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高考政策改革方案 安徽高考政策
及高考改革方案(优秀8篇)

活动策划是一个需要灵活应变的工作，因为很多情况都是无
法预料的。下面是一些精心挑选的活动策划参考范本，供大
家在策划活动时参考使用。

内蒙古高考政策改革方案篇一

文理不分科，多地实行“3+3”模式，外语一年两考

在高考新方案中，文理不分科已成各地高考改革趋势，高考
科目“3+3”也成众多省份未来高考的新模式。

“3+3”模式是指，报考普通本科院校的考生，其高考成绩将
由语文、数学、外语3门统一高考成绩和考生选考的3门普通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等级性考试科目成绩构成。学生不再分文
理科，可以自主选择选考科目。就3门选考科目而言，各地多
采用“6选3”模式，即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
学、生物6个科目中自主选择3科作为考试科目。值得注意的
是，浙江采取的是“7选3”模式，除了以上所提到的6科，还
多了“技术(含通用技术和信息技术)”这项科目。

在分值设置上，绝大多数省份明确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
外语每科满分150分，学生自选3门科目每门满分100分，总分
合计750分。不过，上海、西藏有所不同，明确3门选考科目
每门70分，高考成绩总分满分660分，此外，江苏高考科目分
值尚未最终确定，但明确比现行的480分要高。海南要求以每
个科目原始分转换后的标准分呈现考生成绩，这是目前仅有
采用标准分这一计分方法的省份。

力求破除“一考定终身”是新一轮高考改革的重点方向。在
已公布高考改革方案的19省份中，绝大多数省份明确，外语



科目提供两次考试机会，考生可选择其中较高一次考试成绩
计入。

深化外语考试改革上，上海明确要建设外语标准化考试题库
和标准化考场，外语考试要为今后其他科目逐步推行标准化
考试积累经验。

高考改革方案解读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依据考生总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实行
“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分类投档录取;按照物理和历史分类
编制计划、分类划定分数线、分类投档录取;本科段招生除提
前批次外，实行同一批次录取。

新的高考模式对于学生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学生可以结
合自己的兴趣以及自己所想报考的专业来选择相应的学科，
这样一来可以有效地避开自己的弱项，提升自己的升学率。

深化英语考试改革。增加一次英语考试机会，学生可以参加
两次英语考试，将成绩最好的一次计入高考成绩中。两次时
间，一次是六月份全国统一考试还有一次根据教育部的考试
安排，平时多关注教育官网动态消息。

随着国家近几年对于高职教育的越发重视，新高考推进高职
高专院校分类考试招生改革。

面向中职学校毕业生招生。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毕业
生及具有同等学力社会人员可通过全省统一技能高考或单独
考试，报考省内高职高专院校。全省统一技能高考包括文化
综合考试和专业技能测试两部分，招生院校依据考生文化综
合考试和专业技能测试总成绩，实行平行志愿分类投档录取。
单独考试由经批准的高职高专院校组织，也可由相同或相近
类型院校联合组织。



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招生。普通高中毕业生可以在统一高考
前报考省内高职高专院校。考生须参加职业适应性测试。招
生院校依据考生合格性考试成绩、职业适应性测试成绩，参
考综合素质评价录取。

采用走班制。以后的学习方式是老师不动，学生走班学习，
由于大家所选专业的差异，不能再像之前一样高中三年都和
同一批同学在一个班学习了，大家互相走班学习，每个课程
可能认识的人都不一样了。走班实施起来相对还是比较困难
的，管理起来难度要比之前大很多，所以学校的综合实力影
响很大。

2021年异地高考政策

12021异地高考规定

长期在非户籍所在省(区、市)工作、学习的人员，在两地试
卷相同的前提下，考生可向工作或学习单位所在地及户籍所
在地的省级招办提出申请借考。经同意后，可在考生工作或
学习所在地的省(区、市)办理借考手续，参加考试。考生答
卷的评阅及录取事宜由其户籍所在地省级招办负责。

2如何参加异地高考

1、提交材料

在高三的上学期即11月左右，符合报考条件的随迁子女要在
学校提出申请，并提供基本材料。不用担心，老师回主动来
找你询问，期间最好和某个有经验的老师保持联系，随时提
交材料。

