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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从某种意义上看，高考就是一个选拔人才的考试，却又被赋予了太多的社会意义。浙江高考制度变革给高中、高校带

来很多变化。那么，身处其中的学生，他们的感受是什么？他们能否带来获得感？本期关注——

□浙江大学 傅浩东

前段时间，有个学弟来问我关

于“7选3”选科的问题。在给他讲了

关于选考科目的相关政策之后，他

的回答让我不解。我于是追问：“难

道你都没有对自己正在经历的高考

制度做一些了解吗？”他又回答：“没

有。”是的，没有人愿意去看那些枯

燥无聊的通知、公告和文件。

去年我做了一个社会研习，课

题是新高考的弊端，就是以批判的

立场去看待这项新制度。一年过去

了，我在想，到底如何才能客观公正

地评判新高考？

很多人想要一个答案：浙江新

高考改革这三年到底怎么样？——

这是很多人，包括我们这一届已经

毕业的考生在内都想问的问题。到

底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要坚持

一个方法和两个原则。一个方法，

指的是将新旧高考对比，看出新高

考的进步与不足。评判一个事物的

好坏，需要有一个参照。对于新高

考来说，这个参照就是原来的高

考。两个原则，一个是要去关注三

年的过程而不是结果，29万名考生

不可能人人都进985高校，不可能人

人选考赋分300分——我们要关注

的是，在这三年里，这29万名考生与

原高考下的考生所经历的，有什么

不同，这样的不同又给他们带来了

哪些影响。另一个是关注制度本身

而不是非制度因素。

这样去想，我们不难看到，新

高考是有进步的。高考前几天，我

恰好接受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

电话采访，没有事先准备，记者问

我新高考的最大改变是什么，我思

来想去，脑子里是这样一个答案：

考生更自主了。“自主”两个字，应

该是新高考的最大特点。“7选3”，

至少提供了一种自主的选择；很多

学校的高三生活，反而更加充实、

丰富……

当然，新高考还有不少问题存

在。比如在进程安排上，各学科课

程的协调性亟待改善，学生的考试

压力还是很大……在浙江教育改革

进程中，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只是第

一步，一些问题的解决，还必须依赖

相关制度的配套改革，比如教师培

训制度的完善、校园基础设施的建

设，以及最为关键的课程改革。

在全国高考改革这个大进程

中，浙江的角色是试点。既然是试

点，就要提供经验。我想，既然新高

考给了我们自主，那我们就要还以

拥抱。而最简单的拥抱，就是为了

你自己，去看一看真正跟我们自身

相关的那几千个字，去明白原来政

策是这样；去了解高校原来是那样，

我的未来方向在那里。

（作者毕业于杭州第二中学）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陈如平
李建民

高考是我国一项基本教育制度，关系到

万千学子成长成才，为国家选才、提升国民素

质、促进社会公平作出了重要贡献。2014

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的实施意见》，开启了考试招生制度的全面改

革。浙江省作为首批“吃螃蟹者”，在2014年

当年就制定出台了《浙江省深化高校考试招

生制度综合改革试点方案》，从2015年开始

逐年扩大新高考的覆盖面。此次改革以“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主导理念，试图打破“一

