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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分文理，更关注自主权

今今秋秋高高一一新新生生将将尝尝鲜鲜““33++33””

本报记者 郭立伟

学校招生由“撒网”
到“钓鱼”转型

2016年3月份，山东省发布深化考试招生
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自2017年秋季高中
入学新生开始，考生夏季高考考试成绩由统一
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和考生选考的3科普通
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试成绩组成，即“3+3”。

“3+3”科目中，语文、数学、外语为全国统
考科目，各科满分分值为150分，不分文理科，
外语科目提供2次考试机会。纳入高考录取的
等级考试科目，由考生根据自身特长和兴趣爱
好，结合高校招生对等级考试科目组合的要
求，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
个等级考试科目中选择。同时，自2020年起招
生采用“专业（类）+学校”志愿填报和招生录
取方式，探索实行考生一档多投、多次选择的
投档模式，增加高校与考生之间双向选择机
会。根据方案通知，2017年6月前，我省将出台
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方案。

高考改革的相关配套从2017年就会逐步
展开。在夏季高考招录批次改革和投档录取模
式改革双重作用下，2017年，高考分本科一批、
二批录取的方式将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

“本科批次”。也就是说，除提前批外，高考录取
将不分批次。春季高考也将实施按专业类别填
报志愿和平行志愿录取模式。合并本科批次主
要是为了淡化现有高校批次的概念，不再人为
地把高校分批分层。合并后，所有本科高校拥
有同样的竞争平台，更加彰显公平，也有利于
高校形成自己的品牌和特色等。

山东财经大学招生办主任王燕介绍，“之
前学校的招生模式是‘广撒网’，重点宣传学校，
如果学生进来好专业录不上，也可以调剂到别的
弱势专业。随着高等教育改革，高校内部学科和
专业也有了竞争力，现在是‘钓鱼’，只有这个专
业‘鱼饵’足够好，鱼才肯上钩。”将来高考录取批
次合并之后，这种现象会逐步得到改变，高校内
部学科办学水平的竞争压力会逐步加大，这有
助于鼓励高校多办特色、优势专业。

理综科目
报考专业相对较多

“‘3+3’科目组合，从以前分文理科学习
转变为选科学习。按照新高考的科目组合，山
东6选3，有20种组合。最终目标是实现‘分类考
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打破原有的单一分
数评价体系，关注学生的素质教育，也引导学
生关注自己的个性、兴趣、综合素质培养。”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因此，学生
的选择权增加了，但也要学会选择。”

这就要求所有学生在选科的时候，就要有
初步的升学规划，也要考虑选科的覆盖度。据统
计，在浙江，考生选考物理可报考大约91%的专
业，选化学达到83 .5%，选生物达到68 .8%，政治

达到57.9%，历史达到62.8%，地理达到60.9%，技
术达到70.6%，物理学科的覆盖面最大。

另一方面，熊丙奇建议，高校专业在录取
时，对科目的要求不同，3个科目组合会满足绝
大多数学校、专业的科目要求。如果学生没有
明确的专业选择，在选择学科时，为扩大今后
的专业选择面，一是文理搭配，二是若所有理
科科目实力差不多，可首选物理，文科科目实
力差不多，可首选历史。“统计发现，在新高考
中，考生不管怎么选，就是任意组合，都可以覆
盖66%的专业。这比以前选文科理科，报考高
校志愿，选择空间大大增加。而从另外一个角
度上说，还有34%的专业没办法报考的。因此，
选择学科组合还是要谨慎。”

覆盖面广的科目
学生不一定买账

根据浙江的数据统计，虽然考生选考物理
可报考大约91%的专业，但山东师范大学附属
中学物理高级教师蔡建国表示，“真正选择起
来，根据相关统计，理科中，选择最多的却是化
学，物理反而选择比较少。因为很多学生觉得
物理难学，所以就直接避开了，选择最多的反
而是化学。”

比如山东大学2017年在浙招生普通高校
专业（类）选考科目范围中，记者观察，理工类
专业中，大部分科目选择范围都是“物理、化
学、生物”或者“物理、化学、技术”，按照规定，2
门或3门的，考生自主选择的选考科目只须符
合其中1门即可报考。蔡建国介绍，由于有一些
专业选考科目范围中只要二选一或者三选一
即可，“3”中的另外两个可任意选择，所以，有
些学生虽然报的是物理专业类，却可能存在不
选考物理科目的情况。

