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改革新方案高考政策 高考改革新方案
(优秀5篇)

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组织管理中，方案都是一种重要
的工具和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和问题，
实现个人和组织的发展目标。方案的格式和要求是什么样的
呢？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方案策划范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高考改革新方案高考政策篇一

20起，高校根据自身办学定位和专业培养目标，研究提出对
考生至多不超过3门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选考科目
要求以及考生综合素质评价的使用办法，提前向社会公布。
学生只要1门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选考科目符合要求即可报考。
逐步实行基于高考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成绩、考
生自主确定选考科目、高等学校确定专业选考科目及其他选
拔条件需求、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

学生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后填报志愿，按照学生高考成绩和院
校志愿，逐步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和录取。在高职院校招生录
取中实行院校与专业相结合的录取模式，探索平行志愿投档，
一档多投，增加高职院校与学生的双向选择机会。从起，普
通高校招生在保持现行录取模式的`基础上，逐步取消录取批
次，探索一档多投。

高考改革新方案高考政策篇二

从改革的初衷来看，增加学校和学生的选择权，开展扬长教
育，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生的弊端。方案一经推出，就受
到社会舆论的好评。以下是改革对高考复读生的影响，请考
生查看。

但是，如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所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



千个教育，浙江的这一套改革方案并不奢求得到所有人的认
可。记者连日来通过多次采访调查发现，社会也存在对新方
案实施后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表示担忧。

如，选考科目的两次考试机会让部分第一次考试失利的学生
压力倍增，选考科目考前学校集中突击，高三“填鸭式”恶
补语数英，这些都被指或加剧应试教育。同时，20xx届高考生
选择复读难以适应新高考，也是社会关注较多的问题。

选考科目恐促高中开展“填鸭式”教学

在刚发布的浙江省高考招生制度综合改革试点方案中，考试
不再分文理，考试科目分必考科目和选考科目，必考科目为
语文、数学和外语，选考科目由学生从思想政治、历史等7门
高中学考科目中自主选择3门。

其中在考试时间安排上，语文、数学考试于每年6月进行，外
语每年安排2次考试，1次在6月与语文、数学同期进行，考试
对象限于当年高考考生，1次在10月与选考科目同期进行。选
考科目每年安排2次考试，分别在4月及10月进行。外语和选
考科目考生每科可报考2次，选用其中1次成绩。

有人不禁提出担忧，认为学生盲目追求分数、高中比较升学
率等仍然会促使应试教育的产生，其中高中恐现“填鸭式”
教学。

“会导致新的应试教育。”浙江大学教育学院课程与教学研
究所副所长肖龙海称，部分高一学生一开始就确定了选考科
目，对其它课程就不再重视，而这与一直推崇的素质教育相
悖，“高考是指挥棒，指挥棒指向哪里，高中就向哪里
转。”



高考改革新方案高考政策篇三

近期，教育部首次提出在择校冲动强烈的地方逐步推进多校
划片，引发了热议。多校划片是否可行?对此，李和平表示，
多校划片有利有弊，如何实施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李和平对“多校划片”有所疑虑，一个区域对应多所学校会
不会造成新的教育不公平?如何分配资源选择学校?这些都是
需要考虑的问题。“比如说原来对应就近一所学校上学，通
过摇号可能会调整到较远的学校，会不会带来人为的上学麻
烦?”

李和平说，家长之所以热衷择校，主要在于教育资源不均衡，
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均衡教育资源，一旦师资资源均衡了，
就不会有人抢着上“名校”，“多校划片”也就没有必要了。
他认为，将来在均衡教育资源的基础上，按照属地化、人口
密度来划区入学，既保障教育质量又保证孩子在家门口上学。

高考改革新方案高考政策篇四

深化高考考试内容改革，依据高校人才选拔要求和国家课程
标准，科学设计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高职院校单独招生考试、
高校自主招生考试命题内容，增强基础性、综合性，着重考
查学生独立思考和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
改进评卷方式，加强评卷的精细化管理，完善学生成绩报告。
高考统考科目继续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高职院校考试招
生与普通高考相对分开，文化基础课由省教育厅统一命题、
考试，职业技能测试由各高职院校单独命题、自主测试。起
通过分类考试录取学生成为高职院校招生主渠道。

高考改革新方案高考政策篇五

江苏省教育厅将举办新闻发布会，沈健厅长将通报江苏省教
育考试招生制度的新动向，其中包括社会瞩目的高考新方案。



根据江苏教育发布公布的最新信息，江苏省考试招生制度改
革实施方案包括1个整体方案和5个具体方案。

江苏省教育厅于2月23日上午10:00召开江苏省考试招生制度
改革新闻发布会。沈健厅长通报江苏省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
革的新动向，其中包括社会瞩目的高考新方案。

实施“3+3”模式选考科目调整为“6选3”

在高考科目设置方面，和现行高考方案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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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由学生在思想政治、
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6门科目中自主选择3门选
考科目，并计入高校招生录取总成绩。

高考综合改革20xx年启动20xx年正式实施

教育部明确江苏省启动高考综合改革的时间为20xx年，并要
求于20xx年6月底前将高考综合改革方案报教育部备案后向社
会公布。根据这一要求，江苏省新一轮高考综合改革方案应
该是从20xx年秋季入学的高一新生起开始启用，在20xx年普
通高考中正式实施。

考生可享受同一必考科目两次考试机会

江苏省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包括1个整体方案和5个具
体方案。整体方案是《江苏省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具体方案包括普通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方案、高职院校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方案、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方案、普
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方案、中职学校学生学业水平
测试实施方案等5个方案。

江苏省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整体方案是严格遵照《国务院关于
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在教育部规定的时间



节点和制度框架内，结合江苏省省情和教育实际，并在总结
以往高考改革经验、广泛征求社会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研制
完成的，力求体现国家要求，具有江苏特色。

在改进招生计划分配方式方面，为贯彻落实教育部有关做好
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工作的要求，江苏省实施了招收农村
学生高校专项计划和地方专项计划，确定了实施区域。

在改进考试形式和内容方面，和现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
相比，江苏省将开齐开足学业水平考试科目，《普通高中课
程方案(实验)》所设定的13门科目均列入必考科目范围，江
苏省考生在高中期间可以享受同一必考科目参加两次考试的.
机会。

在改革招生录取机制方面，严格执行教育部等相关部委关于
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要求，自20xx年起，取消
思想政治品德有突出事迹的考生加分政策;自20xx年起，将少
数民族考生照顾政策调整为“少数民族考生报考省属高校加3
分投档”。

在改革监督管理机制方面，江苏省将健全分级负责、规范有
效的信息公开制度，完善省招委会各成员单位的考试招生工
作联席会议机制和分工协作机制，完善考试安全管理制度和
安全防护体系建设，加大违规查处力度。

在综合素质评价上，江苏省将国家提出的德、智、体、美等
方面的要求，具体拓展为：思想品德与公民素养、学习水平
与课程修习、体育运动与身心健康、审美素养与艺术特长、
创新能力与社会实践、自我认知与生涯规划等六个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