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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的高考选考科目
学生只要1科符合就可

在两天的会期中，我省数
十所高校和高中的相关负责人
齐聚一堂，共同探讨高考改革
话题。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就
业处处长陆向华、杭州科技职
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曲
海洲，分别以“高考综合改革的
浙江行动”“《浙江高考改革试
点方案》解读”为主题，分享了
浙江高考改革的经验。

“通过深化改革，逐步形成
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
的考试招生模式，构建更加公
平公正、科学高效和灵活多样
的高校考试招生制度。”陆向华
表示，高考改革是把选择权还
给了学生，以浙江为例，高考不
分文理科，除了语数英三门必
考科目外，另外7门：物理、化
学、生物、历史、地理、思想政
治、技术，由考生“7选3”，实现
了一科多考、一档多投、聚焦专
业、多元选拔。

“学生的选考科目和高校

的选考科目范围只要有1门交
集即可报考相关专业(类)。”陆
向华说，高校是根据学校的培
养目标和专业的特点等来提出
选考科目要求的。需要注意的
是：2门、3门科目之间是“或”而
不是“和”的关系，学生的选考
科目和学校的招生专业选考科
目之间只要有1科符合了就可
报考。

比如，有学校要求的科目
是物理，学生只有选考了物理
才能报考；有的学校要求的科
目是物理、化学，选考了物理或
化学的学生能报考；学校要求
的科目是物理、化学、历史，选
考了物理或化学或历史的学生
能报考。“如果学校要求的科目
不限，那么选考了7门里任意3
门的学生均能报考。”

陆向华说，考生选考任何3
门，至少可以报考约66%的专
业(类)，而在现行高考中，文科
考生只可报考约3 4%的专业
(类)、理科考生只可报考约66%
的专业(类)。

“‘七选三’的模式下，学生
成绩形态由整齐划一的扁平化
改变为参差不齐，形成新的教
育生态，给教学管理带来新课
题。”陆向华表示。

应对新高考
实施选课和走班制教学

与会专家认为，高考改革，
对大学而言，不分批次，同一学
校不同专业录取分数可能很悬
殊；科目自由组合，生源知识结
构差异可能扩大。学生选择的3
门选考科目仅需1门与高校设定
的招生专业选考科目相匹配即
可，意味着生源结构将更加多
元。这有利于不同学科知识的相
互交融，也将给高校专业教学带
来新挑战。对中学而言，“多样
化、特色化”成为学校办学的价
值取向与发展趋势，形成一校一
方案、一生一课表。

浙江嘉兴教育学院纪委书
记孙国虎给与会的高中校长、
副校长、教导主任等做了“新高
考背景下学校转型发展的实践
与思考”的主题分享。他认为高
考改革彰显了“选择性”教育理
念。考生应根据兴趣特长、职业
生涯规划和学习情况等，结合
选考科目范围综合考虑，自主
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
化学、生物等高中学考科目中，
选择3科作为选考科目。

“组合有几十种，学生如何
选择选考科目？选课走班成为
必然。”孙国虎建议，学生确定
选考科目的依据是兴趣特长、
学力基础和职业倾向，科学思
考“兴趣科目”与“强项科目”的

关系。应对高考改革，他以嘉兴
一中为例表示，学校课程建设
不断优化，统筹教学、资源、教
师安排，探索不同类型的选课
走班模式，转变育人模式。

“学校成立学生发展指导
中心，引进高中生涯测评系统，
梳理高中三年规划重点内容。”
孙国虎表示，学校开展了“分层
分类”的选课走班，各年级教师
在学校课程方案的总体框架
下，结合自身兴趣特长，全员开
设选修课，全面推行行政班与
教学班并存的选课走班教学。

“各年级开设的选修课程达到
80门上下，每周9节。学生依据
自身的个性需求，在本年级开
设的全部课程中自主选课。”

““每每年年级级8800门门选选修修课课，，学学生生选选课课走走班班””
齐鲁晚报浙江高考改革经验分享会举行，跨省探讨如何应对新高考

高高数数课课堂堂上上，，学学生生成成““讲讲师师””
山东财经大学学生课堂：学校发“工资”，教室常爆满

本报记者 尹明亮
见习记者 冯沛然

新学期第一课
教室挤爆了

新学期第一课要开课了，
在教室里，100多个来自各个学
院的学生坐得满满当当，准备
讲课的相韦东先找了一间办公
室，脱下身上的休闲装，换上了
从宿舍带来的西装。

相韦东今年读大三，在这
个学生课堂上，他是四位讲师
之一，除了他，其余三位都是大
二的学生。“新学期的第一课由
我来上，得给大家留下个好印
象，后面的课程大家才会继续
来听。”相韦东说。这个学生课
堂每周都会有三到四堂课，基
本都是教授微积分，但学生们
不用选课，也没有学分，所有的
学生都是自愿而来。

