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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之变——考生自主选择考试
科目，以专业为单位进行志愿填报

拍证件照、办银行卡……这几天，衡水武邑中学毕
业生张嘉荣正忙着为自己即将开启的大学生活做准
备。凭借 643 分的高考成绩，他被复旦大学自然科学
试验班录取。

“报志愿时我填的都是理工类专业，一共填了 80
多个，复旦大学自然科学试验班是我填的第40多个志
愿。”张嘉荣说。

新高考招录实行平行志愿批次，采取“专业（类）+
学校”的志愿填报模式，普通类最多可填报96个志愿。

据省教育考试院统计，在今年的本科批录取工作
中，集中填报志愿阶段，考生填报志愿数平均为79个，
近一半考生报满了96个志愿。投档时，超八成考生是
在前50个志愿内被投出的。

“‘专业（类）+学校’的模式，更体现以考生为本的
理念，考生按自己的专业理想自由选择志愿，避免了在
原来以学校为单位的填报模式下，可能被调剂到自己
不喜欢的专业这类情况。”省教育考试院高招部主任郭
文明介绍，将每一个志愿细化到专业，考生的专业选择
权得到更充分尊重。“从这两年的实际录取结果上看，
新的招录模式效果良好，考生满意度得到提高。”

面对 96 个志愿选择，不少学生、家长显得有些无
从下手。对此，省教育考试院开发了“高考志愿填报智
能参考系统”，提供高校计划查询、专业选择测试、志愿
推荐等服务，并向考生免费开放。

“系统能根据考生分数、选考科目以及考生对城
市、学校、专业方面的个人意向等信息，综合考虑考生
位次、招生计划、成绩分布等年度变化因素，为考生自
动筛选出适合报考的院校及专业供考生参考。”省教育
考试院信息管理部主任宋俊山介绍，今年该系统仅在
本科批次就有超31万人注册使用，专业选择测试使用
次数达52.6万次。

志愿填报方式的改变，只是高考综合改革的一方
面。新高考最直观的变化，还是体现在“3+1+2”的选
考方式上。

“3”为统考科目，即语文、数学、外语，所有考生必
考；“1”为首选科目，考生须在物理、历史科目中选择一
科；“2”为再选科目，考生在化学、生物、思想政治、地理
4个科目中选择两科。

“‘3+1+2’的模式，一方面突出了物理、历史两个
科目在高校人才选拔和培养中的基础作用，体现了国
家选才的目标导向，一方面突出了考生的选择。学生
可根据个人兴趣、特长，在12种组合中自主选择，增大
了选择面。”郭文明表示。

需要说明的是，在命题和计分方式上，新高考与以
往也有差别。命题上，3个统考科目由全国统考，其他
选考科目则由我省自主命题。在计算成绩时，统考科
目和首选科目计原始成绩，再选科目实行等级赋分后
计入总成绩。

对考生来说，“赋分”又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不少
学生、老师坦言，在新高考带来的多种变化中，等级赋
分是最难适应的。

“等级赋分，保证了选择不同的再选科目的考生之
间，成绩的公平性。”宋俊山解释，4门再选科目因试题
难度差异和考生群体不同，原始分不具有可比性。如，
考生甲选考思想政治，考生乙选考化学，两人都考了
80 分，但考生甲排在所有选考思想政治考生的第 100
位，考生乙排在所有选考化学考生的第1000位。若简
单将他们各科成绩相加计入考生总成绩并进行比较，
既不科学也不公平。因此，需要将不同科目的原始分
按照一定规则通过转换得到等级分，转换后考生选考
科目成绩排队顺序不变。

宋俊山表示，等级赋分既确保不同科目间分数可
比，又增加考试的区分度，从保障教育考试的公平公正
角度看，是科学的，“也能避免学生在选科时，抱着投机
的目的去选一个所谓简单的科目。”

由考生自主选择考试科目，考其所长；以专业为单
位进行志愿填报，录其所愿。新高考的各种实践探索，
都是为了让学生成为改革最大受益者。

新课堂之变——由重知识重理论向重
实践重应用转变，由重教向重学、思、行转变

新高考带来新课堂。这几年，高中学校的日常教
学，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新变化。

新高考出现了12种科目组合，选课
走班、分层教学等模式应运而生。学生
们原来是到固定的教室学习，被纳入固
定的班级管理，现在则可能需要在行政
班和不同教学班间进行走班。这种变化
对学生的适应能力、学校的管理能力，都
提出了新要求。

记者采访发现，经过初期的实践探
索，我省的高中学校很快适应了选课走
班这一形式上的变化，能合理设置课程，
有序组织教学。但对于新高考给教学内
容上带来的改变，学校、教师们在给予肯
定的同时，仍在不断探索。

