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参加三位一体学考刷A
没有很大必要
杭州高级中学校长、特级教师尚可：

浙江作为全国深化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试点，
课程结构教学形式和高考方法变化很大，刚发布的
招生录取方案也是化繁为简、变中求稳，尽量体现衔
接和过渡。

有一些高三学生可能会认为方案太繁，心怀焦
虑甚至有一点担忧，这其中也因对最后阶段 4 月和 6
月的两次考试有所焦虑有关，两种焦虑的叠加加重
了此种心理。

事实上，只要明确面临的任务，有针对性地作出
合理安排，并认真到位地聚焦于每一天来实施，关注
于每一天的进步和自身的超越，这种焦虑心理便会
缓解。到现在为止高三学生学考大多已完成，除了7
选 3 科目及外语学考成绩和高考同时产生外，基本
上只有少部分同学还有四月的二次学考扫尾。有学
生因三位一体招生对学考A等级很看重，所以纠结
要不要考两次。其实学考A等级已由老方案中的
25%下降到了15%，高校三位一体招生的前置条件
A的个数也会下调，更何况有些学校压根不把其作
为前置条件，而会采取赋分方法。

刚进入高中不久的同学也不用太焦虑。高一
年级的课程教学大体和传统高考相当，各个学校都
会针对各考试节点，合理安排考试科目以分散难点
提供效率，并由此对三年的课程、教学计划、选课走
班方案作出统筹安排。这个安排会成为学校主流
模式，在适当时候和学生、家长做交流沟通，实施时
也尽量利用资源兼顾学生的个性化选择需求。学
校也会通过课程和讲座及活动培养规划能力并指
导选课。

7选3怎么选
尽情扬长 做感兴趣的事
杭州市长河高级中学语文老师杨春林：

浙江新高考的改革，一直备受全社会的关注。
理解支持居多，吐槽不满也有。如何看待高考新政，
是每个人的自由，我是真心为浙江高考改革点赞的。

从考试场次方面来说，确实比较多，这是客观现
实。多次考试改变了教学进程，没有以前三年一场
考试来得简洁，也是事实。

以前“一考定终身”，三年关注一次考试，确实很
容易就有紧张情绪。现在三年里考 N 次，考试压力
平摊，家长、学生的心态也都平和、淡然了。所以说，

新高考也在倒逼社会各界一次心态的调整。
怎么7选3，怎么选专业，社会上有很多讨论。家

长担心孩子不会选择，但孩子必须自己思考，才能学
会选择。前期是有一个代价，但不在跌跌撞撞的过程
里，怎么学会走路；不在不会选择的过程里磨炼，怎么
学会选择。

任何事情都是平衡到不平衡，再从不平衡到
平衡，这么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不断打破、不
断确立。

和原有高考相比，新高考有个很好的重点：减轻
了偏科的痛苦，人生只要扬长就好，多做喜欢的、感
兴趣的事情。补短是很痛苦的，因为有些东西是可
以舍弃的。7 选 3 的时候，家长常来咨询怎么选，很
简单，尽情扬长就可以了。

人的精力有限
要学会取舍
浙大本科生招生处处长王东：

任何一种方案不可能十全十美。浙江的新高考
方案，相对来说是最好的方案。因为对学生来说，有
利好信息。

以前说，高考是纠结的，填志愿比高考更纠结。
现在，填志愿不再纠结了，因为直接填报专业，比原
来好填。想进一所院校的强势热门专业，专业填服
从，可能被调剂到别的专业，不喜欢；填不服从，有掉
档危险。现在，新的录取方案发布，按专业填，最终
录取的都是自己喜欢的专业。

此外，对高校的发展格局会产生新变化。现在
高校都在争创“双一流”，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原来
非一流大学的一流学科，从招人困难，到可能得到不
少优惠。

贯穿新高考始终的，有一个“选择”的概念，这非
常好。选择这么多，但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要学
会取舍。

