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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
作为全国两个高考综合

改革试点之一，今年，浙江首
次“新高考”招生录取工作结
束。据统计，浙江省2017年普
通高校和单独考试招生共录
取新生27.2万人。 吴国平表
示， 首次新高考招生实现了
“普通高考录取率高于以往”
的目标，但同时，也引发了中
学教育的大变革。

文理不分科
必考和选考相结合

浙江作为全国高考改革
的“领头羊”，其考试模式也成
为湖南等地的参考。浙江新高
考实施后不再分文理科，实行
统一高考与高中学考，必考与
选考相结合。 高考总分为750
分，必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
语， 每科150分， 原始成绩呈
现；选考科目为政治、历史、地
理、物理、化学、生物、技术(信
息技术+通用)7门，每科100分
（学考题70分+加试题30分），
等级赋分成绩。

此外，考试时间和次数也
发生了变化。语文和数学每年
6月7日考一次； 外语每年6月

和10月考两次，6月考试限于
当年的高考考生；选考科目每
年4月和10月考两次， 高考成
绩选用其中的一次。

吴国平介绍，考试模式的
变化， 让高校和考生的选择
性、自主性增加。填志愿时，考
生按“专业+学校”填报志愿，每
次可填80个。在录取时，取消了
录取批次， 按学生成绩分段投
档；同时实行基于专业的选拔，
不以高校划定录取分数线。

招生多元化，走班成常态

从今年的高考成绩来看，
吴国平表示，浙江省今年高考
三门选考中300分满分的人数
超过200人，297分以上的达
到千人；统一高考所得成绩扁
平化现象十分突出。 因此，许
多高校为了招到适合其自身
办学要求和培养目标的学生，
会建立并加大“基于学业水平
测试、综合素质评价和统一选
拔考试”的“三位一体”多元化
招生的力度。

高招方式和内容的变化，
引起学校课程体系发生变
化。突出表现在，课程结构更

加复杂、选修课进一步增加、
课程设置更加灵活等。另外，
一个显著的变化是 ，“走班
制”成为常态。因为学生的选
考科目不一样， 每个人的课
表也就不一样， 就不会固定
在一个班级上课。

班级管理、师资统筹成挑战

“新高考引起学校教学生
态的大变化，给中学教育带来
了巨大的挑战。”在分享中，吴
国平介绍了几个备受关注的
难题。首先，实行“走班制”之
后，在排课、教学班学生管理
以及教师评价上， 都带来难
度。其次，由于学生选考科目
的不平衡，导致不同学科教师
的结构性失衡。“由于物理科
目偏难，选考人数较少；而技
术科目相对容易，选考人数较
多。这使得许多学校物理老师
有余，而技术老师不足。”

同时，由于选考科目实施
的是等级赋分成绩，并不是考
生的原始分。那么，选考科目
在平时应该怎样计分？学生的
成绩怎样才算达标？这些都是
中学必须考虑的问题。

湖南新高考怎么改？“走班制”或成常态
我省综改方案预计明年6月底前报备教育部 专家建议：学生可根据四个方面选课应对

学校须尊重学生个性
长沙市雅礼中学校长刘维朝表

示， 从2014年教育部高考改革方案出
台后，雅礼中学就一直关注新高考。不
可否认，新高考的变化很大，湖南必须
提前应对。在雅礼中学，目前已开设职
业生涯规划课程， 同时在选课走班上
已做了一些制度、 技术建设等方面的
探索工作。

刘维朝认为，相较现行高考制度，
新高考的显著特点是“提供选择”，无
论是学生还是中学、 高校都提供了更
多选择。但就学生而言，选择机会多和
选择能力弱是一种矛盾。 面对多种可
能性、 面对不确定性， 做出合适的选
择，对学生是一种挑战。他表示，学校
必须一如既往尊重学生个性， 为学生
拓宽成长空间，提供各种选择机会，满
足多元发展需要。

湖南的新高考具体怎么
实施？面对浙江和上海今年首
次新高考和招生工作中出现
的问题，湖南将如何解决和应
对？记者今日从省教育部门获
悉，我省目前正在抓紧研究制
定新高考综合改革实施方案，
预计明年6月底前将报教育部
备案。

新高考
将从2018年高一新生实施

据悉，去年4月，我省正式
发布《湖南省深化考试招生制
度改革实施方案》（下称《方
案》）。根据《方案》，我省新高考
实施“3+3”制度，文理不分科，

外语可考两次。 高校在录取
时，将依据考生语、数、外全国
统考成绩和自主选择的三门
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
素质评价情况， 择优录取学
生。新高考将从2018年高一新
生开始实施，2021年高考时将
按新高考制度录取新生。

