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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高考改革调研报告
刘玉玲  高  鹏 王育民

闽江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为适应时代的新发展格局，全面提升我国人才培养和人才选拔模式，2013 年 11 月 9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

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高考改革做出了

全面、系统、明确的部署。2019 年 4 月 23 日福建省高考综合改革方案出炉，明确 2021 年起，普通高考科目由统一高考科

目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组成，采用“3+1+2”模式。 “3”为语文、数学、外语，其中外语包括英语、日语、

法语、俄语等大众化外国语言，这三门是每个参加考试的高考学生都要求参加的，统一高考科目，不分文理。 “1”为首

选科目，高考学生需要在物理和历史这两门科目中选择一门，“2”为再选科目，学生需要在余下的思想政治、地理、化学、

生物的四门科目中选择两门作为参与高考考试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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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21-22 日闽江学院调研组在永泰县及
其周边地区开展调研工作，调研对象为永泰县第一中学，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展开调研。教育体制改革主
要体现在高考改革，由个人关注发展到全家关注，正因
如此，教育体制的改革深受全社会的关注。随着社会技
术的进步和发展，社会对于创新型人才的需求量加大，
为了填充新兴人才短缺问题，国家也开始实施针对性改
革。高考改革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改革是为了适
应新时代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需要，培养更多的综合性
人才，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社会的经济发展，以及各地教
育水平的整体提高，高考的平等性显得尤为重要，而高
考改革能有效改善这一情况。高考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希
望增加学生和高校的互相选择权，形成“分类考试、综
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同时引导中学、小
学的教育方向和教育内容，深入推进素质教育，最终扭
转中国教育模式过于僵化、创造性人才极度缺乏的困境。

1 新高考模式 VS 传统高考模式
传统的招生制度的局限性无法适应当代教育发展

人才的需求，数据显示，到 2020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将达到 50%，中国高等教育即将进入普及化阶段。义
务教育巩固率也已经超过 93%。但是传统高考模式专
业选择的局限性特别大，选择文科的学生报考志愿专
业覆盖率只有 40%，反观理科，报考专业覆盖率高达
95%。通过网络搜索到的数据显示，在大学生毕业后的
工作选择上约 74% 的人工作专业不对口，52% 的人想
另选专业；西南大学题为《大学最后悔的事》调查结果
表示 65% 的考生对专业不满意；约 68% 的考生承认填
志愿时是盲目的。此外，传统高考还会限制学生的创新
性思维能力，文理科选择的限制性使得学生不得不做出
与自身意愿相违背的选择，社会对学历的重视程度也是
压垮学生的一根稻草，家长、学校的双重压力无法促进
学生发散性思维的发展。

为响应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适应创新型人才培养
模式，高考改革尤为重要。显然一蹴而就是行不通的，
所以高考改革采用局部地区分批次的形式开展，首先试

行的省份是上海和浙江，2014 年开始，2017 年完成第
一次新高考。完成第一批次试行后，第二批次实行也开
始了，第二批次试行的省市有北京、山东、天津、海南
等四个省市。汲取了第一批次试行的错误，第二次批次
的试行显得有信心了。比如第一批次和第二批次新高考
试行的是“3+3”模式，而非目前的“3+1+2”模式，
前面的“3”是语文、数学、英语，后“3”为选考科目，
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政治学科六选三。这
种选择模式出现个别学科的选择极其不平衡，选择物理
学科的人数非常少，为了改变这个模式的缺点，“3+1+2”
的新高考选科模式出现了数学、语文、

图 1 新高考模式下的分数计算

英语三门学科是必不可少的，此外还需要在物理
和我历史这两门学科中选择一项，最后在余下学科中自
由组合选择适合自己的。

高考改革主要是改变高考、专业报名、考后高校
招生等环节。知识评价改革虽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在
考试的科目、对象、内容、方法、时间等方面都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对福建考生来说，从 2018 年秋季开始，
普通高中入学新生学业水平考试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资
格考试，另一类是选拔考试。考试类型的划分主要考虑
学生综合能力的全面发展。属于资格考试的科目包括语
文、数学、外语、物理、历史、思想政治、地理、化学、
生物等学校要求的科目。当然，资格考试还包括信息技



16

ISSN:2705-1277(Online) ;2737-4130(Print) ，教育教学研究（2） 2020.2

术、通用技术、体育与健康、音乐、艺术等学生能力培
养科目。选修课主要包括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
化学、生物。对于学生来说，他们需要根据自己的兴趣
和特长从上述科目中选择三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资格
考试是每个高中生都必须参加的考试。然而，由于它的
简单性，它通常不会引起太多的关注。但是，普通高中
学业水平考试也需要我们的重视，因为这次考试会对我
们的学校和专业产生影响。可以说，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对学生的影响很大。通过查阅资料可以看出，参加普通
高考的学生需要参加资格考试（成人高考可以选择参加
资格考试，但必须参加选拔考试）。

