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宁 !믆浦区教育学院道德与法治
"思想品德# 教研员$%

上海中考改革方案强调! 要通过丰
富学生的学习实践经历! 提升学生解决
问题的能力 ! 这完全契合道德与法治
"思想品德# 学科关键能力的培养要求$

对于思品学科教师而言! 应该想方设法
优化教学过程! 减少单纯记忆% 机械训
练! 真正呼应学科关键能力和必备品格
的培育要求$

初中学生应在教师引导下逐步转变
学习方式 ! 通过开放的活动和思辨过
程! 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 知识的

学习% 能力的提高与思想方法% 思维方
式的掌握融为一体$

돂骥 &쟠浦区教师进修学院历史教
研员$%

上海中考改革将历史纳入初中学业
水平考试计分科目! 是国家从育人为本%

以考试制度改革为契机! 充分发挥历史
独有的学科育人价值和社会功用的战略
举措$ 以 &知真' 为育人基石! 以 &求
通' 为育人桥梁的中学历史教育! ퟮ终
指向的是进一步帮助学生丰厚德性% 坚
定操守! 树立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为学
生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人文基础$

学生该如何应对新增历史和道德与法治纳入计分科目'!"

뫺兴宏 &上海市教科院普教所原
所长$%

综合素质评价是上海中考改革的一
大亮点$ 与单科学习相比! 综合实践活
动在学生综合素质培育上更具有特殊重
要的价值$ 将综合素质评价纳入中招改
革方案! 对于初中教育改革具有重要导
向作用$

综合实践活动如能得到更好实施和
科学合理的安排! 将为初中生综合素质
的提高拓宽时空! 这也符合学生的天性
和终身发展的需要! 有助于学生将书本

知识学习与实践活动进行平衡和结合!

有利于形成积极的学习方式$

훬越 &웟宝中学校长$%

中考改革方案将初中综合素质评价
的结构体系% 指标内容和评价方式与高
中生综合素质评价贯通! 볈客观记录学
生初中学习生活的成长轨迹! 폖引导学
生关注社会发展% 注重内心体验! 更为
重要的是贯通了初中和高中的育人评价
方式! 죃初中和高中学校能依据学生成
长需求! 提供适切的课程和教学! 形成
初高中推进素质教育的合力$

붨立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붫给初中带来哪些影响'!#

뫺培华 &뫧口实验学校校长$%

面对中考改革! 基层学校校长必须
做好以下四方面的准备( 学科教师的准
备) 教师专业素养的准备) 学生适应变
化的准备) 综合实践活动的充分准备$

每一位教师要深入研究! 充分弄懂学科
学习的要求! 췚掘并把握所授科目的学
科育人价值 ) 帮助学生树立理想和抱
负 ! 从小打牢文化基础 ! 做好知识储
备! 뛍炼自身生存能力! 而这也是学生
发展核心素养所提出的适应未来社会发

展所必备的能力和品质$

时咏梅 &믆浦区教育考试中心
主任 ! %

细细体会上海中招改革的初衷和考
试制度的设计! 会发现新政的目标之一
是培养 &全面而有个性发展' 的未来建
设者和接班人! 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
庭教育 ! 要围绕这个重点引领学生发
展$ 中考改革明晰了素质教育导向$ 如
果仍以 &应试思维' 不断强化知识的超
前学习和反复训练! 뫜可能得不偿失$

对学校来说( 新中考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和挑战'!$

볖炜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

上海中考改革提出! &在名额分配
综合评价录取批次! "#$至 %"$的市实
验性示范性高中招生计划实行名额分
配 ! 其中的 &#$평市和区教育行政部
门分配到不选择生源的每所初中学校!