考定终身”的魔咒，促进高考制度教育功能的

发挥。

按照新制度主义理论，制度提供了人类

相互影响的框架，个体行为受到制度的约束

和影响，形成新的制度需求，进而推动已有制

度的变迁。制度对个体的影响可区分为两个

方面，一方面是个体按照制度的预设发生行

为的改变；另一方面是在制度的约束下，个体

顺从趋利避害的天性而出现的寻租行为或策

略性应对制度要求的行为，历史地来看这种

行为是暂时性的，可以通过制度的调整和完

善予以规避。新高考正是由于旧高考难以满

足新常态下教育升学需求而产生的一种制度

变迁，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通过吸收反馈信

息不断调整和完善，与此同时，新制度下的个

体也需要一个适应和调试过程，逐渐从面对

新制度之初的慌乱回归到理性面对新制度的

状态。

高考作为一项制度，其变革势必影响到

教师、学生、家长、学校等多方面的利益群

体。就学生而言，这种影响是全面、立体、深

刻和多向的。理论上，新高考为学生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可

能性。与旧高考相比，新高考浙江方案提出高职提前招生、

单独考试招生和“三位一体”招生改革，通过学考与选考相

结合提高学生在高考过程中选择的自主性。按照浙江方

案，除了语数外3门必考科目外，考生可以从物理、化学等7

个选考科目选择3门作为高考科目，共有35种组合方式，

也就意味着浙江考生在选择高考科目时有35种不同的选

择，在面对高考时有更多自主的空间。

在拥有更大选择空间、更多备选项的同时，浙江考生也面

临着对自身选择能力的考验和挑战——如何选择自己的高考

科目和理想的专业，如何规划高中三年的学习时间，如何安排

学考与选考。换句话说，新高考对学生的自我规划能力和执

行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这种能力的培养不仅仅是在高中

阶段完成，更多的是高中之前的累积。这就要求学校在未来

学生的学习方式和学习内容上更加突出对自主性、生涯规划

的培养。在学校对育人方式和课程方面作出积极调整的同

时，学生个体也需要不断明确自身的兴趣和倾向、掌握自我分

析的方法和路径，为作出高考选择做准备。

新高考方案中，必考的外语和选考的3门科目让高中学

生有两次考试机会，选用其中一次成绩计入高考成绩，通过

“考多次取最高分”的方式为学生提供自我提升和改进的机

会。然而，在实际考试过程中，愿意放弃第二次考试的学生

还是凤毛麟角。在“取得更高分数”的观念驱动下，高中生活

被学考和选考强硬地分段，考试从原来的一次性考6门科

目、每门科目考一次变为两年考6门科目、部分科目考两

次。这对于学有余力的学生来说选择参加两次考试实际上

会构成时间和精力的浪费，莫不如将准备第二次考试的时间

用到自己感兴趣的学习上。另外，选考科目两次考试机会的

制度设计理论上也会促使学生在一定时期内集中学习某门

学科，考出理想成绩后便倾向于不再继续该学科的学习。这

也是学校教育中需要加以注意和调整的地方。

新高考的一个关键词就是自主选择，也正是由于自主选

择的结果，35种选考科目组合未必是被平均选择的，可能会

出现扎堆儿选考部分科目的状况。

同时，打破文理分科的界限进行选考对于学生来说是一

个寻找自己兴趣的机会。此前的文理分科可以说是人为地

将物理、化学、生物归为理科，历史、地理、政治归为文科，而

实际上每个学生的兴趣未必局限于这种分科方式。打破文

理分科，学生可以更能依照自己的兴趣选择考试科目，在兴

趣的引导下，尽管考试的客观压力不减，学生所感受到的心

理上的考试压力则未必增大。

浙江方案中提出对学生成绩采取等级制计分方式，这是

标准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从教育评价的角度来看标准分更

有助于展现学生能力水平的差异。对于学生来说，采取标准

分更清楚自己在全体考生中所处的位置，更便于学生确立自

己的目标。然而，在实际操作和实施中我们需要注意，标准

分的实施需要满足几个基本条件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区

分作用，防止出现类似“田忌赛马”的应试策略。例如，计算

标准分的总体样本需要满足正态分布的条件等，由于每次选

考参加的学生群体都是不一样的，导致计算标准分的总体样

本未必都呈现正态分布，这就使得标准分所反映出来的学生

能力水平与其真实水平之间可能会出现较大偏差。

长期来看，日趋完善的高考制度为高中生提供了一个发

现自己、寻找自己、实现自己的平台和机会，让高中生活不再

是为考试而过。新高考下的高中生要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

规划能力，需要充分了解、认识自己的兴趣，科学认识高考录

取制度，以便作出自己满意的选择。

新高考，如何让学生获得更多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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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让学生为自己的未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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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给了自主，我们就要还以拥抱

□本报记者 言 宏

“新高考对高中生来说，带

来的最大益处是什么？”带着这

个问题，近日记者采访了很多

高中毕业生、教师、高校招生办

教师。“是自主选择！新高考让

我思考我的未来，考验了我的

选择能力，让我知道人生要走

向何处。”毕业于杭州第二中

学，刚刚走进浙江大学进行社

科大类学习的傅浩东说。他的

回答代表了很多高中毕业生的

心声。学生的自主选择，主要

表现在自主选课、选考、选学

校、选专业等方方面面。

“‘7选3’让我们
可按兴趣选学科”

“我们是新高考的受益者！”

