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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梁建章 

 

当前教育领域内存在最大问题，是基础教育已跟不上知识爆炸的速度。 

人类的知识积累正在经历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如果把知识大厦比喻

成一个巨人，那么这个巨人正在不断地长高长大。创新需要站在巨人的肩

膀上，也就必须掌握更多的知识。100 年前，可能大学生就有资格参与科

研工作，但现在要实现前沿创新，也许博士生才是学历要求的起点。即使

是在企业里从事商用研发，大部分也都至少需要硕士生。而且各个学科之

间的交叉性也越来越强，比如现在的生物学家也需要学习统计学和计算机

算法等学科。 

不只是科研需要更多的知识，经济和社会也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哪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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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做一个农民、工人或者服务员，也需要具备管理机器人和电脑系统的

技能。工作以外，作为生活在复杂社会中的公民、家庭成员或者投资者，

也需要掌握更多的知识，其中包括基本的计算机、逻辑统计和经济金融知

识，所以这些都应该成为大学本科的基础课程。 

当整个社会需要每一个人都学习更多的东西时，好消息是学习工具也

变得越来越好，很多原本需要死记硬背的内容，现在只需要在手机上搜索

一下就可以得到答案，人工智能和网络未来还可以提供廉价的高质量的教

育内容。但坏消息是，在僵化的教育体系内，基础教育的效率非但没有提

高，反而是下降了。现在 18 岁的小孩所学的东西，和 30 年前没有本质的

区别，高考还是考这么点东西，但是家长和学校投入的时间、金钱却比以

往多得多，这就是教育内卷。大量额外投入只是为了那最后的“5分”——

把高考成绩从 95 分提高到 100 分，目的是可以考进更好牌子的大学，学

生没有兴趣去学习那些高考不考的内容。天赋高的学生（以下简称快学生）

为了最后 5 分而浪费大量时间不断刷题，导致中小学教育的效率持续下降。 

如何教育提速 

其实如果没有高考，对于快学生，完全可以大幅度提高教育的效率或

者提高完成课程的速度。可以想象把学校的班级分成快班和慢班。慢班用

两个学期完成的课程，比如现在初中的几何，快班可以一个学期完成。一

个学生无论身处慢班还是快班，在达到标准比如 80 分以后，就可以进入下

一阶段更深的内容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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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快学生可以更快地完成学业，到了大学阶段就可以学习更广泛的

学科，未来成为一个更全面和更年轻的科研人员。慢学生则可以花更多时

间，用于掌握必须的一些基础技能，比如代数等等。必须指出的是，我所

提出的分快班和慢班的建议，和现在很多学校的高班和低班不同。现在所

谓的快班，本质上其实是“高班”，不是更快地完成教学内容，而是补充

更多更难的题目例如奥数，学完了也不能更快地进入下一阶段，这种班级

还是为高考取得最后那 5 分所服务的，导致快学生浪费大量时间复习高考。

如果按照我的建议，快学生就可以提早毕业进入职场或者进入科研单位，

未来就有更好的职业发展和科创成就，这对于快学生个人和社会都很有好

处。 

也许有人会觉得，我的建议对于慢学生不公平。其实恰恰相反，现在

的教育制度也不利于慢学生。由于现行限制高中人数的政策，慢学生反而

被早早要求提前结束中学学业，接受低质量的职业教育。至于本文提的快

慢班方案，可以让快学生早点毕业，省出很多教育资源，反而可以增加对

慢学生的投入。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教育资源去掌握课程，其中既包括

中学的基础教育课程，也包括未来职业和社会必须的本科课程，如基础的

计算机、逻辑统计、金融理财等。慢学生不一定一直都慢，有些慢学生只

是晚熟，给他们打下良好的基础和工具性知识，才能为慢学生提供更加均

等的职业发展机会，减少贫富差距。再说，贫困家庭也可能有天资好的快

学生，不用花钱补奥数，只要能够快速学会标准课程，也能进入快班并且

提早完成学业，这就部分解决了贫困家庭上不起补习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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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实施方式可以是把初中和高中合并，普遍实行快慢班。快学生

4 年毕业，慢学生仍然 5-6 年毕业。小学也可以适当缩短到 5 年，大学本

科可以按照学生的速度维持在 3-4 年之间。当然上述改革的前提，是取消

中考和高考，让高中和大学本科教育彻底普及和均等化。 

未来如何测评和选拔人才 

如果有一门考试，一个学生只用了一年考了 95 分，另一个人用了两

年考了 100 分。如果你是一位教授，在招研究生会录取哪一名学生呢？现

在的考试制度显然倾向于后者，造成大家宁愿晚点参加考试，也不愿意早

点毕业来扩展知识的深度和广度。经常有人励志地说，自己为了考上北大

复读考了三年。与其对此表示钦佩，大家不如认真思考一下，这是多么严

重的资源浪费啊！ 

如果不通过分数来进行筛选，那么谁有机会进名牌大学呢？我在以往

的文章里写过，建议重点大学只办硕士班。非重点大学实现大学本科教育

的普及化和均等化。只要过了高中的标准，就可以上普通大学。大学可能

不需要快慢班，快学生可以通过选更多的课，或者提前毕业。一些有特长

的学生也可以在大学阶段选择更加个性化的课程，慢学生可以用更多的时

间掌握必修课程，本科教育可以是 3-4 年。 

取消高考，普及高质量的大学教育，是因为大学本科教育精英化的理

由已经不成立。以前的大学本科教育资源稀缺，所以必须严格筛选最好的

生源，但是现在大学本科教育已经足够丰富，而且可以通过互联网科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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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线上化和标准化，大幅度降低成本，我们完全可以让所有的中国孩子都

接受大学教育。快学生可能 18-19 岁就能本科毕业，还能选修多门学科的

基础课程。慢学生则需要到 20-21 岁，才能学完作为一个未来合格劳动者

和公民的课程。 

当然，到了研究生阶段和找工作阶段，还是需要一些能力考试的。可

以由各家研究生院和企业依照标准能力考试的成绩，来决定如何使用这些

标准。对于一般的工作，可能更注重语言和逻辑，年龄不是太需要考虑的

因素。如果是物理系博士的招生，则主要看其本科的数学和物理成绩，以

及完成学科课程的广度和速度。总之，各家研究生院和企业在择优录取过

程中，可以决定如何参照标准能力考试的成绩。 

解决内卷 

如果废除了高考，改为大学生毕业能力考试，是否还会引发内卷呢？

如果相关课程学得很广或者年龄小，都是名牌大学研究生院的加分项，那

么学生家长会尽量提速，或者学习更多的课程。这当然也是比较大的负担，

但是至少不是无效竞争，因为比起为了高考最后 5 分而无效刷题，节省学

习时间或者学习更多的学科，对于未来终究是更有价值的。而且对于行为

价值的高低，会由用人单位来确定，而非基于高考的一刀切。可以预想，

这样就会有很多快学生提前完成学业，未来就有更多职业发展和成家立业

的时间（这对于快学生中的女性来说尤其是个好消息）。 

少年班和跳级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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