并逐步扩大该比例$' 这条政策的关键
词是 &不选择生源'$ 也就是说! 不管
公办还是民办学校! 要享受名额分配的
优惠政策! 前提是不挑生源$ 此次改革
目标! 就是要进一步优化教育生态! 促
进公民办教育健康协调发展$

今年! 市教委将加强对本市公办初
中的扶持力度! 引导更多学生和家长选
择家门口的好学校$

쇭一方面! 在此次中考改革方案发
布前! 上海已经发布今年的 &폗升小'

新政! 实行 &公民同招'$ 폗升小解决
的是 &进口' 问题! 而中考改革是通过
调整 &出口' 政策缓解升学焦虑$ 可以
预计! 政策的组合拳作用下! 将进一步
实现中小学生减负的目标$

췲玮 &平和双语学校校长$%

上海的民办学校还细分为不同的类
型! 不同学校之间差异较大$ 这次中考
改革方案出台! 对不同类型民办学校的
影响并不一样$ 有的学校受到 &新政'

影响比较小 ! 有的学校可能影响大一
点$ 떫是不管如何! 民办学校都应该有
服务大局的意识$ 此外! 有的民办学校
目前正在酝酿! 今后可能实行 &튡号入
学'! 不再选择生源$ 我们相信! 中考
改革的指挥棒作用! 将促使上海基础教
育更加健康% 有序发展$

实施)쏻额分配综合评价录取*(对公办和民办学校意味什么'!%

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确保改革

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保证教育教学秩序

的稳定!떫肯定不是原有意义上"以不

变应万变#的稳定!而是满足高考综合

改革要求的学生培养方案的设计与实

施$所以新高考必然带来新的高中培养

方案!也必然对资源配置和办学模式提

出新的要求! 比如适应 !" 个选考科目

组合!不可能机械地开设 !" 个教学班!

而是要实施以选科走班为基础的教学

组织模式%同样!要适应新高考下的学

生培养!传统的班主任配置方式要向学

生导师制模式转型等$

新高考方案通过高校设置招生专

业的选考科目加强了与高中教育的联

系! 使高校能够结合全新的院校专业

组模式制定招生录取方案! 以衔接高

中教育与高校培养$ 更有不少大学为

支持高中教育教学改革! 向高中学校

开放实验室&엉出讲师团&提供研究性

学习项目指导等! 高考综合改革激发

了高校支持高中教育的热情! 加深了

高校与高中的培养贯通$

也许有人会质疑! 一样是选拔这

些学生进入这些大学! 何必搞什么改

革' 其实质是通过改革促进人才培养

模式的变化$

쫡理新高考改革! 会发现增加学

生学习的自主选择性是重要特点 !由

此带来了许多系统性的变化$

上海高考实施了多年的 "#$%( 模

式! 就理科学生而言! 大家都知道选

择生命科学学科的学生最少! 떫很多

人不知道! 起初的许多年是选物理的

学生多于选化学的! 后来又演变为选

化学的学生多于选物理的$ 到了新高

考 )& 选 #( 模式下! 结合对科目难易

度的认知& 以及平衡考试压力的需要!

目前的情况是选择参加生命科学科目

等级考的学生最多! 而选择化学科目

等级考的学生依然多于选择物理科目

的学生$

生命科学科目等级考人数的急剧

增长对高中的影响很大!直接导致该科

目老师的需求激增!而固有的师资结构

却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达成新的平衡$

同样! 对大多数实验性示范性高

中来说! 由于学生选科和课时调整的

原因!使得物理教师变得富足有余!这

实际为我们一直倡导的学生创新培养

积累了师资! 떫教师岗位的转移需要

时间$

所以! 问题确实是由改革引出!떫

反映的是原有培养方案的不足!问题解

决的结果就是使改革更加趋于完善$

改革也使大学可以根据不同的专

业要求和培养目标细化招生专业对选

考科目的要求!并进行整合$

作为制度设计者! 我们既关心规

则的公平性 ! 也关心方案的科学性 !