利用暑假时间，魏县一中地理教师
蒋晓静抓紧为新学期备课。

“两年新高考，命题方式和以往相比

变化非常大，题目活了新了，所以我们日常的教
学也要跟着变。”蒋晓静举例说，“比如讲‘土壤
的形成过程’，原来我们只需要把知识点让学生
背过，但现在就要考虑怎么让学生理解得更深
刻。我找出了一些外出旅游时拍摄的景区照
片，打算结合实际体验和学生一起分析讨论。”

新高考适当增加了综合性、开放性、应用
性、创新性试题的比重，适度改变了传统的出题
方式，创新设问角度和形式，令蒋晓静等一线教
师感受颇深。“有老师总结，现在的高考是‘非情
境不命题’。”

对此，省教育考试院命题一部主任付玉旺
回应：“高考综合改革在考试内容上要求创新试
题情境，增加试题的灵活性和开放性，培养学生
灵活应用所学知识，分析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在选取命题素材时，会注重联系国家政治、
经济、文化、科技及社会发展实践，联系学生的
学习和生活实际。”

比如，地理科目，2021年的“大漠天池研学
旅行”试题，以兴趣小组考察阿拉善大漠天池创
设生活实践情境，要求考生进行研学旅游活动
方案设计。2022年的“太行山科学考察”试题，
引导考生关注真实自然环境中的水文、地貌等
要素，将安全研学、资源保护、科学精神等传递
给考生。

“两组试题都取材于真实的实践场景，实现
了对学生理解与辨析能力、归纳与论证能力和
探究与创新能力的全面考查，能引导学生提升
学科素养。”付玉旺介绍，从这两年的阅卷实践
上看，考生模板化、套路化的答题方式已显著减
少，答题时的思维逻辑性有所增强。

高考命题对教育教学实践发挥着“指挥棒”
的引导作用。新高考落地两年，正逐步扭转基
础教育多年形成的应试化模式。

“原来老师们备课写教案，主要是罗列知识
点、写具体题目的解题过程，但现在进行教学设
计，则要注重创设学习情境，围绕基本知识、关
键能力、学科素养、核心价值等方面，对学生进
行综合培养。”衡水武邑中学教务处主任曹月峰
说，高考综合改革启动后，该校进行了相应的课
堂改革，从教学设计到课堂模式，均发生了明显
变化。

配合高考综合改革，我省同步推进普通高
中教学和课程改革，自2020年入学的高一年级
新生起，开始使用新教材，执行新课标。

今年是隆化一中语文教师刘芳工作的第6
年。“我带过两届学生，一届是旧教材旧高考，一
届是旧教材新高考，下个学期又面临新教材新
高考。这几年，我切实感受到了改革带来的变
化。”刘芳说。

“原来是老师‘满堂灌’，一堂课，老师一个
人能讲满 45 分钟，但现在老师可能只讲 20 分
钟，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学生，引导学生自主学
习。”刘芳表示，受新高考影响，课堂上的“教”

“学”地位已经发生了转换，新教材又更强调真
实情境下的大单元主题教学，强化学生主体，这
就需要教师相应地调整教学理念和方法。

新教材，是否会给新高考再次带来新变化？
“高考综合改革强调育人功能，命题工作始

终将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作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付玉旺表示，省教育考试院将继续以命题
为抓手，逐步引导教育回归本质，引导教学更注
重学生学科素养的培养，由重知识重理论向重
实践重应用转变，由重教向重学、思、行转变。

新方向之变——引导学生发现
自己的兴趣特长，确定生涯规划

临近 9 月，又一个新学年即将开启。在石
家庄二中发放给高一新生的录取通知书上，除
了常规的基本信息，还特别有一项“职业规划”
的内容，需要学生填写自己的目标职业。

“我们的感受是，高考综合改革强调的不只
是高中这三年的学习，而是对学生整体人生规
划的引导，这是基础教育的新方向。”石家庄二
中副校长宋泽亮认为，高中阶段是学生选择未
来人生发展方向的关键时期，高考综合改革除
了涉及对学生的学业指导，也包括生活指导和

生涯指导，十分有意义。
“以前高考的志愿，好多学生是由家长代

填，甚至有时学生被调剂到一个陌生的专业，被
录取了，都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学什么干什么。
现在这样的现象就要减少了，从准备选科开始，
就要让学生思考大学学什么、以后干什么。”宋
泽亮说。

自我省高考综合改革启动，已在三届学生
中实施选课走班。

“刚开始把选课的权利交给学生，学生们感
觉很新鲜，但认识不足、目的性不强。很多学生
认为历史比物理要简单，就一股脑地去学历史，
且学生们的选择也很分散。2021 届第一次进
行选课走班，我校 12 种组合都有学生选，开设
了全部12种组合的课程。但具体学起来，一些
学科素养差距较大的科目，学习方式、思维方法
离得太远，学生学得很吃力，又会再调整。”宋泽
亮介绍，该校 2022 届学生进行选课时，组合方
式为10种，2023届为9种。

