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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提升,教育层面全国高考录取率历年递增。高中教育以注重学生

文化课程、实践操作和艺术品德全面培养,但高考分数作为是高中院校主要考核指标和学生及家长首

要顾虑,因此学校、家长和学生的高中学习侧重点有所偏离。数据显示,随着高考人数的增加,本专科

院校招生数量也在增加。2019年全国高考人数约为1031万,同年普通本专科院校招生约790万。其中本

科招生约为422万人,专科招生人数为369万人。占总人数的36%之多。为满足国家综合发展的需要,专

科院校在高考录取率的占比日益明显。由此这些高考生在专科院校学习时,现行以高考为重的高中教

育趋势对当下大专生的学习是否创造优势或者带来不适。本文通过对乌鲁木齐五所大专院校一千多

名在读学生的的问卷调查分析基础上,结合系统理论探究这个问题。意图了解当下大专生学习过程中

高中教育对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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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高考≠本科 

自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后,我国录

取率逐年递增。1977年时录取人数仅为

27万人,是当时报考人数的5%,截止到

了2017年录取率上身到74.46%,录取人

数超700万。从恢复高考四十年时间里

累计毕业的大学生总数达11518.2万人,

其中本科生约有5759.1万人。相对我国

人口基数这个数据还是不容乐观的。基

于我国14亿人口,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

例不到9%,其中本科生只占4.43%。通

过下图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历年报考人

数增减不同,但国家一直在保证录取

率稳步上升。其中大专院校招生力度

在国家政策引导下大幅增加。教育部

门也不断发展“职业教育”,从高中到

大学,都铺设了各种专科就业渠道,从

而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题,或许未来的

某一天,高考录取率将达到100%,按着

发展趋势其中专科生数量等同于本科

生的情况。 

 

通过公开资料整理,截止2019年全

国普通高中招生人数839.49万人,比上

年增加46.79万人,增长5.90%；在校生

2414.31万人,比上年增加38.93万人,增

长1.64%；毕业生789.25万人,比上年增

加10.01万人,增长1.28%。这背后主要原

因是国家对教育的大力扶持,2019年全

国普通高中院校有1.40万所,比上年增

加227所,增长1.65%。根据2019年高考人 

 

数1031万数值估计,同年毕业789.25万

高中生几乎都参加了高考。但是根据当

年本科招生人数422万人计算,本科入学

率为53,5%,但其中还有我们较难统计清

类别近242万考生也与他们共同竞争。平

均而言,一所高中培养的十名学生

中,6.5个可以高考录取,这其中2.4个将

进入大专院校学习,而且这个比例还会

逐年递增。由此看来就统计学层面出发,

(图表一 历年高考报名几录取人数统计图,数据来源国家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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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教育中对于大专院校学习的衔接教

育也应重视,尤其是西北地区缺乏优质

师资的高中院校,更是应该思考在提升

毕业生本科率及一本率的遇到瓶颈,适

应国家统筹发展政策,考虑转型或改革

培养优良的大专型预备人才。 

家庭<学校 

家庭是每个人一生中第一所学校,

因为它对一个人终身成长有影响。这个

共识在人类社会中形成已久。根据系统

理论构成的社会环境概念出发,构成社

会环境主要包括家庭、学校、朋辈群体、

单位组织、社区、文化、大众传媒等。

其中学校作为社会环境认知的主要分水

岭,因为家庭作为亲属关系(或类亲属关

系)中相对较小的户内群体,是一个相互

合作而发挥功能的单位(破普诺,1999)。

孔德也把家庭比做社会结构中最基本的

细胞,因为家庭以(1)教导(由长辈向晚

辈直接传授社会经验和行为准则)；(2)