2、采集身份信息

以广州市为例，随迁子女要在12月1日前登陆广州市进城务工



人员随迁子女报考资格审核系统。进行身份信息的识别。如
果随迁子女及父母的身份信息与学籍系统登记的信息一致，
则激活，学校回将初始密码(一张小条子)发放给随迁子女;如
果不符合则要重新在系统上传，等待审核。

3、网上申报

以广州市为例，随迁子女在11月底凭身份证号和初始密码登
陆审核系统。

1.认真核对基本信息

(姓名，身份证号码，户籍，学籍，监护人等)发现有误的及
时联系报名点(通常是学校的教务处)更正。

2.填写审核信息

记得和父母参与审核，确保准确无误。

3.确认审核信息

以广州市为例，随迁子女须在12月4日17：00前确认。注意一
定要确认，逾时未确认的信息无效。如果确认后要修改，可
以向学校申请，可再次确认。(重新确认流程麻烦可能还要排
队，最好一次过)。

内蒙古高考政策改革方案篇二

海南省取消文理分科考试，高考录取总成绩将由统一高考的'
语文、数学、外语3个科目成绩和考生自主选择的学业水平等
级性考试3个科目(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
物6个科目中选择3科，即“6选3”模式)成绩组成，以标准分
呈现。



在“6选3”模式下，会产生20种学科排列组合方案。很多学
生因此面临着选科困扰。很多人不知道应该选择什么科目，
才能在考试中发挥得更好，更有利于未来的就业发展。

内蒙古高考政策改革方案篇三

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实行“3+1+2”模式，包括全国
统一高考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满分750分。全国
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考生在英语、俄语、日
语、法语、德语5个语种中任选1个语种）3门，外语科目由听
力和笔试两个部分组成，每门满分150分，以原始分计入考生
高考总成绩。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为物理、历史、思想政治、
地理、化学、生物学6门，由考生在物理、历史2门中选择1门
为首选科目，每门满分100分，以原始分计入考生高考总成绩；
在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4门中选择2门为再选科目，
每门满分100分，以等级分计入考生高考总成绩。统一高考科
目使用全国卷，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由我省自
主命题。

内蒙古高考政策改革方案篇四

在高考新方案中，文理不分科已成各地高考改革趋势，高考
科目“3+3”也成众多省份未来高考的新模式。

“3+3”模式是指，报考普通本科院校的考生，其高考成绩将
由语文、数学、外语3门统一高考成绩和考生选考的3门普通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等级性考试科目成绩构成。学生不再分文
理科，可以自主选择选考科目。就3门选考科目而言，各地多
采用“6选3”模式，即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
学、生物6个科目中自主选择3科作为考试科目。值得注意的
是，浙江采取的是“7选3”模式，除了以上所提到的6科，还
多了“技术(含通用技术和信息技术)”这项科目。



在分值设置上，绝大多数省份明确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
外语每科满分150分，学生自选3门科目每门满分100分，总分
合计750分。不过，上海、西藏有所不同，明确3门选考科目
每门70分，高考成绩总分满分660分，此外，江苏高考科目分
值尚未最终确定，但明确比现行的480分要高。海南要求以每
个科目原始分转换后的标准分呈现考生成绩，这是目前仅有
采用标准分这一计分方法的省份。

与高考科目变化相对应的一项措施是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不
少省份也公布了改革时间表。比如，北京将从2017年启动高
考综合改革，从秋季入学的普通高中起，年级开始实施高中
学业水平考试，实行合格性考试和等级性考试，计入高校招
生录取总成绩的学业水平考试3个科目成绩以等级呈现，其他
科目一般以“合格、不合格”呈现。

力求破除“一考定终身”是新一轮高考改革的重点方向。在
已公布高考改革方案的19省份中，绝大多数省份明确，外语
科目提供两次考试机会，考生可选择其中较高一次考试成绩
计入。

深化外语考试改革上，上海明确要建设外语标准化考试题库
和标准化考场，外语考试要为今后其他科目逐步推行标准化
考试积累经验。

执行：2020年

从2017年秋季入学的高中一年级开始，取消文理分科。
从2020年起，高考统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高考成绩
由3门统考成绩和考生选考的3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等级
性考试科目成绩构成。英语一年考两次。

执行：2020年

从2017年秋季入学的高中一年级开始，取消文理分科。



从2020年起，高考统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高考成绩
由3门统考成绩和考生选考的3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等级
性考试科目成绩构成。英语一年两考，取较高的分数计入高
考总分。

