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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改革于 2 0 1 4 年正式启动，浙江、上海首批试点。

201 7 年，北京、天津、山东、海南等四省第二批实行新高考

改革。先行改革的省份，改革重心都在给予学生更多选择权。

考试科目由“3+ 综合”改革为“3+3”。除必考科目语文、数

学、外语，考生在物理、历史、化学、生物、政治、地理

6 门（浙江增加一门信息技术科目，为7 选3）当中任选3 门为

选考科目，计入高考总成绩。在科目选择上考虑了考生的兴趣

和专业特长给予了考生更多的选择权。

在志愿填报和录取时，由以前的分批次划线，“学校 + 专

业”的志愿模式，改革为不再划分录取批次，“专业 + 学校”

的志愿模式。更加注重考生对专业的选择权，从学校挑学生到学

生挑学校；学生从报学校到报专业。

1  新高考改革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面临的危机

新高考改革打破传统高考考生按文史类、理工类分别划线，

录取上学校分为一本、二本、三本的批次界限。强调以学生的专

业意愿填报志愿，必然给高校知名度不高的弱势专业带来较大冲

击。尤其是对知名度不高的地方本科院校来说，学校面临的危机

越加明显。

1.1生源危机

目前，国内高校，按照隶属关系，可划分为部属院校和地方

省属院校。由中央或国务院所属部门管理的为“部属院校”。由各

地方管理的为“地方院校”。除行政管理归口外，“部属院校”与

“地方院校”之间，在学校知名度、社会美誉度、国家给予的经费

扶持、科研力量、师资力量等办学资源上都有较大差别。与部属

院校不同，地方院校更多的承担的是为地方经济建设发展服务，

培养当地经济发展所需的行业人才。

根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2019 年“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

报”，至2019年底，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数为2688所，其中本科院

校1265所；本科院校中，中央部门主管的有118所。地方本科院

校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新高考改革之后，由于不再按照本科一批次、本科二批次对

院校进行划分，统一合并为本科批次进行录取。与拥有知名度与

美誉度的部属院校相比，地方本科院校知名度较低，学科建设、专

业建设与“双一流”高校存在明显差距，打破批次局限后，部分

地方高校弱势专业将被击穿底线，出现生源危机，面临生源不足，

甚至被淘汰的风险。

1.2生源质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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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高考模式，高等院校按一本、二本、三本划分为三个

