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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3 + 1 + 2 ”模式和高考“3 + 3 ”模式区别并不大，

“3 + 1 + 2 ”方案中的“3”仍然是指 3 门必考科目，即语文、

数学、英语，“1 ”是指物理、历史必选一门，“2 ”是指

从化学、生物、地理、思想政治等科目中任选两门。可以看

出，“3+ 1 + 2”方案强化了物理、历史两个科目在高考中的地

位，这样既可以补足对于物理、历史的欠缺，还可以让同学们

更大限度地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目，并使人才培养结构更为优化一

点。当然，“3+ 1 + 2”新高考方案使学生可以选择的高考科目

组合减少了到了12 种。现在很多教育专家认为高考“3+1+2”

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高考“3+3”模式的缺陷。既不会让

同学们太过于“偏科”还让更多的同学可以自由选择学科，不

仅仅实现了教育部门减轻学生负担的目的，而且还能够不耽误国

家人才培养计划，可以说是一举多得了。这个新高考方案对教

育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然而，在新高考“3+1+2”政策实施过程

之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教师师资问题等，基于此，任课教师

要做出一定的规划和牺牲，选择更多的时间去努力提升和完善自

身，促使自己可以转变教学方式、思想、教研方式、科研课题、管

理理念等，同时注重一定的德育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

取向和思想观念，这样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才能更为顺利。

1　科学选课走班，提升学生学科素养

因为学生个体差异的不同，所以学生擅长的学科有所不同，

喜好也有所不同。基于此，任课教师要综合考虑到这一因素，灵

活采取科学选课走班的方式加以教学和授课，以此来提升学生的

学科素养和学习成绩，这也是学生参与高考的重要前提条件。

如任课教师首先要了解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基础，再者对

于学生进行科学的引导和帮助，来帮助学生选择自己合适的科目，

从而完成科学选课走班的教学任务。像我校一班中的几个孩子，

他们都有统一的特点就是喜欢学习历史，他们认为历史的学习是

在了解古代人发生的事迹，求知欲望十分强烈，同时他们的历史

学习成绩十分好；此时，任课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选择自己合适

的科目——历史；但是另外几个孩子的物理十分优秀，成绩也总

是名列前茅，教师就可以指导这几个学生选择物理学科。这样科

学分配，更容易提升学生的素养和总成绩。同时，任课教师还要

确保学生拥有一个适合的班级为学生提供学习的环境，而不是嘈

杂混乱的环境。尤为重要的是，当学生选择合适的班级时，要有

充足且强大的教师团队带领这些学生学习，从而完成预期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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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2　深入挖掘潜力，创建特色优势学科

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特色，在学校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的学科

传承不同，所以会呈现出自己优势学科。作为学校要打造属于

自己的优势学科，来提升自身学校的竞争能力。因此，学校要

从源头入手，像招聘教学能力优秀的教师等，来确保学校优秀

的学科传承，这为新高考“3+1+2”模式学校的有效应对提供

良好的条件支持。

过去的教学中，作为教师我们除了在教学中渗透基本的学科

价值理念之外，对于学科优势的打造并不明显，甚至经常忽视

这一问题，而部分教师则是过度关注学生的综合学习成绩，但

对于学生的偏科也只是略加引导，毫无实际价值。基于此，学

校可以针对这一问题召开教育科研论坛，要求任课教师积极参与

其中，积极建言献策，我们采取哪些有效的措施来打造某项优势

学科，来提升学校的综合竞争能力。有的教师说道：“可以引入先

进理念，提升教学魅力。”还有的教师说道：“可以适当增加该学

科的时间投放。”教师们积极发言，争抢不一，通过探讨和摸索，

其优势一定可以塑造成功。

3　注重生涯规划，树立正确价值取向

生涯规划包括三个方面：学业规划、职业规划和人生规

划，这也是高中阶段最为重要的一项任务。而新高考“3+1+2”模

式下更为注重学生的个人素养和职业道德，基于此，任课教师要

注重学生的生涯规划，通过带领学生了解不同工作的内容和性质，

或者是带领学生参与一定的实践活动，让学生体验不同的职业从

而确定相应的专业。这样，学生学会选择，学会做人，从而促使

教师完成德育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这为学生后

续步入社会打好基础。

像任课教师可以在网站之中设立趣味职业规划栏目，鼓励和

引导学生加以观看，学生可以在栏目之中发起弹幕，既可以吐槽，

又能提出问题，大大增添栏目的趣味性，促使更多学生加以学习

和观看。这样，学生以玩乐的学习方式加以学习，既可以满足学

生正当的需求，又能促进大学生学习到更加有意义和价值的知识，

促使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完善。其次，任课教师还可以增设生涯

规划课堂，帮助学生制定生涯规划，确保生涯规划的合理性和科

学性。如某学生的抗压能力较好，且文笔不错，十分喜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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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意识。