执行：2021年

从2018年秋季入学的高一学生开始，取消文理分科；外语科
目提供两次考试机会。2021年起，高考统考科目为语文、数
学、外语3科。高考成绩由统考科目和学生选考科目构成。逐
步取消高校招生录取批次。

执行：2021年

执行：2021年

2018年秋季入学的高一学生起，不分文理科。2021年起，高
考统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科。高考成绩由统考科目和
学生选考科目构成。

执行：2021年

执行：2021年

2018年秋季入学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开始，不分文理。外语科
目提供两次考试机会。2021年起，高考统考科目为语文、数
学、外语3科。高考成绩由统考科目和学生选考科目构成。

执行：2021年

2018年秋季入学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开始，不分文理。外语科
目提供两次考试机会。2021年起，高考统考科目为语文、数
学、外语3科。高考成绩由统考科目和学生选考科目构成。

执行：2017年



2017年起，高考统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科，不分文理
科。高考成绩由统考科目和学生选考科目构成，满分660分。
外语考试一年举行两次，可选其中较好的一次成绩计入高考
总分。2016年起，合并本科第一、第二招生批次，并按照学
生的高考总分和院校志愿，分学校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和录取。
仅报考专科高职志愿的学生，只计语文、数学、外语3门统一
高考成绩。专科高职依据统一高考成绩进行录取。

执行：2020年

2017年秋季高中入学新生开始，不分文理科；2020年开始，
夏季高考统一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外语考试分两
次进行。高考总成绩由3门统考科目和学生选考科目构成，总
分为750分；实行“专业(类)+学校”志愿填报模式。2020年
起，春季高考统一考试总分750分，其中文化素质部分320，
专业技能部分430。

执行：2021年

自2021年起(2018年秋季高中入学新生开始)，江苏省普通高
考统考科目仍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保持不变；选考科目
由现行的“6选2”调整为“6选3”，并计入高校招生录取总
成绩。

执行：2021年

2021年高考录取考生总成绩不分文理科。改进初中学业水平
测试的考试形式和方式。增加高校和学生双向选择机会。减
少和规范考试加分。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涵盖所有科目。综合
素质评价成为毕业和升学的重要参考。

执行：2017年

考试科目为语数外+3门选考科目，不分文理；除语数，其他



科目都有2次考试机会，成绩2年有效；高校提前两年公布选
考科目范围，至多3门，考生1门符合就可报考；高考录取不
分批次，“专业+学校”平行志愿，按专业平行投档；等级赋
分方案：考生各科成绩按等级赋分，以当次高中学考合格成
绩为赋分前提，高中学考不合格不赋分。起点赋分40分，满
分100分，共分21个等级，每个等级分差为3分。

执行：2021年

从2018年秋季入学的高一学生开始将取消文理分科。到2021
年高考时将按照“3+3”标准进行。

执行：2021年

2021年起，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不分文理
科；外语科目提供2次考试机会；考生总成绩由统考科目和学
生自选3门科目成绩组成。

执行：2021年

从2018年秋季入学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开始，高考总成绩由统
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3个科目成绩和3个选考科目考试
成绩组成。

执行：2021年

2018年高一年级新生开始实施，文理不分科；从2021年起，
实行“3+3”模式。高考总成绩=“语数外”全国卷高考成
绩+3门“学考”成绩；外语有两次考试机会，可选择其中较
好的一次成绩计入高考成绩。

执行：2021年

2018年高一年级新生开始实施，文理不分科；从2021年起，



实行“3+3”模式。高考总成绩=“语数外”全国卷高考成
绩+3门“学考”成绩；外语有两次考试机会，可选择其中较
好的一次成绩计入高考成绩。高考新政落地后，走班将成为
常态。

执行：2021年

2021年起(2018年秋季高中入学新生开始)高考开始实行高考
综合改革方案，高考科目为“3+3”，即语文、数学、外语3
门科目和3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的考试方式。

执行：2022年

2019年秋季入学新高一学生起，不分文理科；从2022年起，
实行“3+3”模式。高考总成绩=“语数外”全国卷高考成
绩+3门“学考”成绩；外语科目(含听力)提供两次考试机会。
高校招生录取实行“考生总成绩+综合素质评价”的评价方式。

执行：2020年

执行：2022年

2022年起(2019年秋季入学的高一学生开始)，高考成绩由全
国统一考试的语文、数学、外语3个科目成绩和学生自选的3
个科目的等级性考试成绩组成。外语科目提供两次考试机会，
选择较好的一次成绩计入总分。