接到记者的电话，汪金涛给予了

肯定的回答。汪金涛是天台中

学的毕业生，现就读于上海交通

大学电子信息大类，这个专业在

浙江省仅录取1人。

汪金涛初中喜欢文科，本来

想选考政治、历史和地理，后来

家长建议他选一门理科，他自己

浏览高校网站和知乎等社交网

站，知道很多专业对选考物理有

要求，学校开设了生涯规划课，

他慢慢明晰了自己的兴趣，喜欢

电子信息类专业。他说，开发软

件不仅仅是技术的事，还要考虑

社会需求，需要有社会学背景，

政、史很有帮助。于是，他选择

了政、史、物作为选考科目。因

为是自己喜欢的科目，考起来压

力不是很大，最后考了677分。

浙江学生在语数外之外的

7门中选择3门考试，有35种不

同的科目组合。“3+3”科目改革

是本轮高考改革最核心的内容，

通过增加考试科目和考试次数，

扩大学生的科目选择权、课程选

择权、考试选择权和学校选择

权，使得学生有获得感。

有兴趣特长的学生选择考

试科目并不是很难，选优势科目

就行。但对于各科平均、没有特

长的学生来说，有点纠结。“我各

科平平，但必须要选择，我选了

相对喜欢的生物，因为以后生物

制药是跨界发展的行业。最后，

我的选考科目是生物、化学和历

史。”小瑾是个文文静静的姑娘，

她的选择来自理性的思考。

在杭州第二中学党委副书

记王华琪看来，“7选 3”是“扬

长”学习和“扬长”考试，让学生

发现自己的长处、自己的兴趣，

因为是自己的选择，就会努力学

习，对培养学生的学习内驱力很

有好处。

新高考采用的是“3+3”模式，

“7选3”还可以考两次，可以自己选

择考试的时间。宁波大学2017级

法政类专业新生梁宇超一开始化学

考得不理想，但第二次考了满分。

提前考完物理和生物，大大减轻了

后期的学习压力，他有大量时间扩

展课堂知识，甚至阅读一些小说。

“原来高三就是复习，我们跳出了轮

回，获得了自由的时间，为以后的大

学学习铺了路。”汪金涛说。

二次考试对成绩优秀的学生

来说带来了自由学习的机会，那

么，对成绩一般的学生是否有益？

小利出身农村，就读于一所县城高

中。“我们学校是当地垫底的，成绩

普遍不好。因为有第一次成绩打

底，我第二次考心态平和，两门成

绩都有了提高。最后高考只考 3

门，压力也减轻不少。”最后，他考

上了一所公办本科院校，父母都很

高兴。

杭州东方中学是一所民办高

中，在副校长毛慧琼看来，新高考给

了学生更多希望，“给我们这种生源

处于劣势的学校一个超越的机会，

选考和分段考试能让学习能力相对

弱的学生各个击破，稳中求进”。因

为新高考改革，杭州东方中学今年

取得了超过往年的好成绩。

浙江理工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

长高建明认为，新高考给了学生们

大量自主学习时间，就是考虑到不

同的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

攻”。给予两次机会，就是避免“一

考定终身”的弊端。

舟山中学毕业生金玄易用尽一

切办法去了解有关高招政策、高校、

专业等的各种信息，全方位地把211

高校了解了一遍，终于考上了心仪的

浙江大学。“这份志愿填报表，每一处

都经过深思，每一笔都承载着理想。

我把它视作一份伟大的作品、一座人

生的里程碑；它蕴藏了我在18岁这

年所有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某种意义上，对高中生来说，填好志

愿表的一刻其实就是完成了人生的

一次蜕变。

新高考提供的种种选择机会就

是让学生学会分析自己，分析环境，

找到方向，把未来攥在手中。对高中

生来说，方向比具体的专业和学校更

重要。小王是台州中学的毕业生，今

年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物

理）专业录取。选大气科学专业是因

为去年暑假他到南京大学大气科学

学院参加夏令营活动，后来产生了兴

趣。他的选考科目为物理、化学和生

物。实际上，他的地理成绩也相当优

秀，因他想读的专业决定了只能选物

理。虽然高考成绩并不理想，但他说

自己将努力考取南京大学大气科学

的研究生来弥补高考的遗憾。选到

自己喜欢的专业，让他对未来又燃起

了信心。

吴嘉成毕业于杭州第十四中学，

他笑着说，能最终选择体育“是我斗争

的结果”。在高中，他爱上了健美操，

而父母想让儿子读金融专业。吴嘉成

分析了自己的优势和弱点，并请教了

教练，最后坚定了自己的理想。“即使

考不上好大学，我开家健美操训练馆

也是理想职业。”这句话最终打动了父

母。站在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

院运动系的操场上，他意气风发：“体

育与健康，这可是朝阳产业！”

