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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7年起，高中生学习有哪些变化？2020年高考到
底怎么考？志愿填报又将怎样进行？我们以今年15岁的济
南中学生小王为例来看看。

看看学生小王
怎样参加2020年高考

考生：小王

2017年升入高中一年级，
将参加2020年高考。

小王要学习覆盖国家课程方案规定的所有科目，包
括语文、数学、外语、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
物、艺术（或音乐、美术）、体育与健康、技术等科目。

同时，在史地政物化生六门课中，他需要着重学习自
己感兴趣且符合高校招录要求的三门，以备将来的学业
水平等级考试。

高中阶段

政策：不再分文理科。

小王可以参加学业水平考试的合格考试。

高一下学期末开始

政策：合格考试每学年组织两次，分别安
排在每学年上、下学期末，所有科目均合格才
能毕业。

进入高三，小王开始为高考做准备，他有三条路可
以走：

高三开始

参加

夏季高考A
（1）高三上

学期，小王需要
进行学业水平考
试等级考试，从
思想政治、历史、
地理、物理、化
学、生物六个等
级考试科目中选
择三门，山东省
自主命题。

（2）6月上旬
参加全国统一高
考，包括语文、数
学、外语三门，外
语有两次考试机
会（英语、日语、
俄语等），全部使
用全国卷。

（3）综合素
质评价，内容主
要包括学生思想
品德、学业水平、
身心健康、兴趣
特长、社会实践
等。

参加

春季高考B
（1）文化素

质考试，包括语
文、数学、英语
三科，满分 3 2 0
分，语文、数学
各 1 2 0分，英语
80分。

（2）专业技
能考试，包括专
业 知 识 和 技 能
测试，满分 4 3 0
分。

参加

高职（高专）

单独招生

和综合评价

招生

C

需要参加招
生院校组织的职
业适应性测试，
依据考生高中学
业水平合格考试
成绩和职业适应
性测试结果，同
时参考综合素质
评价。

考上了，上
高职（高专）。

考上了，上
高职（高专）。

注意：春考和夏考不冲突，考完了春考还可以报考夏
考，最终去哪所高校，选择权在小王。但是高职（高专）单
招被录取后，就不能再参加夏季高考了。

高考招录

前提：如果小王夏季高考分数达到当年本科投档线，
那么他可以参与投档了！

如果小王的兴趣在汉语言文学方面，他可以选择填报
中文专业（类），然后再选择学校。

志愿填报从“学校+专业”变“专业（类）+学校”。

进入大学

如愿考上大学的小王，大一将接受通识教育，大二选
择自己心仪的专业，并对未来的职业规划作出安排。

打打破破唯唯分分数数论论，，逼逼高高校校出出特特色色
改革倒逼高校发展优势专业，改变大而全的现状

我省高考综合改革方案给教育行业投下一枚重磅炸弹，无论是取消本科录取批次，还是
实行专业优先录取模式，对考生学习、高中办学和大学发展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业内专家
认为，通过一系列的高考改革举措，将倒逼高中、大学对教学流程、人才培养模式再造，重视
对学生的职业潜质发掘，重视对高校优势学科的打造。

本报记者 王光营 许亚薇 实习生 卜慧文

“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一直
在推进，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17日，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从我省的现实情况来看，问
题主要是唯分数论的传统观念
和做法，异化了考试价值观，影
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单一的
考试模式忽视了学生的职业选
项和能力差异，影响了多样化
的人才选拔。

与此同时，近些年的高校
扩张式发展也呈现出一些问
题，主要表现为教学同质化，几
乎所有高校都在不遗余力地追
求学科与专业的“大而全”，千
校一面，特色不彰。学生在报考
时看重学校而忽视专业，一些
所谓名校的弱势学科也不愁生
源。然而，千校一面的教学模式
下，学生的职业发展受到忽视，

最终影响大学生就业和国家人
才培养。

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提出了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
革的总体要求，国务院印发了

《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的实施意见》，我省总结了近年
来的改革做法，学习借鉴先行
试点的上海、浙江的改革经验
后，制定了我省的改革方案。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干啥，
什么专业都行啊！”17日，我省
鲁西南地区一所高中的高三学
生李岩(化名)说，她的目标只
是考出高分进个好学校，至于
未来学什么、干什么，“还得看
考多少分”。

该班班主任丁老师告诉记
者，这样的学生并不少见。对高
中生来讲，恨不得除了高考的
内容，其他什么都不要来分散
精力。除了自己的父母帮忙，一
般的考生根本没有意识和精力
对自己的未来做出规划。

据介绍，在我省的高考改
革中，未来将以专业优先进行
录取，这就要求学生对自己的
专业特长有明确的认识。由于
缺乏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很多
学生都缺乏这方面的素养。学
生不知道自己的喜好，老师不
清楚学生的潜质，在面临“专
业类+高校”的招生录取模式
时，已经适应了先选高校后选
专业的老师和学生都将手足
无措。

