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高考改革新方案(优质5篇)
为了确保我们的努力取得实效，就不得不需要事先制定方案，
方案是书面计划，具有内容条理清楚、步骤清晰的特点。方
案的制定需要考虑各种因素，包括资源的利用、时间的安排
以及风险的评估等，以确保问题能够得到有效解决。下面是
小编精心整理的方案策划范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广西高考改革新方案篇一

启动高考综合改革，从当年秋季入学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开始
实施。考生高考成绩由国家统一考试科目成绩和普通高中学
业水平等级性考试选考科目成绩构成，满分750分。国家统一
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科，单科满分150分，不分文
理。

外语提供2次考试机会，学生选取1次较好成绩计入高考总成
绩。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选考科目为地理、历史、
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学生自主选择3科作为等级性选考
科目。选考科目按等级赋分，单科满分100分。等级性选考每
年组织1次，高中生在校期间只参加1次等级性考试，逐步探
索为学生增加等级性考试机会的办法与措施。

广西高考改革新方案篇二

近期，教育部首次提出在择校冲动强烈的地方逐步推进多校
划片，引发了热议。多校划片是否可行?对此，李和平表示，
多校划片有利有弊，如何实施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李和平对“多校划片”有所疑虑，一个区域对应多所学校会
不会造成新的教育不公平?如何分配资源选择学校?这些都是
需要考虑的问题。“比如说原来对应就近一所学校上学，通
过摇号可能会调整到较远的学校，会不会带来人为的上学麻



烦?”

李和平说，家长之所以热衷择校，主要在于教育资源不均衡，
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均衡教育资源，一旦师资资源均衡了，
就不会有人抢着上“名校”，“多校划片”也就没有必要了。
他认为，将来在均衡教育资源的基础上，按照属地化、人口
密度来划区入学，既保障教育质量又保证孩子在家门口上学。

广西高考改革新方案篇三

深化高考考试内容改革，依据高校人才选拔要求和国家课程
标准，科学设计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高职院校单独招生考试、
高校自主招生考试命题内容，增强基础性、综合性，着重考
查学生独立思考和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
改进评卷方式，加强评卷的精细化管理，完善学生成绩报告。
高考统考科目继续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高职院校考试招
生与普通高考相对分开，文化基础课由省教育厅统一命题、
考试，职业技能测试由各高职院校单独命题、自主测试。起
通过分类考试录取学生成为高职院校招生主渠道。

广西高考改革新方案篇四

从改革的初衷来看，增加学校和学生的选择权，开展扬长教
育，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生的弊端。方案一经推出，就受
到社会舆论的好评。以下是改革对高考复读生的影响，请考
生查看。

但是，如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所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
千个教育，浙江的这一套改革方案并不奢求得到所有人的认
可。记者连日来通过多次采访调查发现，社会也存在对新方
案实施后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表示担忧。

如，选考科目的两次考试机会让部分第一次考试失利的学生
压力倍增，选考科目考前学校集中突击，高三“填鸭式”恶



补语数英，这些都被指或加剧应试教育。同时，20xx届高考生
选择复读难以适应新高考，也是社会关注较多的问题。

选考科目恐促高中开展“填鸭式”教学

在刚发布的浙江省高考招生制度综合改革试点方案中，考试
不再分文理，考试科目分必考科目和选考科目，必考科目为
语文、数学和外语，选考科目由学生从思想政治、历史等7门
高中学考科目中自主选择3门。

其中在考试时间安排上，语文、数学考试于每年6月进行，外
语每年安排2次考试，1次在6月与语文、数学同期进行，考试
对象限于当年高考考生，1次在10月与选考科目同期进行。选
考科目每年安排2次考试，分别在4月及10月进行。外语和选
考科目考生每科可报考2次，选用其中1次成绩。

有人不禁提出担忧，认为学生盲目追求分数、高中比较升学
率等仍然会促使应试教育的产生，其中高中恐现“填鸭式”
教学。

“会导致新的应试教育。”浙江大学教育学院课程与教学研
究所副所长肖龙海称，部分高一学生一开始就确定了选考科
目，对其它课程就不再重视，而这与一直推崇的素质教育相
悖，“高考是指挥棒，指挥棒指向哪里，高中就向哪里
转。”

广西高考改革新方案篇五

20起，高校根据自身办学定位和专业培养目标，研究提出对
考生至多不超过3门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选考科目
要求以及考生综合素质评价的使用办法，提前向社会公布。
学生只要1门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选考科目符合要求即可报考。
逐步实行基于高考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成绩、考
生自主确定选考科目、高等学校确定专业选考科目及其他选



拔条件需求、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

学生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后填报志愿，按照学生高考成绩和院
校志愿，逐步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和录取。在高职院校招生录
取中实行院校与专业相结合的录取模式，探索平行志愿投档，
一档多投，增加高职院校与学生的双向选择机会。从起，普
通高校招生在保持现行录取模式的`基础上，逐步取消录取批
次，探索一档多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