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上海高考改革新方案解读(优秀5篇)
“方”即方子、方法。“方案”，即在案前得出的方法，将
方法呈于案前，即为“方案”。方案的格式和要求是什么样
的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方案策划范文，仅供参考，欢
迎大家阅读。

上海高考改革新方案解读篇一

《决定》还提出了“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
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 ”对于争议较大的“不
分文理科”，专家称有利有弊。

事实上，取消文理分科的争论由来已久。中国科学院院士杨
福家教授就主张“文不能离理，理不能离文。很多文理知识
是想通的。 ”他多次提出，培养创新型人才，就必须要培
养学生文理融合。从高二开始就进行的文理分科，使大多数
学生在高考指挥棒下，只能专注理科或文科。这种教育制度，
过不了多少年就会被取消的。

    熊丙奇则担忧，不分文理科会增加学生负担。他表示，
原来分文理科，主要是为了减轻学生负担。现在减少统考科
目，不分文理科，只是考试制度的改革，没有录取制度的改
革，没有触及核心。不分文理日后可能会增加学生的负担。
他说，国外的学生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选修课来完成学业，
根据大学的要求申请学校，我国过去20年的高考改革，一直
在高考科目上做文章，从7门到6门，再到3+x，应试教育的局
面没有改观，原因在于高校在录取时还是按单一的分数从高
低结合志愿投档录取，录取中每分必究。

让很多上海考生和家长关心的是，未来上海高考方案会如何
调整？记者昨天获悉，上海已着手研究新的高考改革方案。
不过，上海市教委承诺高考方案改革一定会遵循“三年早知



道”的原则。近期将不会对考生产生很大影响。

业内专家表示，上海的高考改革不会是简单的一门科目增加
或减少的改革，而是一个系统设计工程。改革必须是有利于
学生的终身发展、有利于基础教育的系统改革、有利于大学
发展。上海的高考改革方案一定会借助更多专家的力量，在
认真研究的基础上才出台。

上海高考改革新方案解读篇二

江苏高考新方案备受今年中考生的关注，之前的说法一直
是2017年实施，预计最迟今年7月公布。不过记者昨日采访权
威人士获悉，新方案七月出炉基本无望，如果程序走得不顺
利，2017年能否实施也要打个问号。

关于江苏高考新方案何时出炉，权威人士曾表示最迟今年7月
出炉。现在7月已到，方案为何仍沓无音讯?昨天，省教育厅
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方案预计7月难以出
炉。

该负责人透露，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省教育厅近日已经形
成了一套高考新方案，目前正在等省政府审批，省里近日也
将开座谈会进一步听取各方意见。方案在省里最终通过后，
还要报教育部审批，这还需要一个过程。

“如果教育部不同意江苏的方案，可能新方案出炉需要更长
的时间。”该负责人表示，从目前来看，7月份不太可能出方
案。根据高考改革至少提前三年公布政策的规定，如果方案
不能赶在九月出炉，那么2017年高考改革可能就会再往后推



一年。

从全国来看，根据各地的进程，大多省份2017年都难以实行
新方案，要拖到2018年。

知情人士透露，已经上报的江苏高考新方案，还是维持原方案
“语数外+学业水平测试+综合素质评价”的大框架不变，不
过在计成绩的方式上有较大改变。

根据江苏现行高考方案，只有语数外计分，物化生政史地六
门选测科目都是计等级的。对此，很多人提出异议，认为弱
化了物理化学的地位，而且语数外三门有两门偏文，不利于
高校挑选理科人才，进而影响科技人才的培养。还有人认为，
不同的分数折成同一个等级，对于部分考生也是不公平的。

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表示，上报的新方案中，学业水平测试
科目将重新计分，并计入高考总分。这也符合教育部的精神，
等级折成分数，更有利于公平。

