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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新高考给我们带来什么给我们带来什么？？
招生办老师的招生办老师的这些提醒得看清了这些提醒得看清了！！

3年前的9月，国务院把浙江、上海列

为新一轮全国高考招生综合改革试点省市，

至今年 6月正逢 2014年秋季新入学的高中

一年级学生高三毕业。他们是我省新高考启

动以来的首届高三毕业生。新高考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

么？记者于近日走访了甬城的部分高中学校、高校，采访

了各高校专业老师、招生老师、高三考生及高中老师们，

寻找新高考带来的变化。

本报记者 蒋炜宁 通讯员 王柔怡 文/摄

自 1977 年我国恢复高考制度
以来，高考命题、招生制度一直在
不断调整、优化。2014年 9月国务
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
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确定浙沪
两地为全国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
市，为其他省 （区、市） 高考改革
提供依据。浙沪两地的高考怎么
改、改成什么样，从某种程度上来
说是全国高考改革的风向标。

简单概括两地的高考改革方
案，两个简称醒目形象——“两依
据一参考”和考试科目“3+3”。
所谓“3+3”指的是2017年起高考
成绩由语文、数学、外语 3门统一

高考成绩和 3门学生自主选择考试
科目成绩构成，作为高校录取的基
本依据。其中，语文、数学和外语
每门满分 150 分，我省 3 门选考科
目每门 100 分，上海市 3 门选考科
目每门满分 70 分。同时，两地均不
再分文理科。

对于高校来说，录取学生的成
绩标准从以往单纯看一次高考成绩
变成了依据三门学科高考成绩、依
据三门自选学科的学业水平考试成
绩即“3+3”。此外，还要参考高中学
生综合素质评价，即“两依据一参
考”。对此，有一位高校招生办主任
形象地说，“传统高考如桌餐，现在

的方式有点像自助餐，选择自己喜
欢的菜，提供了选择的机会和权
利。”此外，外语考试也由一年一次
变为一年两次，可选择较好的一次
成绩计入高考总分。

高考综合改革方案体系看起来
复杂，但背后的价值指向十分明确
——鼓励学生个性需求、高校多元
选拔，同时保证制度的公平性和科
学性。

据媒体报道，按照安排，2017
年山东、北京、天津和海南等 4省市
进入新高考；2018 年江苏、河北等
17 个省市进入新高考，2019 年陕
西、云南等8个省区市进入新高考。

新高考究竟新在哪里？

新高考也带来了新挑战。新高
考考试科目排列组合多元，还有志
愿填报和录取方式也较以往有很
大不同。对于高校来说，不同专业
对考生选考科目要求不同。这在
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考生的难度，
毕竟要在自己感兴趣或擅长的科
目与高校要求之间兼顾平衡。记
者了解到，今年在我省招生的高
校有 1368 所，均公布了选考科目
范围，涵盖 23719 个专业 （类）。
各高校所有专业 （类） 中，不限
选考科目的占54%，限选考科目的

占 46%，其中设限范围为 1 门的占
5%，2 门的占 8%，3 门的占 33%。
各 校 提 出 选 考 科 目 要 求 的 专 业

（类） 中，选持最多的是物理，涉
及设限专业 （类） 的81%；其次是
化学，涉及64%；再次是技术，涉
及36%；生物、历史、地理、政治
分 别 涉 及 32% 、 19% 、 15% 和
13%。而今年我省参加普通高考
25.01 万人，单独考试招生 4.12 万
人，总量比去年减少 1.6 万人。选
考思想政治的有 41.87%，选考历
史 43.48%，选考地理 47.79%，选

考物理35.78%，选考化学50%，选
考生物50.08%，选考技术29.12%。

志愿填报和录取环节也与以
往不同。我省从按批次分批填报
志愿、分批录取的方式，变为按
考生成绩分段填报志愿、分段录
取；从学校平行志愿变为专业平
行志愿。普通类高考考生可填报
80 个专业平行志愿，专业平行志
愿投档，将依据考生位次、志愿
顺序进行。计算机对考生所填报的
80个志愿依次检索，一旦符合投档
条件即直接投档到该院校专业。

新高考带来新挑战

新高考给了考生在选考科目、
填报志愿上的多元组合选择。这无
疑在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考生、
家长和学校都应该更加重视学生
的个性成长和发展需求。采访中，
一位高中校长坦言，这其实是件好
事，学校要做的是让考生和家长尽
快熟悉规则，填报志愿时做到心中
有谱。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经过 3 年
实践，我市高考综合改革取得了阶
段性成效。