录取批次，考生按批次填报志愿，高校按批次调档录取。地方

本科院校大都为各地方为支持当地经济建设与发展兴建的公办本

科院校，在传统高考录取中，一般本科院校都在本科二批次进

行录取。这样划分的好处是，学生的生源质量得到保证。地方

本科院校录取的学生，分数至少在本科二批次及以上。

新高考改革之后，“专业（类）+学校”的志愿填报模式，使

得学科专业建设好坏，专业知名度成为学生是否报考的关键。地

方本科院校中特色不鲜明，同质化的专业对学生缺乏吸引力，失

去了批次线的保护，部分专业学生录取分数将低于往年，甚至出

现分数急剧下降的状况。

1.3理工类考生教育、教学管理危机

传统高考录取模式，高校依批次，按照文史、理工类分别投

放专业计划进行录取。理工类的考生高考必考科目包括数学、物

理、化学、生物所有理工类的科目。传统高考模式虽然有着一考

定终身，招录模式已不适应新时代要求等弊端。但理工类的考生，

高考时必须参考的科目包括物理、化学、生物所有理工类科目。学

生录取进校后，专业学习有充分的学科基础。

新高考改革之后，在选考科目上，给了学生充分的选择权。按

照教育部《本科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部分工学、理学专业，

高校可将选考科目要求设置为，在物理、化学、生物中考生选考

其中一门即可报考。为降低生源门槛，吸纳更广泛的生源报考，不

少高校在设置自己的《选考科目指引》中，都是参照教育部《本

科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以最低标准进行设置。随之而来的，是

部分理工类专业学生，高考时没有选考理工类的科目，进校之后

的专业学习，基础没办法得到保障。

以教育部《本科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中的本科专业类化

工与制药类为例：

按照教育部选科指引，高校对学生选考科目的设置可在物

理、生物、化学这三门科目中提出选考要求，而最低的要求是考

生选考其中1门即可报考。

学科 本科专业类 内设专业 选考要求 可选科目

工学
化工与制药

类
化学工程
与工艺

○1门科目，考生必须
选考该科目方可报考
○2-3门科目，考生均

须选考方可报考   
○2-3门科目，考生选
考其中1门即可报考

（物理 
（化学 
（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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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高校人才培养方案，该专业需开设的主要课程包括物理

化学、有机化学、工程制图及CAD、化工原理、化学反应工程、化

工设计、化工工艺学等。显然，具备扎实的化学基础知识的学生，

更能满足专业学习的要求。而按照现行方案，高校录取的该专业

学生，选考科目可能只选考了生物或物理。

新高考改革之后，考生知识背景多元化，学生的专业基础差

异较大。相比于文科专业，工科专业学习难度较大，对学生的专

业基础要求更高。多元的知识结构背景，参差不齐的专业水平给

高校的统一教学带来极大的挑战，教学管理难度将大大增加。

2  应对策略

面对新高考改革，地方本科院校，只有明确学校定位，立

足地方经济建设需要，专业设置对接地方产业链、创新链，优

化专业结构，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提升教育管理水平，以

特色求生存，以内涵求发展。

2.1 明确学校定位，专业设置对接地方产业发展需求

高校扩招以来，地方本科院校专业设置同质化严重，专业

结构调整滞后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现实需要。地方本科院校设

立的初衷是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为地方产业发展培养需要的人

才。地方普通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关键是立足地方实际，将专

业结构转到支撑和引领地方产业发展上，建立紧密对接产业链、

创新链的专业体系。

2.2优化专业结构

新高考改革后，以“专业（类）+ 学校”的志愿填报模

式，和录取时不再进行专业调剂的录取模式，将使得部分高校

原本招生困难的弱势专业失去学校层级的保护。尤其是地方本科

院校的部分同质化严重的专业，原本因为学校层级的保护，和

公办本科院校的吸引力，以前还可以利用专业调剂的形式满足招

生计划。新高考改革之后，所有的保护措施都不再有，专业面

临被淘汰的危机。

为此，地方本科院校要充分调研，科学谋划，调整学科专

业布局，培养地方经济建设需要的专业人才。其次要加大专业

建设力度，集中力量发展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建立一批有影

响力的专业集群，吸引更多优质生源。

2.3通过招生—就业—专业联动方式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

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影响着学生的就业质量，而毕业生的就

业质量又对高校的招生产生直接影响。高校应逐步建立对毕业生

的就业情况的跟踪调查与反馈，以反馈结果推动高校招生计划动

态调整，对办学条件不足、水平持续低下、就业情况连续垫底

的专业实施减招、隔年招生直至停招，进而倒逼相关专业加强

人才需求的调查研究和专业内涵建设，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2.4提升教学管理水平

针对未来生源知识结构背景多元，生源质量参差不齐的现

状，地方高校应及早谋划，早做准备。一是建立小班制的教学

模式；在进校后，对学生进行专业测评，依据专业测评结果，

将学生进行分层教学，建立小班制的教学模式；二是针对专业

基础科目开设补习班；在高考录取结束后，高校应将各专业录

取新生分数情况进行统计，对于未选考本专业学习必备科目和分

数较低的同学，应安排老师开设相关科目补习班，利用周末或

课余时间对学生进行补习，确保其能完成本专业学习；三是要

不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

3  结语

新高考改革一直在稳步、有序推进，对高校来说，如何适

应新高考改革带来的变化，是摆在面前的现实任务。地方本科院

校只有明确办学定位，立足地方经济建设发展需求，深化专业结

构改革，提高专业核心竞争力，建设一批有影响力、有特色的专

业集群，才能适应新高考改革的要求，促进学校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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