去年10月，新高考的两个重
要配套方案———《湖南省普通高
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和
《湖南省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实施办法》正式公布。

新学考将分为合格性考
试和等级性考试，其中，等级
性考试共6个科目， 包括思想
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
生物。考生根据自身的兴趣特

长以及拟报考高校有关要求，
在6个科目中自主选择科目参
加考试， 确定其中3个科目的
成绩计入高校招生录取总成
绩。综合素质评价则主要评价
学生的思想品德、 学业水平、
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会实
践等五个方面，将为高校招生
录取提供重要参考。

将出台一系列新高考细则

目前，我省的高中学业水
平考试已经实现全省统筹按
高考标准组考。比如，按高考
要求和模式设置考点、编排考
场，印制试卷和实行全省统一
集中阅卷，以及实行监控视频

回放审看制度等。同时，长沙
市教育局、 桃源县教育局、汨
罗市一中等33个单位，已成为
全省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
价改革试点单位， 综合素质评
价管理平台也正在开发研制。

接下来， 我省将按新高考
的要求归纳梳理我省高考综
合改革的难点、关键点和需要
解决的主要问题。大家关注度
较高的“选考科目成绩计分方
式”、“志愿设置和填报方式”、
“综合素质评价使用方式”等
都会出台细则。将根据教育部
改革要求，借鉴试点省市改革
经验做法， 结合我省实际情
况，研究提出我省新高考具体
实施办法。

湖南新高考将从2018年秋季高一新生开始实
施。对学校、老师和考生而言，全新的考试方式和
录取模式， 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选择。8月26日
-27日，全省20余所中学校长齐聚长沙雅礼中学，
共同探讨新高考背景下的中学教学改革。同时，作
为教育部卓越校长领航工程刘维朝校长工作室的
成员，他们还开展了为期两天的暑期集中研修。

活动现场，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中学校长吴国
平“现身说法”，为大家详细解读了浙江新高考的
变化和学校开展的教学改革。28日，记者也从我省
教育部门获悉， 我省正在抓紧研究制定新高考综
合改革实施方案，预计明年6月底前将报教育部备
案。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毛丹 通讯员 倪慧颖

【浙江模式】 多元选拔模式引领教育变革

深化课程改革
发挥网课作用

为应对新高考，吴国平
表示，镇海中学一直在积极
探索教学改革。

着力构建具有学校特
色的宝塔型课程结构的同
时， 加强学生生涯规划指
导， 帮助他们根据兴趣爱
好、学科特长、专业需求等
正确选择选考科目，科学确
定不同学生的选考时间。在
镇海中学，推出了“选课导
师制”： 学生自主选择一名
导师，在导师和家长的指导
下了解自己的生涯规划，正
确选择选考科目。

为加强班级管理，该校
还实行了“行政班”与“教学
班”相结合的方式。必考科
目尽量在行政班，而选考科
目则安排在教学班。针对师
资失衡，部分科目无法实施
实时教学的情况，可以利用
现代教育技术，运用网络平
台解决由于师资、教室等限
制带来的困难。

【湖南改革】 新高考综合改革方案正在研究制定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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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四个方面进行选课
我省教育专家建议，学生可根据

个人兴趣、科目特长、职业规划和人
生目标四个方面进行选课。越是学科
倾向明显或越早进行职业规划的学
生，就能越好地运用选择权。如果学
生掌握知识能力表现优秀，但对未来
职业、 人生却没有起码的思考和规
划，那么在高一开学之前，家长和孩
子应当提早关注个人的人生规划，为
新高中生活做好心理准备建设。

新高考要求学生及早进行学习规
划，增强自我认知、管理能力，建议考生：

1.提高课堂学习效率，提前预习，
重视基础。

2.利用好假期，学生可对高一各
科教材先行学习，了解高中的各学科
知识特点和学习方法，把思维从初中
的思维方式上转换过来。

3.转变学习方式，高中生活与初
中相比， 将会多出很多自习时间。每
个人的自习效果很大程度决定了学
习成绩。 所以学会自我计划和管理，
自我克制和自觉，显得尤为重要。

4. 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大量阅读，
培养阅读习惯，进行大量课内外阅读
是高中生活必不可少的一环。

建议

新高考方案对考生来说是一种新的挑战和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