所以，虽然物理科目覆盖面很大，但真正
的选择范围可能没有这么大。对学生“物理难”
的感觉，蔡建国表示了肯定，“在理综科目中，
物理确实有点难。但是考过一年后，可能就会
有变化，因为难度是可以调控的，扎堆报考对
学生来说并非好事。另外，‘3+3’实行后，要权
衡三科的难度，难度系数应该会尽量靠拢。”

“南方的试点，对山东省来说是一个很大
的启发，山东省肯定会扬长避短。国家层面上
讲，如果都不选物理的话，这将是很大的问题。”
蔡建国表示，“理论上来讲，跟着兴趣来做是最好
的，这也是高考改革的初衷，学生就是要做自己
喜欢做的事儿，但学生真正选择时，并非所有人
将兴趣放在第一位进行选择。再有兴趣，假如考
不出分数来，学生会不会也把兴趣让一让？”

跟物理一样，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三
历史备课组长表示，虽然历史学的地位在提
高，历史在文综科目中也偏难，“大多数学生以
为历史学科相对简单，故事性较强，觉得挺好
学，但其实不好学。现在的历史考试中，不仅仅
是考查历史知识，而是考查学科思维，比如要
求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提出论证自己的观点
等。”所以，难度有可能会影响学生的选择，学
生可能会发现，历史并不是很好考。

7月15日上午，济南

文化东路一小区，毕业

于山师大附中的高考考

生夏岩和父亲一起，乐

滋滋从快递员手中接过

山东师大生物科学专业

的录取通知书。（资料

片）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针对传统高考存在的问题，我国启动了高考改革。上海和浙江从2014年起，为贯彻落实国家
的高考改革意见，已经实行新高考改革。山东省2017年秋季高中入学新生开始，成为第一批“吃螃
蟹的人”。进行“选课走班”时，高中生就要提前制定自己的人生规划，为将来的专业选择做准备。

本报12月31日讯（记者
郭立伟 李飞） 2015年9月，
山东省提出用两年时间解决城
镇中小学大班额难题。记者从
省教育厅了解到，自省委、省政
府启动解决大班额问题工作以
来，全省已经超额完成了省政
府工作报告承诺的新建改扩建
1500所中小学工作任务，解决
中小学大班额问题初见成效。

启动解决大班额问题工作
以来，省、市、县三级政府逐级
签订责任书，立下军令状。各地
编制了解决大班额工作规划，制
定了学校建设和教师增配的时
间表、路线图，省政府制定出台
系列政策措施，突出“人、地、钱”
等关键问题，在全国率先打响解
决大班额问题攻坚战。

在“人”的问题方面，中小
学教师编制强调有编即补，
2017年将教师编制补充到位。
对已经满编超编的县(市、区)，
设立临时周转编制专户，在事
业单位编制总量内，将事业单
位转企改制等挖潜的编制用于
补充中小学教师。同时，采用政
府购买服务方式，解决教学辅
助人员、后勤人员占用教职工
编制问题。在全国率先整体推
进实施中小学教师“县管校聘”
管理改革，教师从“学校人”变
成“系统人”，教师资源潜力将
得到最大程度释放和利用。截
至目前，解决大班额问题已累
计聘任教职工7万名以上。

省、市、县三级将统筹解决
“地”的问题。党政机关院落、国
有企事业单位闲置土地以及经
济开发区的土地，优先用于新
建和改扩建中小学，新增用地
指标、盘活的存量土地和城乡
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节余指标
优先用于解决大班额。

资金方面，至2017年底，省
财政安排以奖代补资金20亿元
以上。以省财金投资有限公司
联合地方政府所属项目公司为
运作主体，协调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山东省分行、国家开发银
行山东省分行，增加大额长期
信贷资金和政策性贷款规模，
支持中小学校建设。商业银行
积极参与，主动提供金融服务。

迄今，山东省各地新建、改
建中小学1828所，新增加中小学
学位127万个，实现了时间过半、
任务超半。2017年底，将全面解决
城镇普通中小学大班额问题。

我我省省年年底底

全全面面解解决决大大班班额额民生
高考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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