"院校$专业组( 模式保障了高校的招

生自主权!也尊重了学生的选择权!还

有一个好处就是与原来的高考录取模

式有一定的延续性$

듓实施效果分析! 考生能准确理

解院校专业组志愿填报与投档录取的

规则! 通过志愿填报向大学表达自己

的意愿! 高校录取的专业志愿满足率

也高于往年! 专业调剂率亦处于历史

低位$ 借助"院校$专业组(方案!高校

有机会重新整合招生专业! 헫对性地

满足考生的需求$ 随着改革的持续推

进! 考生和高校对这一方案会有更深

刻的理解 !高校对 "院校专业组 (的设

置也会更趋科学$

综合素质评价是本轮新高考改革

的又一亮点!也是深入推进素质教育的

一项重要制度!人们希望借此打破"캨

分数论(!也是实现"既看分也看人(的

重要招生举措$

综合素质评价应该是教育培养内

容的基本组成部分! 上海借高考改革

契机把素质教育真正落到了实处 !쏷

确了素质培养的内容与方法! 建立起

了社会教育体系加以支持$ 뷼 !""" 个

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提供 '" 多万个岗

位! 能够很好地满足上海高中学生的

实践需求$

为了确保整个客观记录公正公

平! 上海采取了活动和基地组织者负

责记录的制度! 还有在公示的基础上

进行记录的制度性要求! 做到可求证

可追溯$ 듓实施过程看!要持续保证社

会实践的质量和效果! 社会实践基地

和高中学校还必须提高认识! 真正把

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与学科知识教育

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同时要持续加

强资源配置和队伍建设! 以确保综合

素质培养的质量$

综合素质评价的内容很丰富$ 通

过开展社会实践! 可以加强学生与现

实的结合! 其目的是提高学生的社会

责任感! 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

能力! 比如组织上海学生到条件艰苦

的农村学校! 与当地学生共同学习生

活!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中国农村的教

育现状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 既增

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同时也锻炼了

他们的综合能力$

综合素质评价的开展! 也展示了

学生成长经历的个体差异$ 我们研究

了部分学生的综合素质纪实报告 !发

现其中既有共性的内容!如党团活动&

学农学军&考试成绩等%也有个性的内

容!如兴趣爱好!不同课题的研究性学

习经历等!把这些内容归纳在一起!쎿

个学生就活灵活现&立体丰富了!满足

我们对学生全面考察的需求$

믘顾上海的高考综合改革试点进

程! 成功的关键在于主动作为$

首先! 上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工作 ! 듓上到下 &

듓教育系统到其他部门都提供了最大

支持! 把高考改革作为撬动人才培养

模式的系统性工程加以推进$ 高考改

革不仅仅是考试改革& 学校改革! 而

是社会性的综合改革$

同时! 得益于教育行政部门强有

力的领导和动员! 改革推进工作做到

了全覆盖& 컞死角$ 全方位的信息对

称! 为改革实施奠定坚实基础$ 其次!

市教育考试院作为实施招生考试管理

的专门机构! 通过各种方式既做好方

案的设计与实施! 也做好宣传引导$

当然! 我们对于高考改革推进的

严峻性 & 뢴杂性也要保持清醒的认

识! 有些障碍不仅仅表现为政策推行

的问题! 也有学术共识的问题$

比如! 原有的高考科目改为了学

业水平考试科目! 쓇么如何界定其不

同的培养目标与教学要求就成为进行

高考改革首先要面对的$ 上海在改革

之初! 相应的学术准备和师资培训也

是不足的! 导致的结果就是学校和教

师把学业压力传递给了学生$

上海试点经验可以为全国其他省

份借鉴与分享!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不同和城乡差异!必然面临调整!떫

是任何调整都不应该弱化改革的价值

目标!这是最重要的前提$ 所以! 要积

极稳妥推进改革! 必须预期可能出现

的思想 & 政策 & 学术和管理等问题 !

ퟐ细鉴别& 认真研究& 有效应对! 这

也是上海和浙江作为先行试点的价值

和意义所在$

&ퟷ者系上海市教育考试院院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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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高考改革方案有几个

方面突破$

一是不分文理 ! 去除了多年

的 "文理 ( 标签 ! 쮳应现代社会

发展对人才综合能力的高要求 $

上海原来实施 "#$%( 高考模式 !