其一，对学生而言，选择自主
权大了。新的统一高考模式的核心
是文理不分科、语数外3门必考、选
考科目 7选 3。目前我市已有 78%的
学生突破了传统的“文科”、“理科”
的科目选择，让学生“学其想学、考

其所长”得以体现。
其二，对学生而言，扭转了“一

考定终身”的局面，选考科目和外
语都有两次考试机会，“一考制”的
弊端和压力在减少弱化。

其三，对学生而言，上大学的
途径不再单一。我省新高考改革推
出了统一高考、高职单独考试、三
位一体、高职提前招生等四种模
式，体现了新的考试招生制度多类
型、多元化的特点，这就为学子们
搭建了“升学立交桥”。

其四，对高中学校而言，新的
教学生态正在形成。选课制、走班
教学、分层教学、分组教学等成为
新常态。我市各高中学校以新高考
改革为契机，结合自身的办学定
位，不断探索新的教育教学内涵。

通过近几年的努力，我市 85所普通
高中当中，已拥有省一级特色示范
学校16个，占全省1/6，此外还有省
二级示范学校 32个，这在全省是处
于领先水平的。

其 五 ， 对 高 校 而 言 ， 采 用
“专业+学校”的志愿填报新模
式，由原来的“投档到学校”转
变为现在的“投档到学校的某一
专业”。这一方面释放出强烈的专
业建设导向，突出高校加强专业
建设、促进校际学科均衡发展的
导向，与我国加快高等教育现代
化 建 设 、 推 进 高 校 “ 双 一 流 建
设”的发展目标是一致的；另一
方面也进一步扩大了高校的招生
自主权，通过高考可以提出专业
选考科目要求，选择适合的学生。

新的教学生态形成

宁波中学的小烨同学刚刚结束
高考，正是把握了新高考所赋予的
选择自主权，他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被交大三位一体录取。

高一下学期在决定“七选三”科
目时，他刚刚从上海返回宁波中学。
那时，他的同学都已经确定了各自
的科目开始走班上课，而小烨却足
足落下了一个学期的课——所有科
目仍停留在高一上半学期的水平。
当时，小烨对自己高中的前途充满
了怀疑和迷茫，因而他除了观察自
己的学科特点和兴趣取向，也积极
寻求班主任和父母的意见。而小烨
的父母对于选课主要考虑三点：一
是平常心，对于孩子的学习能力和
水平检测，无需过度焦虑；二是兴趣
性，选考不仅要扬长避短，也要发挥
孩子的兴趣和特长，尊重孩子的选
择；三是信任感，充分尊重学校的组
织和班主任的建议，在走班组织和

选考策略上相信学校的综合考虑和
统筹组织。

首届新高考的同学对于 7门学
科选择差异明显。学科特点比较明
确的同学选择起来相对容易，各科
比较均衡的同学在选择过程中显得
焦虑。班主任会给出几个建议：一、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尽量选择自己
感兴趣的科目；二、多与任课老师交
流，结合学科特点，选择相对优势且
发展潜力大的科目；三、结合高校报
考专业限制甚至职业规划层面考
虑，针对性选择科目。

最终小烨选择了原本基础较好
的物理、化学、生物 3 门课。而原来
所在班的大部分学生也选了这 3门
课，小烨这么选择也是为了走班后
能和尽量多的熟悉的同学一同学
习。小烨深知自己当时最需要稳定
的学习环境。

一年半里，小烨实现了学考全

A 和选考 300 分的目标。临近高考，
他尽可能地充分利用一次性结束选
考所获得的额外时间，并通过学习
MOOC 和练习编程参加 NOIP 比
赛来应对“语数外”三门课单调的复
习刷题而带来的枯燥和紧张。

怎样选择大学和专业？事实
上，小烨在初中时对计算机编程兴
趣浓厚，那时就已经有了专业目
标。高中期间的研究学习和竞赛活
动帮助他确立专业方向为计算机相
关领域。其次需要考虑的便是学校
的选择。小烨高一暑假在浙江大学
参加物理夏令营，认可了浙江大学
的学习环境，因此把浙江大学作为
了第一梯队的目标；小烨家长的策
略是基于城市比学校重要、学校比
专业重要，在三位一体与自主招生
中帮助孩子选择了清华、交大、浙
大、华东师大的组合，最后被交大
三位一体录取。

