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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的新高考方案提出，2021年起合并录取批次。普通高校
招生录取只分为提前批和非提前批招生两批次。提前批主要安排
艺术、体育等特殊类型招生专业；非提前批安排所有普通本专科
招生专业。这意味着，在新高考时代，我们真的要跟“一本二本三
本”说再见了。与此同时，在志愿填报上，也将由现在的“院校”调
整为“院校专业组”。这些变化将给考生带来哪些影响？4月25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采访了部分志愿填报专家。

2021年起合并录取批次，向“一本二本三本”说再见

新高考时代，志愿填报有啥变化

【变化】当下我省考生在填
报志愿时， 非提前批志愿都集
中在6月26日-7月1日左右，录
取时间在7月14日-8月24日左
右。但新高考下，实行的是不分
批次，分段填报、分段录取。在
实际操作时，分物理、历史两个
类别， 根据实际参考人数的一
定比例，按照考生总成绩，从高
到低分三段填报志愿和录取。
高考总分位于第一段的考生先
填报志愿，随即投档录取；剩余
计划重新公布， 未被录取的第
一段考生与第二段考生一起填
报志愿后，再进行投档录取。以
此类推。 第三段志愿填报和录
取后， 如仍有院校专业未完成
计划的，实行征集志愿。

据了解， 按照我省初步设
计的方案， 将按高考成绩前
20%、60%、90%分成三段（实际分

段情况以最终公布的文件为准）。

【分析】李乐言认为，现行模
式下， 考生只有一次填报志愿和
录取的机会（不含提前批和征集
志愿）。但实行分段填报志愿和录
取， 可以使每一段的考生选报高
校的定位更加合理， 填报志愿更
有针对性， 可以有效降低考生志
愿填报风险。例如，某考生成绩居
前15%，在第一段填报志愿后，如
果没有被录取， 还可以继续与第
二段考生一起填报志愿和录取，
增加了考生的录取机会。

蔡晓辉分析， 学生在某一段
所选的学校范围大为增加。 比如
原来上了一本线， 只在本科一批
的400多所院校中选择10所填
报，而新高考下，处于第一段的考
生可以在所有本、 专科院校中进
行选择。

【变化】目前，我省一直按
院校平行志愿来进行录取，对
于一所高校而言通常只有文科
和理科两个投档线。 但新高考
实施后， 一所高校不再只有两
个投档线， 而是会有多个院校
专业组投档线。

【分析】蔡晓辉表示，填报
志愿时， 如果考生只是单纯参
考以前高校文理科投档线及其
对应的高考排名位次， 可能并

不能准确预估到所填志愿的投档
线。同时，以往一所高校内，热门
专业与冷门专业投档线分差一般
在20分左右。“实行院校专业组投
档后， 热门专业组和冷门专业组
的分差会更大。”蔡晓辉举了个浙
江新高考的例子。去年高考，温州
医科大学的八年制眼视光医学在
浙江新的录取规则下投档线为
658分，而温州医科大学最低的本
科专业投档线为573分，冷热差距
达85分。

【变化】 按照现行高考模
式， 许多家长和考生会等高考
成绩公布之后， 再结合往年高
校录取分数线来填报志愿。但
新高考实施后， 志愿填报的基
本单位由现在的“院校”调整为
“院校专业组”。 招生院校根据
不同专业的人才培养需要和选
考科目要求设置相应的院校专
业组。 一所高校可设置一个或
多个院校专业组， 一个院校专
业组内可包含数量不等的专
业， 同一院校专业组内各专业
的科目要求须相同。同时，我省
仍主要采用平行志愿投档模
式， 考生可以填报多个院校专
业组志愿。

【分析】对此，道南教育高
考研究专家蔡晓辉博士认为，
选考科目的合理与否， 直接关

系到考生高考志愿填报时能否报
考相应的院校与专业志愿。 家长
与考生必须充分结合自身的职
（学）业规划，围绕预期就读大学
专业， 合理确定选考科目。“新高
考实施后， 志愿填报不再是高考
结束之后的事， 进入高中在选科
前就要提前规划， 使选考科目与
大学专业相匹配。”

在京享学成高考升学规划研
究院李乐言老师看来，“院校专业
组”的设计，有利于维护学校招生
自主权， 还可以保证考生的选择
权。其打破了传统的文理科边界，
考生在志愿填报时可拥有更大的
自由度和选择权，基于高考成绩，
对自身专业兴趣给予更多的考
虑。 这也让高校能够更为综合地
考查考生的学科基础， 选拔到具
有相应特质的学生， 从而增强高
校与考生相互选择的匹配度。