南京某中学校长表示，目前最可能的方案是：学业水平测试
中有三门分数将计入高考成绩。至于哪三门，这要看高校各
个专业提出的要求。比如某高校工科专业要求物理、化学、
生物成绩，那么就把报考该专业的考生的物化生成绩算分计
入高考总分，高校由高到低进行录取。

因为学业水平测试成绩计分，势必带来高考总分的增加。一
位四星级高中校长透露，目前最有可能的方案是：语文180分，
数学180分，英语150分，三门学业水平测试每门80分，总
分750分。

根据目前高考方案，只有三门计总分，分数扁平，难以拉开
差距，特别是理科人才容易被埋没。因此增加高考总分的呼
声，一直很高。



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也表示，选测科目以分计入高考总分，
有利于增加各个科目的区分度，也有利于高校选拔合适的人
才。

江苏高考改革路程中，曾经尝试过文理不分科，大综合六门
一张卷，文理一条线，给学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之后还实
行过考生任选两科，考的内容不同，文理却统一划线，因为
不公平遭到非议。因此对于文理不分科，中学里普遍不看好。
而高校也认为，这样不利于各专业选拔人才。

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昨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文理不分科可
以有多种形式，可以是高中生学习不分文理，也可以是高校
录取时文理一条线，但是从学生负担和高校选才的角度看，
都有弊端。还有一个思路就是，语文数学考试不分文理，目
前是文科生加考语文附加题，理科生加考数学附加题，以后
文理科生同卷，也是不分文理的一种表现形式。而高校录取
时，还要是根据专业特点，对学生选科的文理性质有一定倾
向性。

此前有消息说，2017年开始，江苏高考英语实行一年两考。
昨天，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透露，笔试暂时不会实行一年两
考，口语和听力先行。

根据目前的江苏高考模式，英语口语不计入总分，而是计入
等级，报考外国语言文学及其他涉外专业的考生，需参加外
语笔试和口语测试，成绩要求较高。而听力和笔试放在一起
考。

该负责人透露，听力将从英语笔试中剥离出来，和口语一起
实行一年两考。待时机成熟后，再实施英语笔试的一年两考，
逐步向社会化考试过渡。据了解，新方案中，英语笔试依然
采用计分制，而非等级制。



中考酝酿试行“二次考试”拟借鉴高考英语一年两考的思路

“在部分地区试行中考二次考试”、“师范类提前招生免费
培养”……《江苏省政府关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实施
意见》从深化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等9
方面详细列举了32项实施意见。昨天，江苏省召开新闻发布
会，对《意见》中的热点问题进行解读。

《意见》要求加快中考改革步伐。完善初中综合素质评价办
法，增强科学性和透明度。适当减少中考科目，相应缩短考
试时间，积极探索部分科目多次考试和等级呈现，在部分地
区试行中考二次考试。推行中考和初中综合素质评价相结合
的`招生录取模式，扩大普通高中招生自主权。健全优质高中
招生名额按比例均衡分配到初中的办法。中等职业学校和技
工学校实行自主招生，或根据中考成绩和初中综合素质评价
情况注册入学。

省教育厅基教处处长马斌介绍，中考政策由各市根据实际情
况制定，与各市改革的想法思路相结合，省里只是提供一个
指导意见。中考如何“二次考试”?马斌说，可以借鉴高考英
语一年两考的思路，中考“二次考试”可以从某门学科开始，
再扩大到其他学科。

上海高考改革新方案解读篇三

截至2022年，已有29省市分5批分别公布了新高考改革方案，
省份名单为浙江、上海、北京、天津、山东、海南、河北、
辽宁、江苏、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重庆、黑龙江、甘
肃、吉林、安徽、江西、贵州、广西、山西、河南、陕西、
内蒙古、四川、云南、宁夏、青海，目前只有新疆、西藏暂
未公布改革方案。



上海高考改革新方案解读篇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生办主任邓怡说：“今年我们还是实行
了大类招生，我们是航空航天特色学校，因此航空航天大类
是我们最强势的一个大类，此外还有信息大类、理科大类与
文科大类。这几个大类的设置，就是为了让学生在高考之前
避免选专业焦虑。”

