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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取消消加加分分更更利利于于公公平平透透明明竞竞争争
专家建议，建多元评价体系，鼓励学生个性和特长发展

2015年取消6项高考加分：
在高中获得“重大国际体育比赛

集体或个人项目前6名、全国性体育
比赛个人项目前6名”。

“国家二级运动员(含)以上称
号”。

高中阶段获全国中学生(数学、物
理、化学、生物学、信息学)奥林匹克竞
赛全国决赛一、二、三等奖。

高中阶段获全国青少年科技创
新大赛(含全国青少年生物和环境科
学实践活动)、“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
活动、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一、
二等奖，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或国
际环境科研项目奥林匹克竞赛奖项。

高中阶段获省级优秀学生称号。
高中阶段被认定为思想政治品

德方面有突出事迹。

6项奖项

高考不再加分

此次改革虽对鼓励性加分进行了
调整，但扶持性加分仍有所保留和完
善。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2015

年高考保留以下考生高考加分资格：
烈士子女；
边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聚集

地区少数民族考生；
归侨、华侨子女、归侨子女和台湾

省籍考生；
自主退役士兵；
在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含)以上

或被大军区(含)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
号的退役军人。

5类考生仍具备

高考加分资格

走班教学对中学硬件、软件要求更高

根据新政策，除了计入高校
招生录取总成绩的三门学科外，
其他学科考试合格即可，学生根
据自己兴趣特长自主选择。

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工
作人员表示，目前淄博市鼓励
有条件的学校采取走班教学，
但并不是每个学校都能具备
这样的条件。据介绍，走班教
学对学校的硬件和软件都有
相当高的要求，教室数量、教
师的数量都要比传统的教学
方式要求要高。

“但走班教学对学生的个
性发展是非常有好处的。学生
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性地

去上某个老师的课，有点类似
于大学里的选修课。”该工作人
员解释道。

市实验中学的老师告诉记
者，走班教学把某些方面类似
的学生规划到一个层次里，既
可兼顾学生个体间存在的差
异，又可把因材施教提高到一
个可操作的水平，达到共同提
高的目的。这是教育发展的一
种趋势。但是实施走班教学也
容易让班主任失去对学生学习
情况的监控，使部分自控力不
强的学生在感到好奇、好玩的
同时，增添了一份忙乱和心散，
很难静下心来学习。

根据《加强和改进普通高
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
高校招生将不只看分数，同时
要参考高中综合素质评价。对
此，市招办主任牛莹表示，综合
测评必须配有具体操作办法，
不仅如此，高校也应改变招生
方式。如果按照现在平行志愿
的录取方式，还是分数至上，那
么综合测评也只是流于形式。

山东理工大学招生就业处
处长陈学兴告诉记者，目前适
应新高考的招生方案还在讨论

中，具体还要等今年浙江和上
海试点结果来定。陈学兴认为，
目前的招生方式是按学校录
取，既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
填上自己想报的学校，只要有
一个学校录取就可以了。而未
来的发展的趋势是按专业录
取，即考生可以同时填报多所
学校，这些学校都可以向考生
发录取书，学生可以选择去哪
所学校。“目前对于人多高校少
的情况下，实现这样的录取方
式还需时日。”陈学兴表示。

改革同时逼大学调整招生政策

明年高考取消奥赛、特长生等加分，淄博学生老师都松了口气，不少专家认为：

不不加加分分了了，，继继续续坚坚持持的的才才是是““真真爱爱””
本报12月17日讯 (记者

谭文佳 ) 高考加分政策做出
了“减法”，明年将取消奥赛、省
级优秀学生等6项全国性鼓励
类加分项目。但记者采访不少
学校老师及学生了解到，取消
加分影响不大，也不会影响学
生对某学科的热爱及争取这些
荣誉的积极性。

17日上午，教育部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考
(课程 )加分项目和分值的意
见》，根据意见，高考将取消体
育特长生、中学生学科奥林匹
克竞赛、省级优秀学生等六项
全国性加分项目。

市实验中学老师告诉记
者，平时获得这类奖项的学生
都是级部的前几名，不会对学
校的整体考试情况造成影响。

淄博七中去年出现了两个
淄博市裸分状元，该校级部主
任边秀敏表示，取消加分项目
有利于真正的尖子生出现，并
且从大学录取的偏好来看，国
内名牌学校还是比较看重学生
的裸分成绩的。

记者从淄博六中了解到，
近日，该校有十几名高三学生
拿到了奥赛奖项，对于教育部
出台的文件，部分获奖学生表
示对自己高考发挥影响不大。

该校学生李皓宇从高一下学期
开始准备参加化学奥赛。他的
化学老师吕志洞介绍，李皓宇
一直对化学非常感兴趣，平时
自学大学化学内容，并且还利
用假期时间参加化学的奥赛辅
导班，这次他获得全国的化学
奥赛一等奖是他多年努力的结
果。“不加分不影响学生探索知
识的兴趣。”吕志洞说。