学习进度也能选择。原来的高三，6 门课一起
学，一直到最后，进度安排很满，哪怕成绩很好，也要
不停刷题。但现在如果前面考得好，到高三反而比
较轻松了，只是高二会提前紧张起来，压力分摊了。
到了高三，如果选考科目成绩不错，可以在复习语数
外的同时，上一些大学先修课程，提前修大学学分。
有可能会达到这样的理想状态：大一进校上专业课，
大二开始进实验室，大三写文章发表，步步走在人
前。往后再来十几年，在科研领域领先的，可能就都
是浙江的学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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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发布新高考招生录取方案 人民日报发文“点赞”
给考生更多机会、更多进名校的途径
有更加公平的录取和机会，这都是新高考改革正在探索的
浙江经验正在为全国新高考改革提供示范

2014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
实施意见》。浙江省作为高考综
合改革试点省，从当年秋季新入
学的高一学生开始实施,试点方
案一出台，就受到前所未有的关
注，并引发热烈讨论，各方面、各
层次、不同立场的意见都有。

经过几年试点并总结经验
后，浙江方案很有可能会在全
国范围内全面推广。所以每每
有文章内容涉及“新高考”，都
会被疯狂转发，不难理解，这每
一篇文章背后，都隐藏着家长、
学生、学校、老师们的担忧和焦
虑情绪。

新高考政策发布，确实和
以往“变”了很多：不分文理，也
不分批次，学选考结合，一年两
次考试时间随便选。

这些大大小小的改变，让
一线的课堂教学也跟着变起
来。7 选 3 有 35 种组合方式，
使得每位学生的课表不一样，
每位教师的课表也不一样。更
重要的是，教师的教学方式、学
生的学习方法也相应变起来。

新高考中，每年 4 月和 10
月进行学选考，自然地把学段
分散开，将会进行多次短期准
备和冲刺，考一门放一门。高
一要全面了解 10 门课，对很多
学生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所
以，初高中衔接的必要性，被提
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什么时间选考，学生自己
就能决定。如果高三 10 月参
加选考，相当于比以前的高考
时间早了 8 个月，想要完成课
程和复习，需要加大强度。

还有因为考生选择不同，
可能造成某门科目的老师考前
很紧缺，考后又富余起来，形成
一个潮汐现象。

这些变化下，怎样才能学
得更好，怎样才能考得更好，是
每个家庭和学校都在考虑的问
题。我们采访了教育领域的一
线教师、高中校长、高校教授。

记者 张娜

浙江经验
正在为全国新高考改革
提供示范

2017年，浙江新高考将会迎来第一
届毕业生，最近公布的招生录取方案，
给不少家长吃了颗定心丸。

前两天，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新高
考，出新“招”》，文中，中国教育科学
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从整体看，
这份方案给了考生和高校更大的空
间。由分批次填报录取改为分段，使
高校和考生有了更多选择，考生因为
志愿填报不合理而掉档的情况会大
大减少。”

“对考生来说，填报志愿不再受高校
的层次限制，可以很好地体现自己的诉
求，而对于高校来说，整体实力和专业实
力都很重要，只要明确自己的定位和发
展方向，就可以分层满足考生需求。不
过，现在很多考生在选择选考科目时参
考各科考试分数，这将直接影响考生的
专业选择，但分数不一定代表天赋和喜
好。另外，高校还需要更充分地了解考
生信息，而不是仅仅参考高考分数。”

给考生更多机会、更多进名校的途
径，有更加公平的录取和机会，这都是
新高考改革正在探索的。

目前，浙江的尝试已经为全国高考
改革提供了有益示范，其他省份也有了
自己的探索。去年 5 月云南公布改革
方案，明确在文、理科实行平行志愿投
档的基础上，实现所有科类平行志愿投
档，并取消专科层次一专、二专的录取
批次划分，并于 2017 年起进一步完善
平行志愿投档办法，逐步优化本科层次
录取批次。

多个省份今年也将合并部分录取
批次。北京、河南将合并本科二批与
本科三批，海南和山东则将本科第一
批和本科第二批合并录取。西藏明
确，从 2017 年起，创造条件逐步取消高
校招生录取批次，完善平行志愿投档
方式，增加普通高等学校与学生的双
向选择机会。

“我国的高考改革正在往前走，大
方向是对的，但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储
朝晖说。

2016年10月14日，浙江省新高考第三次选考开始。上午考试结束后，杭州高级中学考点，考生走出考场。
记者 葛亚琪 摄

2016年10月14日，浙江省新高考第三次选考开始。上午考试结束后，杭州高级中学考点，考生走出考场。
记者 葛亚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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