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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管理学生学业、促进学生进步

的重要手段之一。上世纪 80 年

代初期，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实

行了史上最严厉的留级制度，一

方面抓教师的业务能力和学校管

理，另一方面也抓学生的学习和

考试管理。

当时，《中小学生学籍管

理规定》明确：语、数两科有一

门不及格或外语、理、化三科中

两门不及格或其他学科三门不及

格，给予一次补考后仍不及格，

将被留级。另外，体育不及格初

中不得毕业。

但是留级制度也因其“差

生标签化”“挤占教育资源”等

问题一直受到诟病。沪上一位小

学校长近日公开在报端分析说，

当时各地学校都存在入学难的问

题，但留级就会占用义务教育资

源，甚至有的学生留一级不行，

还要连续留几级，这就占用了其

他适龄学生的就学名额；有些学

生可能会因“留级生”的身份被

贴上差生标签，在校园和社区中

遭到歧视，从而影响到孩子的健

康成长；甚至留级人数增加直接

促使其中一部分人辍学。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

丙奇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

也提到，由于义务教育强调“义

务”“免费”，当时主流意见认

为，每个适龄学生享有九年义务

教育，而留级也就会导致享受义

务教育的年限延长，留级学生增

多，会导致财政投入增加，也会

带来新的教育不公平问题。

因此，我国于 2006 年修订

《义务教育法》时取消了因成绩

差而强制留级的制度。“义务教

育属基本公共服务，具有平等、

公平、强制等特征，所以原则上

不鼓励留级、跳级。其核心逻辑

在于保障所有学生平等享受九年

义务教育的权利，避免因学业表

现差异导致的教育排斥。具体是

否允许留级、跳级，由各地根据

实际情况制定相关政策。”

而在实际中，过去20年来，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留级现象很

少。“即便有家长主动提出让孩

子留级，教育部门也原则上不予

鼓励支持，会以学校没有多余学

位加以拒绝，要留级的学生，只

能采取病休的方式，休学一年后

再复学。”熊丙奇说。

然而，“一刀切”的不留级

政策在实践中逐渐暴露新问题。

据基层教师反映，部分学生因身

体发育迟缓、智力障碍或长期缺

课，在无法留级的情况下被迫“混

完”九年义务教育，导致“合格

率”沦为形式化指标。例如某地

初中教师提到，一名自闭症学生

因无法适应教学节奏，连续三年

数学成绩低于 20 分，却仍按流

程毕业，最终失去基础生存技能

培养机会。这种困境催生了教育

界对差异化政策的呼吁。

熊丙奇认为，“一刀切”地不

留级，往往会让部分学业确实跟不

上的学生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从

现实看，有个别学生确实因自身身

体与智力发育等问题，跟不上正常

的教学进度，如果不允许他们留级，

会让他们求学面临很大压力。就是

让他们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也只

是完成义务教育年限，并不能保障

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质量，即达到

合格要求。

新修订的《办法》正是对此

类现实需求的回应。第十四条明

确规定，特殊教育学生经残疾人

教育专家委员会评估后，可依据

实际情况降级就读。这一调整虽

未直接使用“留级”表述，但通

过赋予特殊教育群体学籍变动的

灵活性，实质上为部分学业困难

学生开辟了制度性缓冲空间。

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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