浙江工业大学学生处处长许伟

通认为：“这是颠覆式的变化！高考制

度改革就是引导高中生走向自己的理

想，让选择和未来连接在一起，高中三

年不再为了盲目的高分而奋斗。”

“我的选择并不纠结。因为我特

别喜欢历史和政治，爱好是摄影，所以

我就选择了艺术方向。为了让专业的

选择更广泛，增加了一门化学。”经凡

潇，帅气阳光，语调轻松，是浙江大学

附属中学毕业生，今年通过艺考顺利

进入中国传媒大学影视摄影与制作专

业。经凡潇很感谢学校创设的艺术氛

围和学校的社团活动。据他父亲经建

灿介绍，摄影是经凡潇一直以来的兴

趣爱好，在中学他就主动承担了学校

各项活动的摄影任务，周末也经常出

去拍风景、人物，平时有空就买些纽约

摄影学院的摄影书籍翻翻，从没参加

过任何专业辅导或培训班。

“7选3”的选考模式，决定着高

校招收的学生与经历传统高考模式

的学生相比，会发生一定变化：他们

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文理科，而是选其

所好，选其所长，选考科目组合富有

多样性。纯人文社科类的专业招收

到了选考物理的学生，纯理工科类的

专业招收到了选考历史的学生。宁

波大学招生办副主任姜煜冽介绍，宁

大今年录取的人文类专业考生中有

34.82%选考了物理，录取的语言类

专业考生中有29.23%选考了物理，

而录取的理工科类专业考生中则有

23.93%选考了历史，生源的知识结

构出现了多元化的文理融合。

浙江大学本科生院教研室主任

李恒威举了个例子。今年浙大人文

社科试验班录取117人，其中选考化

学的有66人，选考物理的有42人，

选考生物的有41人。现在的科研都

是跨领域研究才能突破。文理兼容，

这既是学生的期望，也是高校的期

待，“是解决‘钱学森之问’的一个途

径”，李恒威表示。在高校未来的人

才培养设计中，这个生源群体的综合

素养和学习能力值得期待。

在杭州第二中学校长尚可看来，

新高考是颠覆性的改革，让学生获得

了个性化选择和差异化发展，因为考

的是长项课程，从考试成绩来看，普

遍比往年高，向新课程追求的“学生

在共同基础上有个性地发展”目标迈

进了一大步。

“文理兼容不再是梦”

“填好志愿表其实就是完成了人生的一次蜕变”

“‘二次考试’让我们变得更从容”

选择的过程是痛苦的，选择的过

程也是锻炼人的。

“‘7选3’到底怎么选？80个高

考志愿如何填？”这是记者在采访中

被问到的最多的两个问题，从中透出

家长和学生的焦虑。其实，很多的焦

虑来自对政策的不熟悉，对学生本身

特长的不了解。事实上，新高考提供

了更多的选择，包括考试科目的选

择，考试时间和频次的选择，专业志

愿的选择，兴趣特长和职业规划的选

择……家长总是怕孩子不会选择，常

常越俎代庖。因此，作为家长要尊重

孩子的个性特长，为孩子的选择做好

服务和参谋，不要取代孩子去做选

择。而作为学生，要对政策多了解，

对自我更多认知。

要提高学生的选择能力，中学

责无旁贷。在天台中学校长郑志湖

等业内人士看来，中学要按照高中

课改要求及新高考专业导向的选拔

模式，加强对学生生涯规划、选课选

科指导，强化选择能力培养，助力学

生选择。要引导学生全面而有个性

地发展，在选修课程特别是校本课

程建设上形成特色，让学有所长者

脱颖而出。而高校在整个变革中则

起了导引的作用，必须到高中多多

宣传自己的学校和专业，让学生对

高校激起向往，让学生对自己的未

来有清晰的方向。

“能选择是公平，会选择是水

平。要了解新高考，适应新高考，发

挥自己的个性特长，尊重自己的兴趣

爱好，在选择中提升综合素质能力。”

一位专家这么建议。

“如何让选择不再烦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