■记者 黄京

填报志愿不再是高考结束以后的事

高校内不同专业的投档线分差将拉大

分段填报、分段录取将增加考生录取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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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录取批次利于淡化学历歧视

新高考方案中，还合并了非提前批的
所有录取批次。 也就是说现行的本科一
批、本科二批、本科三批以及高职专科批
都将不复存在。

李乐言认为，以前人为地根据分数来
将高校分为三六九等，在高考录取批次上
凸显本科一批、二批和三批，不仅给学校
贴上一本、二本的身份标签，引起社会的
学历歧视； 而且制造高校间的不平等竞
争， 加剧基础教育的名校情结等。“可以
说，合并录取批次有利于淡化学历歧视。”

在蔡晓辉看来，高校也能够在新高考
模式下，借助突出的办学特色、良好的教
学成果提升生源质量。比如，目前在我省
本科二批招生的四川外国语大学、浙江工
商大学，很可能在第一段就录满了所有招
生计划；目前在本科一批招生但需要通过
征集志愿才能录满的院校，很可能要在第
二段才能录满考生。“一些优秀的高职院
校， 比如我省的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等，由于办学实力
突出、知名度高，也很有可能在第二段就
能录满。”蔡晓辉说，一些高职院校比本科
院校的录取段次要高、生源质量更好将不
再是新鲜事。

面对新高考
学校咋“接招”
湖南知名中学校长们这样说

考试变为“3+1+2”，不再“一考定终身”，而是依
据3门全国统考科目成绩和3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
考科目成绩，参考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择优
录取学生———这样的新高考将会对高中教育教学带
来怎样的影响？4月25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采访了湖
南师大附中校长谢永红、 长沙市雅礼中学校长刘维
朝、长沙市一中校长廖德泉，请他们分析新高考带来
的新变化。

■记者 黄京 整理

普通高中肩负着“育
分”与“育人”双重历史使
命，在相当长的时期，“育
分” 被置于显要位置，阻
碍了素质教育发展。新高
考的价值旨趣在于促进
素质教育，帮助学生实现
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将
“育人”放在优先位置，是
普通高中在更新价值定
位过程中的必然选择，是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出发点。

教师是改革的参与
者和实践者，聚焦核心素
养的新高考对教师的教
育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学校应当为教师建立合
理评价机制，帮助教师在职
业生涯中不断进行自我教
育和发展。对于学生综合素
质， 学校不仅要实现完整、
客观、公正的记录，更要创
造发展空间，让学生的思想
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
艺术素养和社会实践实现
最大限度的优化。 同时，新
高考将标准化教学过渡到
个性化教学，要借助人工智
能、 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
来推进教学方式的转变，开
展教育质量的动态测评，建
立基于多元个体的公平公
正的科学评价体系。

考改、 招改将撬动
教改、 学改，“多元化”
“选择性”等关键词跃上
前所未有的高位， 选课
走班势必将成为普通高
中教学新常态。 考试科
目由“固定组合” 走向
“多元选择”， 现行行政
班级模式将在很大程度
上被解构， 学生会真正
地“流动”起来。而学生
对考试科目的选择有赖
于教师的指导， 促使教
师从单一的学科教学组

织者转向育人导师、 成长
导师，除了教学，他们还将
帮助学生作出基于兴趣特
长和职业愿景的个性选
择。 高校招生从单纯“看
分”转为也要“看人”，“一
参考” 的增设强化了人才
素质的全面性与个性化。

对于高中学校而言，
要变革以往重学业轻综合
素质的人才培养方式，科学
构建起学生成长支持体系，
向学生提供丰富的并可自
主选择的素质培养课程。

学生真正“流动”，教师将成育人导师、成长导师
湖南师大附中校长谢永红

新高考将形成分类
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
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健
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
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
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
教育、 认可多种学习成
果的终身学习“立交
桥”。接下来，中学要开
展生涯规划教育， 提高
教师生涯规划指导能力，
唤醒学生生涯规划意识，
使学生能依据自己的兴
趣、特长、潜能和国家的

人才需求、 高校的录取要
求等理性选科。

对中学而言，新高考带
来的最大的变化是教学组
织形式的改变。学生选择增
加，选科组合增多，“走班教
学”这一新的教学组织形式
成为必然，行政班级和教学
班级并存，对中学的教学管
理提出了新要求。“选科走
班” 教学组织工作需要学
校提前做好思想、师资、场
地、设备、管理、评价等准
备，提前进行沙盘推演。

开展生涯规划教育，为“选科走班”做好准备
长沙市一中校长廖德泉

促进素质教育，实现“育人”优先
长沙市雅礼中学校长刘维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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