用好自主选择权，理性面对选科目
——一位首届新高考生的心得体会

采访中，一位知名高校的招生
办主任坦言，新高考给高校学科建
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高考一本
线以上招生有“大树底下好乘凉”的
庇护，各专业录取分数差距不会特
别大；而新高考按专业招生，倒逼高
校各个学科建设的提升，突出专业
对优质生源的吸引力。浙江万里学
院招生办夏主任说，志愿填到专业，
这要求高校的专业设置得切合市场
需求，特别是办学特色与人才培养
得把准市场的脉搏，否则将会面临
招不到学生。以该学院为例，今年专
业就做了调整，新增的 3 个专业分
别是金融工程、电子商务及法律、机
械电子工程。金融工程侧重金融产
品开发。而电子商务及法律是在杭甬
作为国家跨境电子商务实验区，产业
人才需求量大的背景下推出。机械电
子工程则是围绕“中国制造2025”，着
重为宁波培养智能制造与自动化人
才。同时停掉了 3个专业，分别是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信息与计算科
学、信息工程专业。这3个看起来“高
大上”的专业为什么要停办？夏主任
说，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人才培养的
市场指向不明确，近些年报考人数较
少。信息与计算科学属于应用科学范
围的专业，需要非常好的数理基础的
生源；而信息工程专业更是基础性学

科，更适合学术型高校，适合研究生
人才培养。作为万里学院这所应用型
大学，目标很明确，就是做好做足应
用型人才培养。

另一位高校招生办老师说，过
去所有大学区分度不高，一起办同
样名称的专业，特色并不明显；而新
高考将推动高校专业的重新洗牌，
促使学校形成自己特色与强项。

宁波诺丁汉大学招生办的胡老
师说，各高校今年招生宣传的力度
较往年大大提升。以宁波诺丁汉大
学为例，各学院老师进中学作专业
宣传，让高中生提前了解大学专业。
特别是宁波诺丁汉大学与传统高校
不同，全英文授课，让高中学生结合
自己所长规划选择未来报考方向。
同样，记者从宁波大红鹰学院了解
到，该院先后派出百余名专家、教授
和博士分赴省内各市、县区及高中
开展咨询。浙江万里学院今年也在
招生季之前入校宣讲，百分百覆盖
往年生源高中。

对高一高二学生，招生办老师
们有几句话要说：新高考改革促使
高一学生入学时就要开始选择选考
科目，这使得学生从高一开始就要
着手做好职业生涯规划。越早明确
自己的专业方向以及选考科目，学
业负担和压力就越小。另外，在高

一、高二时要合理安排时间，脚踏实
地打下坚实的学科基础。最后，从高
一就开始重视每门学科的学业水平
测试，对于报考大学的三位一体和
自主考试非常重要。

在填报志愿时，合理安排志愿
梯度，“冲、稳、保”原则同样适用。具
体来说，选学校、选专业结合起来，
对于专业目标非常清楚的同学，可
以把选专业放在首位。对于还在犹
豫，觉得很多专业都可以接受的学
生，可以先确定学校，结合城市选
择、985、211、中外合作大学等因素
进行选择。不要太关注是否“热门”
专业，建议选自己喜欢的专业，记住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最后，了解
心仪大学的转专业政策条例，转专
业的条件如何设置。

新高考形势下，高校纷纷积极行动

这些录取时间节点
您得留意了！

普通类志愿录取时间节点：
7 月 16 日—17 日，第一段平

行录取；
7 月 28 日—29 日，第二段平

行录取；
8 月 9 日—10 日，第三段平行

录取；
8月16日，征求志愿录取。
艺术类录取时间节点：
一批提前录取在6月29日，
一批录取在7月9日—11日，
二批提前录取在7月12日，
二批第一段平行录取在 7 月

16—17日，
二批第二段平行录取在 7 月

28日—29日，
征求志愿录取在 8 月 9 日—

10日。
体育类录取有4个时间节点：
7月8日，提前录取；
7月12日，为特招生录取；
7 月 16 日—17 日，为第一段

平行录取；
7 月 28 日—29 日，为第二段

平行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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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人头攒动，火过往年。

大红鹰学院的老师们给考生指点志愿填报。

首届新高考学生和家长参加志愿填报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