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素质档案在高校招生中的
“初筛”构想与风险分析 *

张红霞

摘要 在高校招生中使用综合素质档案对高校人才选拔及高中学校教育都有重要意义。 基于
履历分析技术，在高校招生中发挥综合素质档案的初筛作用，将其作为招生面试前的辅助手
段，可能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实现路径，这是由履历分析技术本身的特点及其与综合素质档案
“初筛”的适切性决定的，同时，初筛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研究提出了档案“初筛”的构想思
路，即重构评价内容、确定评价标准、选择评价方式。 档案“初筛”的四个步骤：第一，阅读档案；
第二，做出评价；第三，确定面试资格；第四，进入面试。 最后，对综合素质档案初筛的科学性、
专业性、效度、公平公正性、时间成本等问题做了风险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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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新高考改革“两依据一参考”多元录取机制的确立，综合素质评价
作为高校招生录取的重要参考深受人们关注。 2014年 12 月颁布的《关于加强和
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教基二［2014］11 号 ，以下简称《意
见》）明确提出，综合素质评价是高校招生的重要参考，“高中学校要将学生综合
素质档案提供给高校招生使用”。 那么，为什么要在高校招生中使用综合素质档
案，综合素质档案究竟要参考什么、怎么参考、参考了以后怎么办等都是高校招
生部门面临的迫切现实问题。

一、 探索高校招生使用综合素质档案的必要性

（一）高校招生选拔信息多样化的应然要求
众所周知，我国自 1977 年恢复高考以来，高校招生主要以高考成绩作为录

取标准，平行志愿招生录取机制确立后，有效缓解顺序志愿录取机制弊端的同
时，也将高考分数的决定性作用推向了极致，高考成绩成为高校招生选拔的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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