奖惩(长辈通过奖励和惩罚塑造晚辈行

为)；(3)榜样(晚辈会效仿长辈行为)；

(4)支持(通过情感与社会支持)四种方

式影响着个体的成长,无论是宏观层面

的纵向影响,还是微观层面横向影响。家

庭的影响方式和氛围使得学者认为家庭

的影响尤为重要。相对朋辈群体影响家

庭的稳定性强变异性小,家庭中发生的

变异代价对家庭中每个人都是巨大的,

而朋辈群体相对家庭变异性大稳定性小

的特点使得它容易结合达到“一加一大

于二”的效果。换言之,欢朋唤友刹那间,

一日夫妻百日恩。 

近三十年来学校的教育模式和软硬

件配比都大不同与往日,就相处时间而

言,除去晚上就寝时间,学生与父母相处

时间≤与老师相处时间≤与同伴相处时

间。还有诸如：学习时间、思考时间、

实践时长、玩耍时长等等时间都是基本

在学校课程和课余时间进行的。由此,

我们不难发现,当今学校是结合家庭环

境影响模式和朋辈群体影响的综合环

境。当代学校教育根据儿童年龄段,不仅

教授适龄文化知识,还有政治和思想品

德引导。它不仅允许学生根据需求构建

各类朋辈群体的同时,也会被要求一起 

 

守护班集体这个大家庭的“稳定性”。各

类评比、处分、表彰和警示是充分利用

奖惩和榜样方式影响个体的环境模式。

最后,学校在微观层面以班集体为单位,

在宏观层面以学校为单位致力于支持学

生个体的社会发展与参与。由此我们不

难得出结论,现如今学校对学生个体成

长影响远不亚于家庭影响。结合父母工

作情况多数家庭影响可能不及学校环境

的影响。而在学习环境影响中,其中高中

教育以高考为标准成为了学业影响中尤

为关键的影响环节。 

高中教育VS大专学习 

我们通过对乌鲁木齐市五所大专院

校不同专业1200名在读学生发放电子问

卷,开展了有关研究其中完成有效问卷

1013份。其中学生男女比率为男生

36.08%,女生63.92%,基本符合乌鲁木齐

市中专院校男女比例(39：61)的现状。

学生覆盖各个年纪(大一五成、大二四成

和大三一成)和各个专业。为了后期研究

便利我们将各专业归为文科、理科和艺

术体育类专业大类。 

在对学生父母文化程度的调查中发

现,被调查学生中父亲的文化程度普遍

高于母亲,这也使得我们在后期研究中

加入性别变量开展研究。学生中关于父

母文化程度想关系分析中,父亲文化程

度2.41(方差为1.64),母亲文化程度为

2.09(方差为1.66)因此可以知道如今中

专生家长文化程度上父亲们更趋向于初 

 

中与高中之间,而母亲基本以初中为主。

在对学生基于性别区分进行父母学历

的交叉比较时我们发现。男性学生与女

性学生的父母学历基本呈现出趋同性,

男性学生中父亲大专学历人数比高于

高中学历,而女性学生母亲学历高中与

大专学历比差相对其它四类更大。如图

表二所示： 

通过对父母学历和学生性别的相关

性分析我们还得出,女性学生中母亲学

历高于父亲的比例占比较高。父亲小学

学历且母亲初中和父亲学历初中且母亲

为大专的人数比例在去除性别比例差异

基础上仍高出一倍多。由此可以认为高

学历的母亲对于女性接触大专学习的支

撑程度会更大。在专业的选择上我们研

究发现,男学生以艺术体育类为最多

(61.24%)理工科类最少(11.38%),女学

生虽以文科类最多(52.18%),但最少的

也是理工科类(20.49%)。我们鉴于乌鲁

木齐至整个新疆理工科教育资源和硬件

设施有限及文化体育事业的丰富多元考

虑觉得这种呈现也是相对合理的。 

对高中学习的哪些课程在大专学习

阶段最为受用分析时发现,语文课的
i综

合平均得分7.8分,紧接着依次为政治

6.24和数学5.49分；哪些课程对现在学

习帮助最小或低效时统计分析答案依次

为化学6.32、物理6.23和数学5.18.对于

学生这种反馈我们又结合专业进行了量

化表格如下表三： 

(图表二 男女学生父母文化程度相关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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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三 不同专业学生对高中课程有效的感受反馈