而在新方案下 ! 原来 "$%( 的科

目变成由考生在六门基础性课程

中自主选择三门参加的等级性考

试 ! 六种组合变成了 !" 种组合 !

由 "쳗餐( 变为 "自助餐(! 这使

得教学要求 & 考试定位 & 测量标

准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 与之相

适应的还出现了选课走班制等教

学组织新模式$

뛾是外语一年两考 ! 以前是

一考定乾坤 ! 现在外语科目考试

可以考两次 ! 并且取其中较高一

次成绩计入高考总分 ! 뮺解了学

生的考试压力 ! 同时新增的听说

测试加强了学生的外语综合运用

能力$

三是实施全新的 "院校$专业

组 ( 志愿填报和投档录取模式 !

志愿填报的时间也由高考前调整

到高考出分后$

还有一个重大改革就是将学

生的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纳入了高

校招生录取的评价范围 ! 使得素

质教育的实施有了制度性的设计

与安排$

上述变化既承接了高中教育

教学改革的成果 ! 也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高校人才培养模式$

!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

随着上海中考改革方案的 "落地(!

不少学生家长尤其是小学生家长! 벯中

关注的是! 为了能在日后获得优质高中

的 "入场券(! 孩子 "小升初( 究竟应

该选择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 而且!

和现行中考方案相比! 캴来的中考科目

不仅有所增加 ! 考试方式也有很大变

化$ "캴来! 如何有效控制孩子的学习

负担' 복负! 真的有可能吗'(

헫对这些学生家长关心的问题! 本

报记者采访了沪上相关专家$

짏海新高考方案将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쫐教育考试院院长独家解读

中考 !新政" 쓜否
治愈家长的升学焦虑

新高考改革#ퟮ终应指向人才培养模式变革
郑方贤

'#(& 年!上海新高考改革试点方案成功落地$ 今年其他省市也将陆续进行高考改革$

与以往的高考模式相比! 上海方案在选考科目% 考试次数和时间安排% 录取模式等方面实

现突破! 为进一步深化全国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提供了样本与借鉴$ 上海方案还将在实践中进一

步深化和完善! 比如持续推进高校细化招生专业对选考科目的要求% 强化高中各科目的教学质

量% 推进录取模式改革以更有利于高中开展综合素质培养等$

떫无论如何完善和深化! 改革的总体价值目标是不会改变的$ 这一轮新高考改革试点! 쟋

动了中学教学改革和大学招生录取改革! 促进了人才培养模式和评价方式转变! 也要求人们在

体验变化中改变惯性思维! 形成改革共识! 为学生成才% 国家选才作出应有的贡献$ 上海% 헣

江的新高考改革实践使其他省份的改革有了更好的预见与设计! 这就是试点的价值$

在本轮改革试点过程中! 由于

不分文理& 选科走班& 多次考试等

变化! 使得学生在考试科目& 考试

时间等方面的选择余地大为增加 !