淄博六中2014级年级主任
李淑君表示：“其实能拿到奥赛
奖项、评上省优秀学生等都说
明了这个学生确实有过人之
处，不少有名的大学在录取时
会参考这些奖项，对这些学生

能念上自己向往的专业和大
学，包括之后能从事相关领域
的工作都是非常有用的。”

不少教育专家认为，高考
鼓励性加分主要是为了促进学
生张扬个性、发展特长的，取消
加分后，学生还能继续凭兴趣、
爱好坚持学习、钻研某方面特
长，反而更有利于培养出真正
的特长生。

记者走访中心城区几家书
店了解到，关于奥赛的辅导书
销量没有明显变化。“平时来买
这类书的基本是一些学习尖子
生，最近销量没有变化。”一家
书店老板说。

本报12月17日讯 (记者
谭文佳) 近日，市教育局网站
上公布出了5名今年新评选的
省级优秀学生名单，就在公示
日的第三天教育部就取消了省
级三好学生等六项加分政策。
对此，不少教育专家认为，高考
加分加剧分数崇拜，应取消。

淄博七中级部主任边秀敏
表示，目前高考虽已不再是出
人头地的“独木桥”，但是，一场
牵动千万家庭的考试，对于这
个国家的影响力不言而喻。家
长都期待孩子能够更平等地参
加高考。

“高考加分最初的目的是
鼓励学生特长发展，但由于高
考录取实行单一分数评价，因
此加分演变为加分教育，在取
消加分之后，应该建立高校的
多元评价体系，把加分项目纳
入多元评价中。”边秀敏说。

近年来，高考加分政策饱
受诟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执
行过程中的种种乱象。一名高
三学生家长表示，“这些年经常
爆出不少高考加分的造假行
为，可以说每一项加分政策都

有徇私舞弊的空间，这也是社
会舆论反对加分政策的原因，
取消加分更利于学生公平竞
争。”

市招办主任牛莹认为，如

果取消高考加分，却不建立多
元评价体系，我国高考录取将
重回分数评价，这是不利于鼓
励学生个性和特长发展的。应
建立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

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让高考
招生从行政主导向专业主导转
化，应是未来改革的方向。但在
当前高考模式下，加分项目应
是越少越好。

两天连发3个重磅文件逼学校探索新的育人及招生方式

走走班班教教学学或或成成高高中中教教学学新新趋趋势势
16-17日，教育部连发3个文件作为高考改革配套政策。

《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加强和改进
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减少和
规范高考(课程)加分项目和分值的意见》，分别从学考、高中
综合素质评价和高考加分做出了新的规定。记者采访了市
教育局、部分高中学校以及大学的相关负责人，他们一致
认为高考新政增加了学生自主性。

本报记者 谭文佳

国家从上世纪50年代起实行高
考加分政策，主要分为鼓励性加分
及扶持性加分两大类。鼓励性加分
是为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个性发
展。而扶持性加分主要是针对少数
民族、烈士子女等特殊群体。

本轮改革对高考加分做出了
“减法”。记者注意到，2014年，全国
性加分项目共11项，其中鼓励类6

项，扶持类5项。此轮改革关于加分
政策的调整中，将从2015年1月1日
起取消6类鼓励类加分项目。

高考加分政策

已实行半个多世纪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教育部
16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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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说，高中学业
水平考试覆盖全部学科，其中，语文、数
学、外语、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
化学、生物等科目，由省级教育行政部
门统一组织考试；艺术(或音乐、美术)、
体育与健康、通用技术、信息技术等科
目，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统一要
求，具体考试组织方式可以多样。计入
高考成绩的考试科目可以6选3，为了淡
化分数，成绩分为A、B、C、D和E共5个等
级计算。不计入高考成绩的考试科目成
绩一般分为合格、不合格。大学相关专
业提前公布对于科目的要求，让高中
学生提早知道，计入高考成绩的科目
分散在高中3年之中考试。允许学生修
改所选科目，如果学生感到某科一次
没有考好，可以考第二次。

本报记者 谭文佳 整理

学考科目6选3

计入高考总成绩

张店金晶大道一书店奥数类辅导书销量无明显变化。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淄博十七中的学生在上美术课。 本报通讯员 翟培新 摄

相关链接

公 告
张 林 ， 身 份 证 号 ：

370303198005165118，旷工达45天，严
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自2014年12月
15日山东德诺板基科技有限公司与
其终止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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