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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孩子是择校生，还能参加
中考吗？”3日，家长洪先生说，从今
年秋季起，各地要全部取消“三限”
政策，停招择校生，已经是择校生身
份的孩子怎么办呢？

据教育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停
招择校生，并不意味着以前择校的
学生就没有出路，各地教育部门将
逐步解决。

以济南市为例，中考招生政策
也为择校生留出了上普通高中的机
会，虽然无法享受指标生待遇，但这
部分孩子可以在志愿填报时填报统
招生和择校生，这部分孩子不存在
没有高中可上的问题。

政策规定，公办优质普通高中
招生计划指标的分配比例不低于学
校年度招生计划的60%，有条件的
地方可适度提高指标生分配比例。

本报记者 王光营
本报见习记者 周国芳

据了解，我省中考政策一般由
各地市教育部门制定，在考试方式、
录取原则上存在一定的差别，但目
前都是采取分数的方式进行录取。

以济南为例，初中学业水平考
试科目中生物、地理、信息技术、思
想品德、历史采取等级考核评价方
式。考核分为A(优秀)、B(良好)、C
(合格)、D(不合格)四个等级。

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
体育等学科采用分数考核评价方
式，其中语文、数学、英语各120分
(英语含听力20分)，物理、化学共
150分(其中物理90分、化学60分)，
体育60分，学业水平考试(中考)文
化课总成绩为570分。

有的地方中考没有体育成绩，
科目也有所调整。从目前的情况看，
我省中考大部分市都将语数外等科
目纳入考试范围，并采用120分的分
值。

本报记者 王光营
本报见习记者 周国芳

本报济南4月3日讯 (记者
王光营 见习记者 周国

芳 ) 3日，省教育厅出台了中
小学教学基本规范，小学一、二
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其他
年级语文、数学书面作业总量
每天不超过一小时，其他学科
不留书面家庭作业。

初中语文、数学、英语、物
理、化学书面作业总量每天不
超过1 . 5小时，其他学科不留
书面家庭作业；高中作业布置
每天总量不超过2小时。为保障
学生睡眠时间，学生完不成作
业的，家长出具证明，教师不得
追究学生责任。

据悉，小学不组织期中考
试，严禁各地统一组织周考、月
考。学生考试成绩不得以任何形
式公开，应单独反馈给学生，并
及时准确地记入学生成长档案。
不得按学生考试成绩对教师和
学生排列名次，不得作为评价、
奖惩教师和学生的主要依据。

另外，义务教育阶段配套
练习册通过政府采购随教材发
行，普通高中教辅材料由学校
选用工作委员会从目录中按照
每科一套的原则向学生推荐，
学生自愿购买。学校或教师不
得以任何理由强制或变相强制
学生购买教辅材料。

家家长长出出证证明明，，完完不不成成作作业业也也没没事事
中小学教学规范出台，小学一、二年级不得留书面作业

综合素质咋评？

一一般般不不评评不不合合格格等等级级

中考目前是啥政策？

各市自行制定

按分数录取

择校生咋办？

已择校也能上高中

指标生得超60%

评价内容 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

评价策略 由初中学校实施，既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又突出学生个
性特长，评价结果可采取“等级+描述性评价”的方式呈
现，非触及底线，一般不评定为不合格等级。

评价主体 坚持“谁了解谁评价”的原则，由班主任、任课教师、同学
等最了解情况者作为评价主体。

评价流程 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以日常评价为基础，进
行日常评价、学期评价和毕业评价，评价结果由学生和家
长签字确认。本报记者 王光营 本报见习记者 周国芳

本报济南4月3日讯(记者 王光营
见习记者 周国芳) 3日，记者从山

东省教育厅获悉，从今年秋季入学的初中
生开始，高中招生将把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共同作为录取
的依据。按此推算，2018年将正式实施。

据悉，从2015年秋季入学的初中学
生开始，普通高中招生将依据初中学业
水平考试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实
行多元评价、等级录取，把两者共同作为
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的依据。

根据规划，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分
为考试和考查科目，考试科目成绩采取
等级呈现方式，一般分为A、B、C、D、E等
若干等级；考查科目成绩分为“合格”、

“不合格”。
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要强化综合

素质评价在高中招生录取中的比重，可将
素质评价结果和学科考试成绩等值对待。

等值对待如何理解，是不是两者的
比重相同呢？不少家长认为，等级评价好
懂，但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和学考成绩如
何等值不甚清楚。

济南中学西校区教导处副主任赵
洪涛认为，等值对待可以理解为将综
合素质评价中的等级评价与学业水平
考试中的等级评价标准一致，也就是
说综合素质评价可以作为类似地理、
历史等现阶段按照等级评价的课程。
简单来说，综合素质评价可以看做一
门“课程”。

“按照我们的条件，肯定不符合实际
啊？”部分基层学校负责人认为，受各种
条件限制，很多学校还不具备施行条件。

对此，教育部门工作人员表示，暂
不具备条件的市，可采取“分数+等级”
的方式进行招生录取，语、数、外三科
采用分数表达。但各市要制定具体办
法，强化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在招生录
取中的比重。

不少学校重视素质教育，图为某校学生正练习绘画。 本报记者 王光营 摄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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