石家庄二中的情况并非特例。衡水武邑中
学2021届共选出了6种科目组合，物理、历史科
目组合各 3 种，学生人数接近一比一。2022 届
设置了 4 种组合课程，物理与历史的人数比例
约为三比二。

学生的选科趋势在发生变化，难免有新生
家长疑惑，选科到底该怎么选，哪种选法最“保
值”？

石家庄二中毕业生赵丁烁也有过这种纠
结。“我在地理和化学间犹豫过，很多人觉得地
理更易学，但我还是按目标专业的要求和自己
的兴趣选了‘物化生’组合。”赵丁烁从小对飞机
感兴趣，高二时参加学校的“院士讲堂”活动，南
方科技大学一名院士对航天领域的讲解令他印
象深刻。“那以后我就决定，要从事航天领域的
工作。”有了明确的生涯规划，赵丁烁一直朝着
自己的目标努力，今年高考，他如愿被哈尔滨工
业大学（深圳）电子信息类专业录取。

“我们现在不仅是任课教师，也是学生的生
涯规划师。学校要求我们将对学生的生涯指导
上升到育人的高度来重视。”赵丁烁的班主任、
石家庄二中教师翟欢介绍，学校不断创新生涯
规划教育，目前已形成包括校园大学节、生涯规
划校本课程等系列特色品牌，引导学生在高中
学习阶段，系统思考人生、规划人生。

“新高考注重引导学生发现自己的志向、兴
趣、特长，确定自己的生涯规划。面对选科、志
愿填报等方面的新变化，还是要回归到学生的
兴趣特长、个人理想上，并与高校的专业要求和
国家社会发展需要相结合。”郭文明建议。

省教育考试院党委书记、院长范国珍表示，
本轮高考综合改革，是恢复高考以来国家在教
育领域实施的最全面、最系统的顶层设计，“改
革已在河北平稳落地，今后，我们将继续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社会发展对多样化、高素
质人才的需要，以有利于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
展、科学选拔培养各类人才和维护社会公平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科学合
理、监督有力的考试招生制度。”

高职单招，
另一条成才之路

相关

阅读提示

8月18日，我省2022年高招录取工作将

正式结束。

今年，全省高考报名75.32万人，比去年

增加11.93万人，为历年最高。除去前期已被

高职单招录取的考生，共有52.73万人参加高

考统考。

作为全国第三批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新高

考在河北落地已两年，学生、学校感受到哪些

新变化？明年，河北将迎来首次实行新课标、

新教材下的新高考，又将呈现哪些新趋势？围

绕高考综合改革带来的新变化、新问题，记者

进行了采访。

在高考综合改革中，以高职单招为主的高等
职业教育分类考试和普通高考一起，共同构成了
我省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制度。

高职单招，即专科层次高等职业院校单独招
生考试，与普通高考相对分离，在普通高考之前完
成。开展高职单招，是实施“分类考试、综合评价、
多元录取”考试招生模式，加快推进职业教育招生
改革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我省高职单招录取人数连年上
升——2018年 9.4万人，2019年 12.12万人，2020
年 15.31万人，2021年 16.15万人。目前，高职单
招已成为高职院校招生的主要渠道，招生计划比
例达到高职专科总计划的70%。今年，我省高职
单招录取人数增至17.33万人。

高考综合改革实施以来，我省着眼于服务京
津冀协同发展，争取国家及北京、天津等有关部门
支持，扩大了京津高校在河北高职单招的招生规
模，2021年录取1691人，2022年录取2490人。

在职业教育越来越“热”的背景下，高职单招，
无疑为学生提供了另一条成才之路。

隆化一中毕业生张岩，2015年通过高职单招
考入渤海理工职业学院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
业。完成3年的学习毕业后，张岩做过汽车销售，
也创业干过餐饮，现在进入承德一家国企任职内
勤岗位。“高职单招不仅让我学会了一技之长，还
让我有了一个被认可的全日制大专学历，给我的
就业提供了多种可能。”张岩说。

高职单招考试实行“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
评价方式，充分体现职业教育培养方向。750分
的总分中，文化素质占300分，考试科目为语文、
数学，每科150分；职业技能占450分，考试可采取
专业基础考试、职业适应性测试或面试等方式进
行。投档录取，按普通高中学生和中职学校学生
分列计划、分别排序录取。

“高职单招一方面为高职院校带来了更多优
质生源，一方面也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多元发展
的选项。”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副校长张福仁表
示，职业教育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
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为“人人成才、人人
出彩”提供了更多可能。“近几年，社会对职业教育
的认可度越来越高，高职单招等有关‘职教高考’
制度的改革实践，正在显现其促进职业教育质量
提升、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作用。”

文/河北日报记者 常方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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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7 日，高考首日，沙河市第
一中学送考老师为考生加油鼓劲。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石家庄二中开展“学长领我逛专业”活动，
创新生涯规划教育形式。（资料片）

石家庄二中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