我省教育部门也认识到了
这一点。省教育厅明确提出，要

建立普通高中学生职业适应性
测试制度。从2017年秋季入学
新生开始，报名参加高职 (高
专)单独招生和综合评价招生
的普通高中学生，都要参加职
业适应性测试。按照有利于选
拔和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
才的要求，明确测试内容，科学
设计测试标准和测试方式。

“这能形成一种倒逼机制，
让学校开始注重学生的职业潜
质。”丁老师认为，高考改革的
核心是学生，这个教育的短板
得及早补上。

从2020年起，我省将采取
“3+3”的高考考试模式，其中3
门为语数外，进行统考；另外从
历史、政治、地理、生物、化学、
物理中选择3门进行学考等级
考试。

“选课走班将成为大趋
势。”我省部分高中的负责人认
为，因为3门学考等级考试科目
依据学生的兴趣和高校专业要
求而定，打破了目前的文综、理
综模式，这就需要学生根据真
正的兴趣进行选课走班。

记者了解到，我省部分学
校已经逐步实施，但未形成普
遍现象。以省实验中学为例，该
校较早探索了分层走班、选课
走班的模式。根据学生某些科

目的情况，在某些学科上实行
分层走班教学。另外，该校还推
出了200多门校本课程供学生
选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
修。

“我们学校的条件较差，老
师连正常上课都紧张，选课走
班没法办。”另外一所高中的负
责人告诉记者，从全省范围来
看，教学资源优质的高中毕竟
是少数，像省实验中学一样推
行选课走班制有一定难度。

对此，济南市教育局相关
负责人曾表示，选修课开设必须
要提供教室，但现在很多学校场
地有限，师资力量更是开课的核
心限制因素。

“上海、浙江等先行试点的

省市曾推行过选课走班，但效
果不好。”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
院长熊丙奇告诉记者，选课走
班看起来仅仅是在高中推出几
门选修课，但实质上是高中教
学流程的再造。

据介绍，上海部分地区在
试行了一段选课走班后，又慢
慢恢复到了传统的固定授课模
式。“选课学生多的科目就固定
了，学生少的科目可能就不开
了，走班慢慢就走不动了。”

“选课走班适合小班化教
学，我们要试行还得探索。”熊
丙奇认为，选课走班需要进行
教学流程的再造，除了教师资
源的配置，甚至教学楼、图书馆
等都要重新规划设计。

记者了解到，在未来的专
业优先录取模式上，可以实现
考生和高校的双向选择，但考
生录取后如何培养仍然面临一
些问题。

业内人士认为，虽然未来
到底如何招生录取还不清楚，
但目前的自主招生可以提供一
个参考模式。自主招生在一定
程度上保证了学生和高校的自
由选择，但对人才的培养情况
并不乐观。

“无论是奥赛获奖还是其
他奖项，高校看中的其实是考
生的创新能力。”熊丙奇表示，
对所有高校来讲，都存在一个
学生好招、人才难培养的问
题。

熊丙奇说，他曾调研过多
所高校，几乎没有一所高校会
对通过自招渠道招收的学生
单独培养并进行跟踪调查。自
招的学生和其他学生一样，接
受同样的教育，结果自招学生
的成材率并不突出。“招生创
新了，培养不创新一样不行。”

记者了解到，部分高校已
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学科
建设和人才培养上下功夫。以
山东师范大学为例，该校提出
了学科振兴计划，将学科建设
看作各项工作的龙头，划拨专
项建设经费。

“高考招生，前面连着高中
教育，后面是大学人才培养，高
考改革就是要挑起这个担子。”

省教育厅负责人表示，希望用
招生录取的改革，促使高校科
学定位，更加注重学科建设和
专业建设，多办特色专业、优势
专业，形成学校品牌和特色，提
高办学质量。

“我们逐渐开始对就业形
势差的专业亮红牌，发展自己
的 优 势 学 科 。”山 东 师 范 大
学、山东交通学院等高校的
工作人员表示，现在很多高
校的专业设置重合性很高，
还存在只要有专业就不愁招
生的情况。在新的高考改革
政策下，将打破高校的身份
标签，部分高校的优势专业
更加突出，也会加速一些专
业的优胜劣汰。

为何实施新一轮招考改革？

重视学生能力差异，增加考试多样性1

为啥按专业优先选拔学生？

倒逼高中补上职业规划短板2

“3+3”对高中教学有多大影响？

选课将让高中丰富教学资源3

合并批次、专业优先有啥用？

打破高校身份标签，加速学科优胜劣汰4

政策：高考实行“两依据、
一参考”，即考试科目是“3+3”

（全国统考的语数外和自主选
择 的 三 门 学 考 等 级 考 试 科
目），参考综合素质评价。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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