帮助最大课 帮助第二 帮助第三 最后一位

理科生 语文(7.68) 数学(6.07) 政治(5.76) 地理

文科生 语文(7.91) 政治(7.03) 历史(5.60) 物理

艺术体育生 语文(7.72) 数学(5.87) 政治(5.57) 化学

最“低效”课 第二“低效” 第三“低效” 最后一位

理科生 化学 6.40 物理 6.11 数学 5.02 外语

文科生 物理 6.75 化学 6.56 地理 5.02 政治

艺术体育生 化学 5.99 物理 5.72 数学 5.57 政治

通过图表可以发现在有效课程的反

馈上不同专业大类学生反馈趋向于一致,

以语文课程为主,数学和政治课程紧随其

后,其中文科生对数学课帮助和低效都无

太大的感受,而理科生和艺术体育生对数

学课程是“爱恨交加”,即觉得是大专学

习有效帮助的课程,又觉得是大专学习中

帮助效率最低的课程。而不管是那个专业

的学生对于物理和化学课程低效性趋同

于一致。基于此我们开展了学生对课程期

望的研究。统计反应学生认为在高中学习

阶段,需要丰富课程内容的课程依次为语

文、政治、历史和数学课程；而需要增加

课时的课程依次为语文、数学、政治和生

物课程。随后我们对此进行了专业相关性

的归纳分析如图表四： 

通过学生的需求线ii我们不难发现

无论是在课程内容上还是课时增加上,

各个大类专业的学生首先都是选择语文

课为主。而选择其次的数学课与政治根

据学生专业的大类不同而表现出不同需

求。文科生相对理科生与艺术类学生对

数学的需求程度明显高于了政治课程,

而艺术类学生和理科生却恰恰相反。生

物学课程也是各大类学生希望课时和内

容有所增加和变革的,而历史学课程是

所有大类学生希望在不增加课时的前提

下,有丰富课程内容的课程。今后的高中

历史学课程是否应该注意这点,怎样让

学生在短时间内铭记中华民族的历史。 

综上数据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在

全国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时,乌鲁木齐高职

院校积极响应可以从学生对语文课程的

学习需求中侧面体现。当然这也跟现当今

新疆各单位招人时对普通话标准化要求

有一定联系。各个高校老师一定要具备普

通话资格证书才可以授课或上岗。反观学

生们对物理和化学的态度和期望,再一次

印证先前讨论到,新疆高校理工专业相关

资源的相对不完善。大到相关企业和专业

院校,小到各类资源和岗位,都是今后新

疆发展的一个重大突破口之一。 

就问卷调查显示学生在大专学习相

对顺利的,有一半以上学生(其中男生

62.77%；女生51.16%)觉得大专课余氛围

比高中时轻松,也有一部分学生觉得不

如高中时期(其中男生25.53%；女生

34.01%)。还有43.75%的女学生认为高中

对他们的疑问会更重视给予更耐心的解

答,持相同观点的男学生也有37.23%,且

该比重在各个专业大类趋同于一致。但

是在与同学相处和新朋友相处层面学生

的整体状态都是呈现良好趋势的。学业

以外与好友与家人的沟通都相对良好。

(综合评分分别为4.25和3.90) 

罗素曾说：“人生下来的时候只是无

知,但并不愚蠢；愚蠢是由后来的教育造

成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教育决定着

孩子们的未来。所以希望基于这次研究

能对新疆高中院校的课程设置和改革有

所建树的同时,对乌鲁木齐职业院校的

发展和规划也有所借鉴。 
ii选项平均综合得分＝(Σ频数×

权值)/本题填写人次。其中权值由选项

被排列的位置决定。 
ii这里相关变量原有性别变量,但

呈现的回归线不仅差异不大且相对紊乱

因此重新绘制去除性别的分析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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