在考试内容上，传统高考和新高考在考试范围上
没有太大变化，这是依据国家高中课程标准（含学业素
质要求）和高校人才选拔标准制定的。主要变化是文科
综合和理科综合。传统的高考，无论是文科生还是理科
生，都会有一套综合试卷。综合试卷内容为三科，试卷
分数也是三科的总分。这种方法不仅检验考生的综合能
力，而且对考生的时间分配和选择能力也有一定的影响。
有时，考试成绩也要“碰运气”。然而，由于高考改革
后学生自主选择科目，综合试卷销声匿迹。现在，每个
考试科目都有一套试卷，分数是固定的。没有综合试卷，
没有考试时间长达两个半小时，考生需要对考试科目有
相当深入的了解，才能充分发挥考试过程。

从考试时间和次数来看，新高考与传统高考没有
太大变化。但是英语考试不同。英语考试每年有两次机
会，分别在一月和六月。英语测试包括笔试和听说测试，
引导外语教学注重能力的培养而不是应试能力的培养。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时间基本没有改变。学生在完成要求
的学分课程的基础上参加资格考试。如果高中学业水平
考试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考试，他们不需要参加复试；
另一类是高中期间通过资格考试，他们有机会补考，但
如果补考不合格，他们不需要参加复试，你可以在离校
两年后申请补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不是一次性完成的。
考虑到多种原因，学业水平考试分三个学年进行，即高
中一年级、高中二年级和高中三年级。每个学年安排的
考试科目数量也有限制。在考试方式方面，对比于传统
高考，新高考更加注重于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如创新能
力）、学科必备知识、关键能力、学科素养、核心价值
观的考察，会通过学业水平测试、身心健康等测试结果
对学生进行全面的分析，而对学生的应试能力的考察相
对较弱。新高考模式下，合格性考试均采用闭卷式考试
模式，通用技术和信息技术则采用无纸化的上机考试模
式。对于物理化学等需要进行实验操作的则会另设实践
操作测试。考试结果也不是按分数制的，而是等级制，
一共分为 A\B\C\D 四个等级，获得 D 等级达到就是不
及格，体育与健康、音乐、美术这三门合格性考试科目
实行技能性或素养性测试。学考从高一下学期期末可以
开始考，但 2018 级的只能从高二上学期期末开始考，
每年一次；选考高考期间进行，必考和首选科目采用原
始分，再选科目的卷面分换算成等级赋分。

图 2 新高考模式下选科组合

2 新高考模式下高校招生制度的变化
改革后，高校招生也由只关注高考成绩这一重心

发生改变，由专注于高考成绩转变为学生。改革后高校
招生模式的核心内容发生转变，由传统的“一边倒”式
转变成“两点一线”式。“两点”分别为统一考试成绩
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而这“一线”则是高中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信息。“两点一线”构成一个平衡杠杆，
这样的招生模式不仅能够促进实现我国教育体制的高考
方向的改革，还对高校人才选拔的平衡性有一定的促进
作用。这样的改革让我们对高中学业水平的考试产生了
重视，同时也让我们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有利于
促进学生的全方位发展。综合素质评价包括思想品德、
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等内容。并
且这些内容将会终身跟随我们，是能够最真实的反应学
生德智体美劳等方向的全面发展情况。同时综合素质评
价档案作为高校录取的参考，在招生方面有着不可忽视
的。

图 3

图 3 新高考的选科方式高考改革后，高等院校的
录取模式也发生变化，录取实行院校专业组，相较于传
统高考模式一个学校提供一个代码，新高考模式中学校
为学生提供的代码增多，选择也更加自由。

相较于传统高考，新高考在考试制度和录取制度
上做出了优化，使考试及招生制度更加符合社会人才选
拔标准，促进中国新型技术型及专业型人才培养。新高
考模式相较于传统高考模式招生制度发生较大的改变，
主要体现在高校对学生能力的考察方面。实行逐步形成
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高校考试招生模式，
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拔人才、监督有利的高校考试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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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体制机制。对高校而言，由于学生选择的局限性，传
统高考筛选出的学生往往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对于学
生个人而言，高中他们只需要关注考试成绩，对社会发
展的动向不做过多关注。高考结束后的专业选择也是非
常仓促的，传统高考专业选择的局限性非常多，这就使
得学生不能快速选择适合自己且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方
向。

图 4高校专业类别

新高考模式下会形成 12 种学科组合，不同的学科
组合，可报专业覆盖率也会有很大的不同。首先选择中
选择物理会使之后四选二后形成的组合可报专业覆盖率
高，但是与此同时，学科难度也增加。

3 新高考面临的挑战
任何事物的变革都会面临挑战，新高考的第一个

挑战，全新的人才观念发生转变，在传统思想观念中，
理科中等拔尖生会从事高端技术，而文科生则会倾向于
管理类或者文学类发展。如今，在新高考模式影响下，
出现了 12 种学科组合方式，我们对于每一种组合方式
的定义都将发生变化。产生了人才定义的全新的定义模
式。第二个挑战，是对偏远地区如乡镇上的高中，那里
缺乏教育资源，新高考学科组合的 12 种的模式迫使学
校实行走班模式，这对学生的自觉性以及学生的管理造
成一定的难度。相较于其他的挑战，目前面临的挑战还

易于解决。

图 5新高考模式下的科目选择比例

总体而言，高考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一考
定终身”的弊端，减轻了考生的焦虑感，使考试的误差
减小，人才选拔结果更加可靠。新高考的改革不是为了
改革而改革，而是时代发展呼唤教育的改革，教育的改
革根本在于高考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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