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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改革的推进之路
卜佩云

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教育局

摘　要：新高考将迎来诸多的变化。新高考改革学生自主选择权将扩大，这又和高中课程改革要让学生拥有课程选择权紧密

联系，这又与切实推进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落实育人模式的转变，真正让学生个性化、差异化发展不可分割。国家招生改

革的目标极其清晰，要改变现状走向多元选择、多次考试、多元录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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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积极推进学校课程改革，全力构建多样化课程
体系

新高考将促使学校积极变革，未来的高中学校将从“千
校一面”转变为“一校一面”，学校和学生只有主动转型才能
适应时代的发展。提升学生适应性的方式通常有学校环境与
班级环境的改进、激发学习动机、关注同伴关系以及与成人
的关系、发挥自我调节的作用等。针对普通高中目前的课程
的设置存在的问题，为高中学校获得更好的发展，为教育行
政部门决策提供支持。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关注核心素养，课程设计要有层次
为满足学生深度和个性化学习，要依据学科分层次设计

课程；为加强跨学科融合，培养学生核心素养，让课程呈现
形态更丰富。关注主干学科，寻求选修课的开发点，倡导学
生多元发展，培养学生综合探究能力，拓宽学生的眼界，比
如跨学科的选修课程，将科学、数学、艺术、文学等学科融
合，关注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各科知识的能力，比如跨界阅读，
将人文阅读和学术学科阅读结合起来等。

（二）完善课程体系，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
新高考改革后文理将不分科，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考试科

目，新高考的这些变化使学生在高中阶段的学习从过去的统
一性、单一性转变为个性化、有选择，而多样化课程体系为
学生个性化选择提供基础，也是进行新课程改革和新高考改
革的关键所在。高中学校要依据新课程标准将各个学科的课
程基本目标及核心的知识结构梳理清晰，明确各个学科必修
及选修教学内容、教学要求、教学评价标准，课程体系的建
设要有学科、系统，这样可以兼顾志向、兴趣、水平及选考
科目不一样的学生的个性化要求，促进普通高中课程改革。
要顺利过渡到新高考改革，要切实落实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
目标，就要完善高中学校的课程体系，即每个学校一定要有
自己的特色，要统一规划和设计好四类课程——具有通识课
程性质的必修课、对必修课做进一步延伸的规定性选修课、
针对兴趣和爱好的自主选修课、各具特色的校本选修课。

二、完善选课走班制度，编制教学管理指南
（一）突破常规，变革日常教学管理
新高考实施后，按目前行政班教学的局面必然会被打破，

传统的教学管理制度也必然面临挑战。目前的行政班和未来
的选课走班，目前的统一课程、统一考试和未来的选课、选
考，目前的班主任和未来的学科导师，目前的考试评价机制
和未来的既注重选考学科等级、关注综合素养又看重统考成
绩的教学评价机制等都要顺利衔接，而这些都有赖于学校教
学管理制度的有效变革和制定。

（二）前期调研，规划选课走班教学
想要真正推进走班教学，前期要做调研，看看选化学、

物理的学生比例到底是多少，因为这涉及到课程安排，关系
到选课走班制度的制定。新高考改革的出发点是要激发学生
学习的潜在动能，让学生拥有考试的自主选择权，那这必然
使选课走班教学成为高中学校的一道风景。高中学校一定依

据课程标准，研究教材，选择教学方法，科学分科分层走班
教学。为了真正挖掘学生的潜能，发展特长，发挥学生的创
造性，高中学校一定要寻求为学生学业发展和专业发展奠定
坚实基础的路径，而教学管理指南的编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教学管理指南里应该对必修、选修课时安排，分层教学目
标，考试要求及选课流程都应该有明晰的规定。

三、明晰高考改革目标，学生成长有章可循
把握高考改革动向，实现育人模式的转变，制定利于学

生成长的学业、生涯规划制度。新高考后最大的变化是“文
科生”、“理科生”都变成了“跨文理生”，更关注学生的综
合能力的发展。学生的选课、选考将决定其今后就读的专业，
从事的职业。为了避免选择的盲目性，高中学校在学生一入
校就应该有学业发展指导、选考科目指导、高考志愿选择指
导、职业生涯规划指导等，积极引导学生提前发现、发掘自
己的兴趣所在、特长所在，在自我了解的基础上，对自己将
要选学、选考的学科对应的大学专业有所关注，对今后相关
的职业发展、前景方向有所了解。若每个学生都有“自我实
现”的愿望，高中学校应该帮助学生形成学业发展规划、关
注专业前景、探索职业规划等，而这些将成为高中学校对学
生进行的成长教育的一部分。职业规划应该是成长教育中的
一个点。目前的职业规划要和新高考衔接起来，诗和远方应
该是人生更重要的和美好的部分。这两者的结合点，应该是
学业发展规划、专业前景。高中教育努力的方向，将职业规
划作为出点，而最终的落脚点是人生规划，让学生的高中生
活目标更清晰、计划性更强、总之让学习更有宽度和深度。

四、新高考更有利于对科任教师的教学效果进行评价
高考作为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是一种特殊的以升学为目

的对学生进行甄别、区分的评价，因此其评价对象是学生，
目标和功能是甄别和选拔。高考由评价学生而衍生出评价中
学的强大功能，成为强大的指挥棒，也成为教师、校长的沉
重压力。新高考就是要从评价方面确立高中自身的目标，改
变目前高中实际上把高考作为自己唯一目标的状态。

新高考改革目标就是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个性发展和终
身发展的教育。通过改革将千军万马冲独木桥的高考竞争模
式变为条条大路通罗马。从前期进行实验的省市的改革方案
来看，新高考改革的基本精神、价值取向、制度设计具有相
当高的科学性、适应性，新高考改革的权威性、公平性也已
得到社会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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