满足所有人的终身学习需求

至关重要，并且具备长远战略意义。因此，我们应该积

极地构建一个为民众终身学习提供服务的教育系统，同

时注重当前和未来，以确保每个人都能获得终身学习的

机会。在建设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时，我们要更加重

视教育，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为全民教育服

务，让教育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民。这将有助于更好地

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学习需求，同时增加获得知识的机

会 [12]。

为了建立一个能够为所有人提供终身学习服务的

教育体系，我们必须共同努力。教育必须成为消除贫穷

的一个组成部分和重要部分。地方政府要承担主要责任，

增加财政支持，这将有助于建立多利益攸关方的教育和

减贫合作机制，以支持实现消除贫穷的目标 [13]。与此

同时，急需加速行动来推动中等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

并广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项目，以进一步增强教育促进

脱贫的能力。除此之外，还要积极推动中等教育事业的

发展，并继续贯彻大学录取优惠政策，完善学生就业资

助服务体系，并拓宽扶贫渠道。我们的目标是构建服务

国家的终身学习教育体系，促进各级各类高等教育共同

发展。更重要的是整合各阶段学习，完善专业技术培训、

高等教育课程和继续培训机制；参加象征着各班级吸收

中国高中教育多元化发展浅析



218 | 第 2 卷 / 第 7 期

新知识、新技能的“1+1>2”协同效应；

我们需要根据需求优化人才结构和培养模式。多

所高校对服务于同一产业链的相关专业进行优化整合，

打造出一批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应用型专业集群，在

一些地方是急需的。推动高校转型，深化人才培养方案

和课程体系改革，不断探索产教融合、协同教育的人才

培养模式。

我们试图通过高等职业、应用导向的本科生到专

业研究生的渠道。通过高等职业、应用型本科到专业学

位的毕业生渠道。规范中等职业升学本科生的渠道。

2015 年 6 月，教育部印发《关于 2015 年高等职业教育

分类考试招生的意见》，要求中等职业教育和本科教育

规范化。少数符合社会需要、适合中等职业毕业生学习、

技术要求高、实践操作性强、培养周期长的专业，入选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 年）》试点。要

稳步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横向融合。2016 年，《教

育部关于推进高等教育学分认定与转化的意见》明确，

中国开放大学以“信用银行”为基础，组织部分职业院

校开展学分认定转化。 要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多样化

高素质人才的需要，为学生建立多元化选择的“立交桥”

和多路径，适度提高专业高等职业院校招收中等职业学

校毕业生的比例、招收高等院校本科毕业生的比例， 

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据《中国教育报》报道，

“高中生在普遍就业比例中的比重仍应坚持普遍均等原

则，不可动摇。”

六、关于高中多元化发展的建议

面对学生心理教育存在的难题，需要一一分解，

一一改进。在意志素质方面，需要着力培养学生的几种

素质：“自觉、果断、坚韧、自制力”；在自我意识方

面，应教育学生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既不盲目傲慢，

也不自卑，客观看待自己，培养自信;在情感修养方面，

要鼓励学生形成热情、奔放、坚毅的“开放性格”，培

养独立思考的能力，摆脱情绪不当带来的心理矛盾和不

适。要有职业意识，应该教育学生，不管做什么，只要

认真学习专业知识，把自己的精力和爱心都投入其中，

并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尽力完成工作，用自己的行动赢

得社会的尊重，而不是靠空谈和所谓的“热门专业”。 

如果能做到以上内容，学生的心理素质必将大大提高，

在高等职业教育与高等院校的普通教育融合后，学员们

将保持比较良好的状态来面对变化和挑战，而不是盲目

地逃避和恐惧，只有这样，多元化的高中才能达到其目

的。

在教学过程中，应启发学生通过分类和批量来学

习。由于基础和目标不一样，在学习的过程中，他们仍

有可以相互学习的地方。因此，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应

该接受教学上的差异。从教师的角度来看，在教学过程

中要考虑异同，鼓励学生在必修课之外发展知识，为以

后的生活打下更坚实的基础。从管理层面看，要出台鼓

励互学互鉴的政策，从而促进高校多元化。由于培训模

式不同，我们可以采用双元制教学模式，可以分为两类

不同学生比例的班级，可以有效促进高校多样性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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