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江西新高考改革实施方案 新高考
改革方案(实用5篇)

方案在解决问题、实现目标、提高组织协调性和执行力以及
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方
案的格式和要求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
下方案应该怎么去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江西新高考改革实施方案篇一

新高考模式下，考生在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地理、历
史6个科目中选择3门作为高考考试科目，成绩按照等级进行
赋分。等级赋分：100分为满分，40分为最低分，根据选考人
数划为21个等级，每个等级差3分，科目排名前1%的学生
是100分，2%的学生是97分，按照排名依次类推进行赋分。通
俗的讲就是把考生考的卷面成绩进行排名，按照等级区间赋
予相应等级的分数。

例如甲同学高考选考了物理，最终物理的卷面成绩是83分。
按照选考物理的学生进行排名，甲同学排名前1%，按照等级
赋分的方案，属于第一个档次，他的物理最终成绩是100分。
如果他的排名属于前10%，那就属于第四个档次，赋分之后的
成绩是91分。如果排名前50%，赋分之后最终成绩为73分。

江西新高考改革实施方案篇二

高校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自2021年起，在河北省招生的
普通高等学校要根据专业人才培养对学生学科专业基础的需
要，科学合理设置选考科目要求。考生选考科目符合高校相
应招生专业(类)选考科目要求的，方可报考该专业(类);没有
确定选考科目要求的招生专业(类)，考生在报考时无选考科
目限制。高等学校招生专业(类)的选考科目要求应提前向社
会公布。



招生计划按照物理科目组合和历史科目组合两类分别编制

普通高校将严格按照之前公布的本校拟招生专业的选考科目
要求，并根据人才培养要求，按照物理科目组合和历史科目
组合两类分本、专科来分别编制招生计划，对选考科目的要
求将明确到每一个招生专业中。如果某一专业既可以按物理
科目组合招生，也可以按历史科目组合招生，那么也需分开
编制招生计划。

合并本科一批、本科二批录取批次

录取批次和录取办法。逐步合并本科一批、本科二批录取批
次，自2020年起，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分为本科、高职(专
科)两个批次。增加本科批次考生填报志愿数量和征集志愿次
数，最大限度满足考生志愿填报的需求。

志愿由“专业(类)+学校”组成

自2021年起，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中，按物理科目组合
和历史科目组合分列招生计划、分别划定最低录取控制分数
线。考生志愿由“专业(类)+学校”组成，实行平行志愿投档，
增加高等学校和学生双向选择的机会。

具体志愿填报和录取办法由省招生委员会另行制定，于2020
年10月底前向社会公布。

推进高职分类考试招生改革

加快推进高等职业教育分类考试招生改革，突出职业教育人
才培养规律，高职院校与普通高校考试招生相对分开，实
行“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评价方式。

小编精心为您推荐：



江西新高考改革实施方案篇三

安静的复习环境有助于孩子平心静气、情绪稳定地进行复习。
吵闹的复习环境将使孩子心情烦躁，注意力不能集中，影响
复习效果。在这里小编特别提示家长，在孩子高考备考阶段
尽量少会客，最好不会客，如果实在不得不会客，则最好在
家庭以外进行，不要在家里进行。在这个时间家长尽量不要
与外界通电话，如果有重要的事情非打不可，也要简明一点，
说起话来简单扼要，不要无边无际地拉家常、聊闲天。

2、督促孩子娱乐与运动

高考前夕孩子在家复习大都是非常用功的，一做题就是一个
上午或是一个下午或是一个晚上，有时搞得精疲力竭，头昏
脑涨，不仅影响心情，也影响复习效率。

在这种时候，家长就要适当地提醒孩子做必要的轻度运动，
例如，做俯卧撑，跳跳绳，打打羽毛球等，有助于孩子消除
疲劳，焕发精力。也可以提醒孩子听听轻音乐，看看电视里
轻松的节目，也有助于孩子调整心态，消除疲劳。在高考前
夕提示孩子不要看武打片，不要看那些电视连续剧，分散孩
子的精力。