执行：2022年

统一高考科目调整为语文、数学、外语3个科目，分值不变，
不分文理科，选考科目调整为“6选3”。

执行：2022年

考生总成绩由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3个科目成绩和高



中学业水平考试3个科目成绩组成。外语科目提供两次考试机
会。

执行：2022年

实行“3+3”的考试模式，选考科目“6选3”;外语科目提供
两次考试机会；高考招生录取基于“两依据、一参考”;2018
年在各批次全面实行平行志愿，并创造条件逐步取消高校招
生录取批次。

执行：2022年

暂无。

执行：2021年

执行：2021年

从2018年秋季新入学的高一年级起，计入高考总成绩的学业
水平考试科目实行全省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评卷、统
一公布成绩；从2021年开始，统一高考考试科目设置为语文、
数学、外语3门，不分文理科，外语科目提供两次考试机会，
取最好成绩计入总成绩；从2021年开始，高职院校考试招生
时间安排在当年春季；取消体育特长生等所有鼓励类加分项
目。

执行：2021年

2018年秋季入学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开始实施，不再分文理科；
2021年开始高考成绩由“3+3”构成；录取机制为“两依据一
参考”。

执行：2022年

从2019年秋季入学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开始，实施统一高考改



革。2022年云南高考不分文理科，外语科目提供两次考试机
会，考试科目由现行的3+文综、理综，改为“3+3”。

执行：2021年

从2018年秋季入学的高一年级学生开始，全面启动普通高等
学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2021年起，调整统一高考科目，高
考将不再分文理科。

以上就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2021年新高政策解读，希望能给
大家带来帮助，想要了解更多相关资讯，请关注可圈可点网。

内蒙古高考政策改革方案篇五

，8省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实行“3+1+2”模式，考生高考文
化总成绩为750分。

“3+1+2”模式包括国家统一高考语文(汉语)、数学、外
语(含笔试和听力)3门科目，及考生自主选择的普通高中学业
水平选择性考试3门科目。其中，选择性考试科目包括物理、
化学、生物学、思想政治、历史、地理6门科目，考生首先在
历史、物理2门科目中自主选择1门作为首选考试科目，然后
在化学、生物学、思想政治、地理4门科目中自主选择2门作
为再选考试科目。

据了解，统一高考科目试题由教育部命制，选择性考试科目
试题由各省份自主命制。

此外，统一高考科目的语文、数学、外语每门满分150分，均
按原始成绩计入考生高考文化总成绩。选择性考试科目每门
满分100分，首选科目物理、历史使用原始成绩计入考生高考
文化总成绩，再选科目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按等级
赋分后计入考生高考文化总成绩。



高考改革实施方案

八省新一轮高考将采用“3+1+2”模式，根据计划，八省新一
轮高考将采用“3+1+2”模式。其中，语文、数学、外语三门
科目采用国家试卷，考试时间为2021年6月7日至8日;物理、
历史、化学、地理、思想政治、生物六门科目由各省组织，
考试时间为2021年6月8日至9日。

高考将于6月7日开始，持续3天，8个省的高考将于2021年6
月7日至9日持续3天。

其中，语文科目考试时间为150分钟，数学和外语科目考试时
间为120分钟，选修科目考试时间为75分钟。8省市公布2021
高考改革实施方案据悉，统一高考科目考试时间计划为语
文9:00—11:30，数学6月7日15:00—17:00，外语6月8
日15:00—17:00。选修科目考试时间为6月8日9:00-10:15物
理/历史;6月9日8:30-9:45化学、11:00-12:15地
理、14:30-15:45思想政治、17:00-18:15生物。

同时，各省提醒考生，统一高考科目考试时间以教育部公告
为准。如有调整，省内选拔考试科目考试时间将相应调整。

自2021年起，广东省、福建省、江苏省等省高校将以“高校
专业群”为志愿填报单位。一个学院将被分成几个学院专业
组，一个学院专业组是一个志愿者。

据了解，“高校专业群”是高校招生专业的组合，是考生填
报志愿、报考录取的基本单位。每个学院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
“学院专业组”，每个“学院专业组”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
专业。同一高校专业群中各专业的选课必须相同，选课要求
不同专业设置高校专业群。

此外，各省、自治区教育厅提醒考生，增加选课后，考生必
须符合学校选课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不能填报。