新学期的课堂讲的依旧是
微积分，大一的微积分课程刚
刚学完第一章《函数与极限》，

课堂也要紧跟同学们的上课进
度。听课的学生刚进教室就领
到一张手写的课堂知识点，反
面是习题。“课堂的目的就是带
着同学们温习在微积分课堂上
学过的知识点，一起做一下习
题。”相韦东说。

从晚上7点开始，到相韦东
讲解完知识点和习题，已经快8
点半。当同学们散去，走下讲堂
的相韦东也算松了一口气，新
学期第一课还算顺利，他也算
起了个好头。

讲师要海选
个个是学霸

在这个课堂上，大一学生
刘望青认真地听着课，过一段
时间他也可能成为讲台上的一
名讲师。经过层层的选拔，刘望
青成了8位讲师候选人之一。

“只是这个学期，他们还不能当
讲师，得经过一个学期以后，再
看看他们的成绩和表现，这个
阶段，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
在QQ群里给同学们答疑。”读

大二的辛雨是面试考官之一，
她也是目前的四位讲师之一。

辛雨所说的QQ群便是运
作这个课堂的数学协会建立起
来的，每天晚上，都需要有同学
值班回答数学问题。辛雨说，在
大二的QQ群里已经有600多
人，大一的群里也有160多人，
她最多的时候每周在群里解答
300多道题。刘望青和他的另外7
名小伙伴之所以最终能入选“预
备讲师”，他们在QQ群里的答疑
也是很重要的参考，在过去的
一周刘望青解答了32个题目。

辛雨介绍，在这个课堂上，

每个讲师也都要经过层层的考
验，也都算得上是一个小小的

“学霸”，“至少在数学成绩上都
是很出色的。”辛雨说。

课堂受认可
还有了专用经费

“我的数学成绩相对偏弱
一点，课堂上有些没听明白的，
到这里听一听，交流一下，收获
还是蛮大的。”金融学国际化实
验班读大二的牛方宇说。她的
同班同学臧泽亚便是课堂的讲
师之一。

“到课堂上课，对自己来说
也是一种学习。”臧泽亚介绍，因
为要给同学们上课，所以在老师
教授的高数课上，她会学得格外
认真，“要讲一堂课，提前一周就
得准备，也得自己学透了，才能
给同学们讲。”臧泽亚说。从这个
学期开始，臧泽亚收获的就不仅
仅是一份经验了，每上一节课，
她还能收到一份还算可观的课
时费。“从这个学期开始，学院里
给批了专门的经费，每节课的课
时费能有120元钱。”

“这个课堂在学生间反响
出奇地好。”山东财经大学金融
学院党委副书记徐明春介绍，
本学期之初的书记院长学生座
谈会上，这个课堂也成了学生
们热议的话题。“对财经类专业
来说，数学是必修课，但在招生
中又有很多文科学生，在正常
的数学课上会有一些同学跟不
上进程，这个课堂是一个很好
的补充。”徐明春说。在以往，这
个课堂是学校的一个勤工助学
岗位，由学校里给讲课的学生
们一些补助，也是考虑到同学
们的需求，从这个学期开始，学
院专门批了一部分经费，支持
这个课堂的开展。

11月1日傍晚，在山东财经大学校区，一个特殊的课堂开始了
在这个学期的第一课。金融学院的大三学生相韦东再次出现在讲
台上。与大学里其他课堂不一样的是，这个课堂的讲师一直都是
像相韦东一样的学生，听课的则是同学。从相韦东最早给同学们
上课开始，这个主要讲授高等数学的课堂已经走进了第三年。

面对高考改革，我省高校和高中如何积极应对？日前，由齐鲁
晚报主办的浙江高考改革经验分享会在杭州成功举行。我省数十
所高校和高中的相关负责人齐聚杭州，就高考改革话题，和当地高
校、高中的教育人士进行了一场跨省专家大讨论。

相韦东正在讲这个学期的第一堂课。 记者 尹明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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