3、防止对孩子的过分关注

高考前，有些家长过分关注孩子，孩子在那复习功课时一会
儿过去给孩子冲杯热牛奶，再一会儿过去给孩子送块西瓜，
有的家长甚至在孩子旁边陪读。这种过度关怀孩子的做法使
孩子产生压力，心想，一旦考不好，怎么对得起父母对我的
关心。

4、寻找最佳线路

高考考场附近一定是交通很拥堵的，所以家长们应该多在考



场周围转转，看看走哪条路线最佳。

5、健康饮食

但有些家长误认为高考前应该给孩子加强营养，给孩子吃大
鱼大肉。小编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孩子平时吃什么就吃什
么，孩子爱吃什么就吃什么，只要孩子食欲好，一般情况下
营养都会得到满足，关键是要做到营养平衡，合理。不在于
说给孩子增加什么蛋白质就能提高什么记忆能力，这种增加
蛋白质和提高记忆力的关系暂且不说，就算真的吃了富含蛋
白质的东西短期内也不可能提高记忆力。

6、不要话太多

小编调查了很多成绩优秀的朋友，问他们的父母在高考前是
如何要求他们的，他们很多人告诉我，父母只说了一句话：
只要尽力就行了。

父母说了这句话使得孩子感觉自己有定心丸，肯定会尽力的，
从而减小心理压力，就会从容地应对高考。

但也有些家长高考前唠唠叨叨，反复嘱咐孩子，考试要认真，
不要马虎，一分之差，千人之后，你一定要改变马虎的习惯，
现在可不能丢分了，你可要注意呀。

其实，这样的话家长已经讲了多少遍，在高考前再讲、反复
地讲会增加孩子的心理压力。而且高考前，孩子和父母发生
口角对情绪的稳定会起很大的破坏作用，这对考试的影响是
不能低估的。

是考前家里气氛要和平时一样。家长应该同平常一样，该干
什么就干什么，尽量不要给孩子施加压力，他们本身压力就
不轻，作为家长应该淡化高考气氛，让孩子自己去复习，如
果过分地关心，会让孩子产生要是考不好对不起父母的想法，



增加孩子的思想负担，不利于孩子考试的发挥。

7、是家长的心情一定要愉快

家长心情好，家里气氛才能好，也才能为孩子创造良好的考
前氛围。“考试焦虑”在有些家长身上，体现得比孩子还明
显，有的变得比平时更严厉，有的变得比平时更亲切，有的
食不甘味、夜不安寝，而家长的“不安”，最终会造成考生的
“不安”。因此，高考前家长一定要保持愉快的情绪、平和
的心态，要为孩子营造宽松、自然、愉快的家庭氛围，坚决
避免家庭纠纷，父母之间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不要发生口角，
确实有什么问题要解决也要等到高考后再说。父母少一分争
论就会给孩子多一分温馨。

8、要满足孩子的基本心理需要

家长要多表扬、鼓励孩子，多倾听、多鼓励、多疏导、学会
欣赏孩子，用孩子优势去激励他们弥补劣势。切忌临阵前过
多的叮嘱和唠叨，考前家长在言辞上应该适度地“冷淡”高
考话题。家长如果能用放松的心情陪孩子做做简单的运动，
散散步，聊一些与学习无关的话题，会有很好的效果。

9、高考前多做一些亲子沟通，不要给孩子过多的压力

心力压力来源于对结果的过多关注，家长的正确关心会使孩
子有更大的安全感，不可用别人家的孩子来提醒自己的孩子，
少说负面的泄气话。有些家长，为了给孩子减压，就说考啥
样就啥样，其实，这就是一种泄气的话。还没有考，那知道
好坏呢，一定要传达给我们的孩子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只
要努力了，就问心无愧，考好了是爸妈的好孩子，考不好爸
妈也一样爱你，这样的话会无形当中给孩子很大的放松。我
们要求孩子放松心态，首先家长要学会放松，我们的语言、
心态、情绪这些都直接影响着孩子高考的状态。不太会用语
言沟通的家长，可以少说话，换用一些行动来表达，比如可