导致一些科目的报考人数显现出结

构性差异 ! 社会就有议论说学生

"功利($

믘顾过去多年的教育! 我们的

学生都是按照统一的教学进程和模

式完成高中学习并参加高考! 这使

得高中学校& 教师以及学生的思维

定式根深蒂固! 诸如行政班教学 &

文理分科& 总分优先等等! 当大家

面对新方案带来的变化时! 往往下

意识地产生焦虑与不适应之感$

此次新高考方案既然被称为最

系统和全面的改革! 必然要通过新

的制度设计来实现更为系统性的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 떫以前没有任何

选择权的学生! 现在可以自主选择

考哪三门等级考科目! 外语也可以

选择是考一次还是考两次等! 只要

有选择! 自然会有实现收益最大化

的目标存在! 而选择本身也是反映

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要标志! 죴单纯

地用 "功利( 来评判学生显然是不

恰当的$

如何通过高考指挥棒撬动基础

教育和高等教育两端培养模式的变

革! 듓而促进学生全面而又有个性

地成长 ! 쮳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

求! 这是新时代赋予教育的挑战 $

我们只有提高思想认识 ! 쮳势而

为! 才能把握改革的主动权$

就现有的实践! 还难以全面评

判新高考方案中诸如按比例赋分 &

选考科目设定等制度设计对学生

选科 & 高校专业招生的影响 ! 大

部分学生还只能直观地以科目的

难易差异 & 以及对高考总分的影

响作为选择依据 ! 듓而出现各科

学生人数不均衡现象! 引发中学教

学资源配置失衡问题$

这反映出传统办学模式强大的

计划性特征! 难以适应学生自主选

择下对办学资源的配置要求! 所以

学校应该按照新的培养模式设计相

适应的资源配置方案并逐步落实 !

教育行政部门也要给予学校更多

人& 닆& 物的支持$

自主选择不应扣上
+릦利 , 的帽子 ( 헢是
招考改革中无法回避的
问题 - 现有的实践 ( 뮹
要 留 待 时 间 的 检 验 (

+改变 * 和 +쫊应 * 间
的冲突与磨合会持续较
长时间 -

招考改革触动中学. 듳学变革的神经- 现在出现的问题反映的是原有培养方案的不足(

所以( 要充分认识高考改革的实质是通过改革促进人才培养模式的变化-

提升教育培养的理念认识( 才能开拓出广阔的思路( 在价值取向上多做文章( 问题自然
有解决办法- 任何时候都不能弱化改革的价值目标( 헢是上海试点经验推广到其他省份的最
重要前提-

췵洋 &닜杨第二中学校长$!

上海中考改革! 将初中毕业考试和
高中招生考试合二为一! 实现 &一考多
用'! 这有助于减轻学生重复备考的负
担和压力$ 同时! 在考试内容上! 改革
后的中考强调提高命题质量! 增加跨学
科案例分析! 突出实验操作! 减少单纯
记忆% 机械训练内容$ 而在成绩呈现方
式上! 닉用分数% 等第等多种形式呈现
后! 也有助于克服 &分分计较' 现象!

뒫递素质教育导向$

中考改革旨在促进每一个学生的终
身发展! 促进人才培养模式转变! 这是
社会各界的共同期待! 需要蹄疾而步稳$

헅人利 &뺲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校长$!

考试科目增加和学生负担增加之
间 ! 并没有必然关联 $ 试想 ! 如果我
们的考试只考语数外三门 ! 짵至只考
一门 ! 学生每天围着这仅有的几门科
目学习 % 操劳 ! 学习难度并不低 ! 考
试压力会更大$

此次中考改革 ! 돽了改变计分科
目% 调整分值% 完善录取办法之外! 还

有助于促进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习方式
转变$ 以转变学习方式提升学生关键能
力! 냼括认知能力% 合作能力% 创新能
力和职业能力$

例如! 在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 &名
额分配综合评价录取' 中设立校综合考
察环节! 增加跨学科案例分析的考核$

这些改革举措将积极引导和促进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샮百艳 &붨平实验中学校长$%

中考改革引导师生重视每一门科目
的教与学! 丰富学习经历! 뇜免学生的
偏科与知识面的窄化$ 컯理和化学实验
操作考! 外语听说测试! 跨学科案例分
析等新增的考试内容旨在培养学生的动
手能力% 实践能力% 创新素养! 可以更
好释放学生的创造力$

中考改革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国家
对人才培养目标的调整! 与高考改革相
承接的必然选择$ 如果我们能做到知其
变! 也知其所以变! 在这场改革中我们
就不仅仅能顺势而为! 也一定能够发挥
主观能动性大有作为! 얬力推进 &公平
而有质量的教育'$

上海实施新中考方案后( 学生的负担会增加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