4　加强师生反诈意识，提高学生防御能力

高校教师自身安全意识不高，缺少完善的安全教育内容。

高校教师自身生存压力较大，有很多时候自顾不暇。导致教师

与学生的联系比较松散，他们大学也会认为安全教育工作与他们

关系不大，所以除正常传授专业学科内容外，极少关心学生课

下生活和安全问题，也不太可能把安全教育与日常教学进行恰当

结合。因此，高校教师要认识到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并且与生活实际相结合，从而大大提升学生防御能力。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重点了解其特点从而掌握

一定的应对策略。电诈犯罪不受时间、地点和环境的束缚，可

以在一天之内就完成整个犯罪链条并抹去犯罪痕迹、洗白诈骗资

金。例如：诈骗份子使用的作案手机、作案电脑等作案设备使

用周期短，一般一周左右会整体更换或丢弃，一旦有骗到大资

金使用周期更短。对此，我们一定要提升自身防范意识。其

次，要知晓保护个人信息。诈骗份子利用非法渠道买到公民个

人信息后，精细分析公民个人信息，并定制相关的诈骗剧本，

实施精准诈骗。因此，对于高校环境，师生应和警方配合，及

时调整宣传防范工作模式，改变以往大水漫灌式的宣传教育做

法，与针对不同诈骗手法以及不同人群，制定一一对应的“反

洗脑”话术进行宣传。

总而言之，高校电信网络诈骗防范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学生的受骗几率大大下降，但是高校教师仍旧需要将安全教育进

行到底，对高校学生进行行之有效的宣传教育。高校教师教书

育人，致力于传播知识，保护学生身心健康，高校学生自我学

习，增强防范意识，提高防御能力。多管齐下，共同配合，

将电信网络诈骗扼杀于萌芽之中。与此同时，身为学生的教

师，应该在教学期间一同和学生成长，寻找更为合适、有效的

安全教育道路和途径，从而有效提升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提

升辨别能力，这样教师才能识别多种多样的诈骗套路，才能为

学生的成长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宋丽敏,何秀美,齐艳玉.安全教育视域下高校电信网络诈

骗防范策略探究[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0,004(013):135-136.

[2]宋丽敏,何秀美,齐艳玉.安全教育视域下高校电信网络诈

骗防范策略探究[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0,004(013):135-136.

[3]姚东升.高校电信网络诈骗打击防范困境破解——以上海

市为例[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20,033(002):111-116.

读、看报等，教师可以向学生推荐编辑、文秘等职业，并且

询问学生的意见，综合考虑学生未来的发展方形和趋势，从而

使得职业规划生涯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另外，任课教师也要不

断提升和完善自身，对于职业规划的认识要更加全面和系统，

确保自身教学方式的正确性，也确保学生在学习过程之中愉悦、

轻松，进而获取更佳的教学效果。

4　教师科研攻关，提升校本教研能力

校本教材的开发是对课程体系的不断完善，也是对学生生涯

规划的一个补充和提高。校本教材的开发是发挥学校优势学科体

系的一个过程，也是发掘学生内在潜力的一个过程。因此，任

课教师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提升校本教研能力，来对于课堂

进行一个优化和更新，从而有效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学习成

绩，为学生步入高校打好基础。

如领导可以将教师划分为不同的小组，要求教师在小组之中

积极互动、共同进步。教研小组统一带领教师学习新的课程教

学标准，如《某某数学课程标准》、《某某课程标准解读》

等，要求教师积极学习，深入认知教学要求。其次，教研小

组还可以打造教学笔记，可以从资深教师开始，包括常用的教

学方式、策略等，以及教师的教学习惯等，都要加以补充和完

善，青年教师可以在笔记上叙述自己的教学成就和教学收获等，

留给下一任教师加以学习和观看，常年的累计和完善，教学笔

记一定会成为教师教学授课的依据。通过种种措施的实施和应

用，校本教研能力一定会得到提升和发展，还会改变教研方

式，不再只是集体备课，而是高效备课、多种方式学习，其

教学优势和作用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总而言之，高校、中学和学科专家普遍认为，在高校人才

培养中，物理是自然科学类专业的基础性学科，历史是人文社

会科学类专业的基础性学科。高中阶段学习物理或历史科目是大

学阶段学习自然科学类专业或人文社科类专业以及相关交叉学科

专业的重要基础。同时，高校办学具有一定的差异，物理和历

史作为主要考试科目，既可以考验学校的教室、师资情况，又

能帮助学生提早规划职业生涯，这对于学生步入社会具有一定的

推动作用。基于此，任课教师要拥有与时俱进的教学思想，懂

得提升和完善自身，进而为学生学习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这

为学生进入大学打好基础，也为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打好基础。

除外，高校必须做出一定的创新和改革，通过原有的传统教学

方式加以更新和改革，从而得到更加合适、科学的道路，进而

寻找出更为合适的新高考道路，这对于学生未来方向的发展、

综合学习成绩得到提高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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