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邢朝霞讲到，“我们在
招生的过程中也是用‘大类集群’的方式，因为很多考生在
报考的时候对专业的了解和认知较少，我们在设定的时候都
是给学生一个平台。如果觉得在集群里面找得不够好，还可
以申请调转专业。”

2020年，“强基计划”正式启动，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加强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清华大学致理书院院
长李艳梅介绍，清华大学应“强基计划”要求，成立了五个
书院：致理书院、日新书院、未央书院、探微书院以及行健
书院，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国家亟需的关键学科上有所发展。
对于书院模式，李艳梅认为，“书院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
使院长与学生的交流、老师与学生的交流以、学生与学生之
间的交流更加便捷。”

针对学生选考科目组合比较多的状况，华中科技大学招生办
公室主任刘红军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遵循转
出门槛、转入要求的原则，学生入学后，按照自己的兴趣、
潜质特长等各方面提出转专业的申请；二是对每个专业设置
选考科目，以尊重学科需要哪些特长的学生为原则，包括选
考科目的要求，按照学科今后的发展、学科培养人才的目标
等方面来进行选考科目的设定。”

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王秋旺指出，新高考改革以后，
调剂的方式进行了优化，是在一个院校专业组中进行调剂，
院校专业组的调剂方式是看在这个专业组内哪个专业没有招



满就调剂到哪个专业。一个院校+一个专业组就是一个志愿。
不会出现考生对所学的专业压根没有听说过这种情况，对于
考生来说是十分有利的。

上海高考改革新方案解读篇五

医闹和医患关系一直是人们常见的话题之一。在近日的政协
小组讨论中，医疗卫生组很多委员都提到了医疗环境问题，
呼吁政府加强引导，以司法程序来解决医疗纠纷，改善医务
工作者的工作环境。

高考改革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近日，河南省政协委员、
省招办主任杨智磊表示，河南省高考改革方案将于6月底前正
式公布，新政策将从今年入学新生开始实施。

河南高考改革方案最迟6月底公布

“我曾经说过，河南高考改革在参与试点上，我们‘不领跑，
不落后’，不领跑，不是不想领跑，而是无法领跑。”河南
省招办主任杨智磊说，去年，我省积极申请作试点省份，也
是因为涉及考生众多，最终没有得到教育部的审批。

杨智磊表示，河南是考生大省，在制定高考改革方案时尤其
慎重，制定过程很复杂。据介绍，在等待国家方案时，河南
省已在积极调研，为政策制定做准备，同时密切注视其他省
份的高考改革动向。

国家方案正式公布后，河南专门成立了由教育厅厅长担任组
长的领导小组，负责制定河南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方
案，包括主方案和几个配套方案。

杨智磊透露，目前，河南的初步方案已基本制定完成，预计
将于春节后上报省政府批准，报教育部审批后，向社会公布，



“最迟6月30日之前公布，新方案将从入学的高中新生开始实
施。”

目前，教育部已正式发布《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
革的实施意见》以及《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
见》《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
《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自主招生试点工作的意见》
《关于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意见》等配
套方案。

杨智磊表示，河南省政策将在国家政策框架下制定，更加细
化，新政公布后，关键在于落实，因此政策必须细化。

“譬如，加分政策本来是好事情，可如果在执行中变了味儿，
起了反作用，还不如取消。”对于高考加分政策瘦身，杨智
磊说，他个人是很支持的，加分政策如果落实不好，反而鼓
励了一些人作弊，那还不如“裸分”录取，这样更公正。

国外，很少人考试作弊，为什么?代价太高。他们的诚信体制
是一个系统，一旦有不诚信记录，一生都将受其影响。因此，
新方案实施后，为保证考试招生的公平、公正，我们在操作
落实层面将更加严格，“会出台这方面的细则。”杨智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