新的高考秩序将从2021年1月到4月在部分省市顺利实施。具
体测试时间为2021年1月23日至25日。演习将模拟从考试组织、
阅卷到招生计划、志愿填报的全过程，帮助考生了解新高考
的考试方式，熟悉新高考的录取规则。

新高考填报志愿需要注意的事项

新高考录取模式下的平行志愿，新的录取投档模式还是遵循
平行志愿，分数优先的原则，那么考生考了多少分，全省的
排名就至关重要了。平行志愿的一个原则就是分数优先，按
照分数高低，从高到低开始录取。

填报志愿的浙江模式-专业+院校模式，浙江模式的本质是选
专业重过选学校，这种选择更有利于学生的发展，高校的每
个专业或专业组作为志愿，你可以选择不同院校的同一个专
业，也可以选择同一高校的不同专业，分别都是不同的志愿。

专业+院校模式的优缺点，优点是学生可以更加选择适合自己
的专业，比方我想学医学，可以选择临床+院校，这样就不会
把你调剂到金融或其他专业了，缺点是部分名牌高校的冷门
专业可能分数要低，不利于高校冷门专业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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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高考政策改革方案篇六

完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自秋季高中新生入学起，
全面实施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以下简称“学业水平考
试”）。学业水平考试是根据国家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和教育
考试规定，主要衡量高中学生达到国家规定学习要求的程度，
是保障教育教学质量的一项重要制度，分为合格性考试和选
择性考试（也称“等级性考试”，以下统称为“选择性考
试”），由省教育厅组织实施。合格性考试成绩是高中学生
毕业、高中同等学力认定的重要依据，选择性考试是高校招



生录取的依据之一。

1．科目设置。合格性考试覆盖国家普通高中课程方案规定的.
除劳动教育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外的所有科目。选择性考试
包括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6门科目。

2．考试内容。学业水平考试由省统一命题，考试内容以国家
发布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为依据。合格性考试以
必修课程要求为准，选择性考试以必修课程和选择性必修课
程的综合要求为准。

3．考试对象和时间。普通高中在校学生均须参加学业水平考
试合格性考试，高中阶段其他在校生和符合条件社会人员也
可报名参加。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只有通过合格性考试，方
可参加该科目的选择性考试。合格性考试时间另文规定，选
择性考试的对象为符合教育部和我省规定的普通高校招生考
试报名条件并已报名参加我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的人员。

4．成绩呈现。合格性考试成绩以“合格”和“不合格”呈现。
学业水平考试具体实施细则由省教育厅另行制定。

内蒙古高考政策改革方案篇七

8省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实行“3+1+2”模式，考生高考文化
总成绩为750分。

“3+1+2”模式包括国家统一高考语文（汉语）、数学、外语
（含笔试和听力）3门科目，及考生自主选择的'普通高中学
业水平选择性考试3门科目。其中，选择性考试科目包括物理、
化学、生物学、思想政治、历史、地理6门科目，考生首先在
历史、物理2门科目中自主选择1门作为首选考试科目，然后
在化学、生物学、思想政治、地理4门科目中自主选择2门作
为再选考试科目。



据了解，统一高考科目试题由教育部命制，选择性考试科目
试题由各省份自主命制。

此外，统一高考科目的语文、数学、外语每门满分150分，均
按原始成绩计入考生高考文化总成绩。选择性考试科目每门
满分100分，首选科目物理、历史使用原始成绩计入考生高考
文化总成绩，再选科目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按等级
赋分后计入考生高考文化总成绩。

内蒙古高考政策改革方案篇八

福建省发布通知称将要取消少数民族加分政策，在20_年起，
少数民族和华侨子女的考生加分政策由原先10分降至5分，还
提出预计在2026年开始将取消高考加分政策，届时少数民资
及华侨子女考生加分政策都会有调整。

除去福建外，安徽20_年9月也发布高考加分政策调整，宣布
从20_年起，取消“侨眷、港澳同胞及其眷属”和少数民族考
生的两项加分政策，也就是说20_年符合条件的考生仍具备加
分资格。

江西省在20_年也曾发布规定，少数民族考生加分政策实行3
年过渡期，20_、20_年过渡期仍旧会加5分，从2023年起不再
享受高考加分。

辽宁、天津、山东、湖南等多地都对以上两项加分项目进行
调整，缩减加分分值或取消加分。毕竟在一些城市少数民族
数量并不多，即便是民族村的占比也不是很高，因此取消这
项政策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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