以自然地递给孩子一杯水或一个拥抱，一个赞许的眼神或一
个会心的微笑都会给孩子带来无限的力量。

10、合理安排孩子考前活动

不要参与一些过于剧烈的活动，如打球等，以免意外受伤，
可以陪孩子散散步等，做一些轻松的活动。也不能长时间玩
游戏，消耗过多的体力与精力。

江西新高考改革实施方案篇四

问：在作文中无意透露了自己的个人信息，老师说这在高考
中是不允许的，是真的咩？

答：在高考作文尤其是记叙文，很多学生会无意透露自己的
个人信息，这可能会使你的卷子成为“问题卷”；还有的同
学喜欢在答题卡上做记号，比如标题前画圈圈，这些都可能
造成不必要的困扰！

小贴士

2、遇到“熟题”掉以轻心

答：大意失荆州！这怕是会成为一辈子的悔恨！看到熟题先
别乐呵，更要慎重对待，避免被之前的题目先入为主，很多
同学就是看到熟题，题目都没认真读，直接就去选答案去了！

小贴士

熟题更要仔细对待！那些出卷子的老师们，可没那么好对付！

3、使些小聪明

问：写作文其实有小诀窍哦，可以抄卷子其他地方的材料，



嘻嘻是不是很机智~

小贴士

可以通过其他材料给自己创造文章的灵感，但是内容还是自
己写，别光顾着抄！

4、未控制答题时间

小贴士

在平时做题时，就养成习惯，给每一个题型分配一个时间，
按时完成，不要拖拖拉拉。拿到试卷，就浏览一下题目，可
以把自己会做的先做，避免花太多时间在不擅长的题型上~总
之就尽量做到：本该得到的分，一分不落！

5、错别字层出

小贴士

6、答案没有层次

问：答题字数写多点，分是不是就会高呀？

小贴士

学会抓“题眼”，在答题时最好按123把要点简洁明了罗列出
来，再对应展开描述。这样一目了然，分自然就上去了~切勿
围绕一个得分点啰嗦半天。

7、审题失误

问：特别害怕高考中一紧张审题审错了，那不就死翘翘了~

小贴士



8、大脑未及时调整至考场模式

问：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主要这个是小编自己的高考经历。
记得第一门考语文时，可能答：还是很紧张，看选择题一直
没办法集中精力去读题；后面考数学时，脑子里也总时不时
冒出一些之前的语文题~现在想想就觉得好阔怕！

小贴士

江西新高考改革实施方案篇五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主要衡量学生达到国家规定学习要求
的程度，根据国家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和教育考试规定，实行
全省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阅卷，考试成绩是学生毕业
和升学的重要依据。

分为合格性考试和选择性考试

从2018年秋季高一年级学生开始，学业水平考试分为合格性
考试和选择性考试。

合格性考试覆盖所有科目

合格性考试成绩是学生毕业、高中同等学力认定的主要依据。
普通高中在校学生均须参加合格性考试，中等职业学校学生
和社会人员也可报名参加合格性考试。

合格考覆盖国家课程方案规定的所有科目，包括语文、数学、
外语、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信息
技术、通用技术、音乐、美术、体育与健康等14个科目。

合格考内容范围为普通高中学科课程标准规定的必修内容。

合格考每年组织2次，分别安排在5月和12月。普通高中在校



生、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首次参加考试不得早于高一下学期
末，高一年级考试科目原则上不多于4门，高三上学期结束前
需完成全部合格考。社会人员可自主安排合格考科目。普通
高中在校学生应在相应科目合格性考试成绩合格的基础上报
考选择性考试科目。

选择性考试成绩计入总成绩

参加统一普通高考的考生均应参加选考科目的选择性考试。

选择性考试科目包括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
生物学等6个科目，学生根据高等学校相关专业对选考科目的
要求和自身的兴趣特长，从以上6个科目中选择3个参加选择
性考试，成绩计入考生总成绩。

其中，应在历史和物理中选择1科，在思想政治、地理、化学、
生物学中选择2科。

共有12种组合

选择考科目理论上有12种组合，具体组合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