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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高考综合改革

• “两依据一参考”的多元评价

• “每年两次全科开考、选考科目两次参考”
的选择考试安排

• “四条途径招生”的多元录取机制



一、普通高中教育教学面临的挑战

• 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催生有选择的学习和考
试，普通高中原有“齐步走”的教育教学
模式面临这巨大的挑战，主要体现在思想
认识、教学和考试安排、选课选考和走班
教学、条件保障等几个方面。



（一）如何达成改革的共识

• 选择：从配餐到自助餐

• 担忧：对新事物

• 不满：工作复杂性增加

• 彷徨：改革与学校升学率



（二）如何合理安排学校教学和考试

• “高一行政班平行授课、高二分文理、高
三应考”行不通了

• 教学工作和考试怎么办



（三）如何理性选课选考和有效
实施走班教学

• 如何让学生学会选择

• 如何因地制宜探索适合自身走班教学的办
法



（四）如何重建学校教育教学管
理制度

• 建立在行政班基础上的普通高中学校运行
机制难以适应

• 如何建立新的管理制度



（五）如何为改革提供足够的条
件保障

• 教室配置数量不足

• 学校运转经费不够

• 学生选课的不确定与学校教师专业结构固
化之间的矛盾



二、主要做法与基本经验

• 2012年启动的深化普通高中课程改革

构建学校课程体系

开发开设四类选修课程

健全选课制

实行走班制和学分制



（一）宣传引导工作抓深落细

• 向省委省政府领导汇报改革进展情况

• 组织设区市分管市长学习会

• 编印宣传册

• 组织宣讲团

• 校长全员轮训

• 教师的全员培训

• 全体班主任培训



（二）系统设计和完善学校课程
体系

• 加强课程顶层设计和完善学校课程体系

• 开发丰富多彩的选修课程

• 搭建“高中选修课平台”，1073选修课程，
总访问量超过817万人次



• 有1000余门网络选修课程的选修课平台





• 靠背椅 杭州源清中学高二学生作品



（三）新的教学秩序逐步创建完善

• 出台《关于适应高考招生改革变化 统筹安
排普通高中课程教学的指导意见》、《关
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中学校统筹安排教学
工作的意见》

• 5次普通高中学校教学安排的研讨

• 每个学校都形成了适合本校实际的课程修
习和考试安排



（四）选课走班教学应地制宜地
探索实施

• 必修课程分层走班教学全面推行

分层处理必修课程内容

学生自主选择组成教学班

授课教师平行安排

改革教学和评价方式

强化教育资源配给



绍兴三界中学必修课分层走班教学



选考科目选课走班方式

• 行政班与教学班并存双轨育人班级方式

全员走班

分部走班

“2+1”走班



（五）班级管理制度不断发展完善

• 《普通高中学校班级管理工作指南》

• 行政班在高中三年中保持稳定

• 建立学科老师责任制和学生自主管理制相
结合的教学班管理制度

• 对课前候课、考勤、卫生、安全、作业等
方面落实具体要求

• 采用书包橱柜、学生台鉴、科目书袋、刷
卡考勤等手段来帮助教学班的日常管理





（六）生涯规划教育开始形成体系

• 《关于加强普通高中学生生涯规划教育的
指导意见》

• 以“全员导师制”、“一班三师制”等方
式，做到每一名学生均有导师负责指导学
业规划和生涯规划

• 保证了2014级学生确定选考科目、填报志
愿和录取工作的顺利平稳





职业体验



（七）综合素质评价做到切实可行

• 《关于完善浙江省普通高中学生成长记录
与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

• 修订完善综合素质评价平台

• 品德表现、运动健康、艺术素养、创新实
践等四个方面进行等级评定，分A、B、C三
等

• A等比例不超过25%，C等比例不超过5%

• 学生互评和教师评议相结合，学生互评权
重不低于70%



三、普通高中教育的积极变化

• （一）教育思想从整齐划一向全面而有个
性转变

• 所有的受访者都赞成选择性教育理念，认
为高考综合性改革朝着促进每一位学生发
展的方向变革，是大势所趋

• 超过90%教师和学生认同减必修增选修的改
革，90%以上学生赞同自主选择课程，有
85%以上学生喜欢走班上课，86%的学生赞
同选考、喜欢多次考试制度



（二）学生学习从指令性向选择
性转变

• “网上选课、一生一表、走班上课”成为
常态

• 2017届学生选择传统“理化生”和“史地
政”的学生合起来不到22%

• 生物、50.41%，化学、50.29%，地理、
48.09%，历史、43.79%，思政、42.13%，
物理、36.01%，技术、29.28%



（三）学校办学从千校一面向差
异化发展转变

• 学校课程体系初具特色

• 课程修习和考试安排各具特点

• 学生选考学校间差异明显



（四）学生发展指导从隐性向显
性转变

• 建立了以生涯规划教育和学生成长记录为
核心的学生发展指导制度

• 66%的2017届学生认为，改革提高了学生的
综合素质，98.4%的学生表示选考科目是自
己和家长商量以后确定



四、完善高考改革方案和下一步
工作
（一）高考改革方案的完善

1.调整完善学考选考安排

• 学考与选考实行分卷考试

• 考试安排在每年1月、6月举行

1月：学考、选考同期进行，开考包括外语在
内的全部科目

6月分为两次：选考在统一高考期间进行；学
考安排在高考后进行，开考除外语以外其他9
门科目



• 首次学考不早于高一第二学期，科目不多
于3门

• 高三笫一学期结束前完成各科目学考，每
科1次机会，不合格者可继续报考

• 学生高三起参加选考科目考试，学考合格
方能报考相应科目的选考



2.进一步健全选考机制

• 第一，要求高校科学设置专业选考科目要
求，引导学生合理选考。

• 高校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组制定本科
专业选考科目指引，根据各专业的人才培
养要求，确定相关专业的选考科目要求，
增强人才培养要求与选考科目的关联度。



• 第二，建立选考科目保障机制，确保学生
专业学习基础要求与国家专业人才培养需
要相适应。

• 当选考某科目某次考试赋分人数少于保障
数量时，以保障数量为基数从高到低进行
等级赋分。物理选考科目保障数为6.5万。



（二）下一步工作

1.普通高中教育回归改革任务本源

• 重新深入思考课程改革和高考改革的本来
目的，探索深层次、根本性问题的解决方
案，探索选择性教育理念、个性化育人的
实践样态

• 区域内普通高中学校从原来的分层办学，
逐步转向各所学校错位发展的分类办学格
局



2．进一步完善学校办学条件保障

• 教室资源配套

编制《普通高中走班教学学校功能布局设
计图集》

加快学校教室增扩容

建设学科专用教室

• 建立统一的普通高中学校经费保障制度，
形成社会与家庭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和学
费动态调整机制



3．解决学校教师专业结构问题

• 已经采取措施：选课前公布各科最大容纳
量；跨年段授课、按学年计算工作量；校
际之间师资互补调剂；外聘教师专项资金

• 开展 “一专多能”型教师培养工作方案的
论证



4．改革完善高中教育管理制度

• 制订印发涉及合理安排学校课程修习、有
效开展生涯规划教育、建立新的班级管理
、实施学生过程性评价、完善学校教学质
量监控和加强课程资源保障等6个方面完善
学校教育教学管理指南

• 高中学校教育管理制度需要不断探索完善



各美其美，

是真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