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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新高考政策实施
后，第一次填志愿，省教育考试
院非常重视。我们准备邀请专
家来详细讲解填志愿的流程。”
市教育局招生办主任王刚亮
说，自从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发
布 2017 年浙江普通高校招生
录取工作方案后，他们就忙着
将方案落实到各个学校，“我们
的工作就是组织考试，指导学
生填志愿。高校招生志愿填报
与录取模拟演练已于 20 日拉
开序幕，演练将持续到 2 月 28
日，希望学生们能通过这次演
练熟悉流程。”

选考科目出现两个分数
卷面分是等级赋分的依据

等级赋分，是新高考中的新概念，是以高中学考
成绩合格为前提，选考科目按等级赋分。等级根据事
先公布的比例确定，每个等级分差为 3 分，起点赋分
40分，每门满分100分。

新高考的成绩中，选考科目会出现两个分数，一
个是卷面分，一个是等级赋分。卷面分不会被直接使
用，而是作为等级赋分的依据。假如一位同学的物理
成绩，必考题68分，加试题26分，卷面分为94分。如
果他的成绩排名在当次考试的前1%，那么，按照等级
赋分方案计算，他计入高考的物理分数应该为 100
分；如果他的成绩排名在当次考试的前2%，他计入高
考的物理分数应该为 97 分。之所以不使用卷面得
分，是因为不同科目的卷面得分缺乏可比性。选考科
目由考生自主选择，不同科目内容和难度不同。若是
单把卷面得分相加，显然不够合理

语文、数学考试于每年 6 月进行，外语每年安排
两次考试，一次在 6 月，与语文、数学同期进行，考试
对象限于当年高考考生；一次在 10 月与选考科目同
期进行。选考科目每年安排两次考试，分别在 4 月和
10 月进行。外语和选考科目考生每科可报考两次，
选用其中一次成绩。

新、旧政策最大的相同点，是语文、数学、外语三
门必考，而且每门满分150分。

“新政策下，学生可以任选 3 门选考科目，加大了
他们的选择权。专业平行投档避免‘服从专业调配’
现象。”王主任说。

教师：调整教学课时和内容
组织学生进行各类竞赛

“高考改革之后，原本的教学计划已经不适用，需
要重新制定。”说到改革前后的不同之处，永一中数学
教师高雄略从课时分配、教学内容、精力分配三个方
面进行剖析。

“新政策中，外语和选考科目每年都有两次机
会。在 4 月份之后，学生们的精力才能集中到语文和
数学上来。”高老师说，由于考试的先后顺序是固定
的，总不能让学生们先将大部分精力花在后考的这两
科上。再者，学生有先考哪科就先复习哪种的意识。
因此，在时间分配上，数学和语文老师就得重新安排。

“我拿数学举个例子。原先，一个星期 5 节课，但
在新政策下，每年选考科目考完前，或许只有 4 节甚
至更少，但在这些科目考完后，会增加到每个星期 6
节甚至更多。”高老师说，除了课上时间，学生们分配
给数学的课后时间也变少。总体而言，这段时间花在
数学上的时间变少，导致教学内容不得不重新分配。

“因为进度变慢，所以不可能用以往同个学习阶
段的题来考现在的学生。”高老师说，对于新接收的知
识，学生们需要花时间去“消化吸收”。若是时间减

少，掌握情况就会下降，学习效果难免会降低。可是，
高考大纲没有改变，要考的内容学生还是要学，导致
后期学生的压力增大。

上大学的方式除了高考统招、自主招生和保送，
还有近几年火起来的“三位一体”。“三位一体”招生将
统一高考、高中学考和综合素质评价三者结合，对考
生进行综合评价，择优录取。“‘三位一体’最明显的不
同就是，以往有任何比赛，我们只是支持学生参加。
但现在，学校要组织、培训学生参加比赛。”高老师说，
在兼顾学生学业的同时，还要考虑学生们的综合素质
发展，精力被分散，压力更大了。

“新政策之后，英语每年都有两考试机会。这也
就意味着，从大一开始我们就要加快速度，争取提前
将新课上完进入复习阶段，让有需要的学生能提前报
名进行高考。”英语老师金建良说，对于英语而言，除
了从原本听力有两次机会变为全部题型有两次机会
外，最大的变化是更加注重读写结合。重点体现在写
作，从原本的一篇 30 分的作文，改为现在的一篇应用
文，一篇读后续写或概要写作。“应用文的种类有数十
种，对教师和学生而言都是不小的挑战。”金老师说，

“读后续写”要求学生不仅要读懂试卷给的文章内容，
还要组织语言续写，对读写结合能力的要求很高。“以
往的高考模式，教师们已经轻车熟路，但现在大家都
还在探索阶段，只能跟学生们一起摸索。”他说。

学生：选择选考科目
需考虑如何填80个志愿单位

今年开始，高考志愿的填报是以“学校+专业”为
一个志愿单位，每位考生可填报不超过80个志愿。

“如果其他两科的成绩和历史一样就好了，当初
我根本没想到生物中有些知识竟然这么难理解。”高
三女生小沈，她选考的科目是历史、生物、技术。虽然
生物的难度出乎她的预料，但是她依旧表示，就算让
她重选，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当初选课的时候，小沈毫不犹豫选择这三门，除
了喜欢之外，还因为她这三门科的成绩很均衡。她觉
得，这三门更容易有所提升。“我觉得新政策挺好的。
若是文理分科，那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了。”虽然
她喜欢历史，并且成绩还不错，但是对政治就心有余
而力不足。“去年 10 月份那次选考考得不理想，我要
抓紧时间复习，争取在 4 月份的考试中有所进步，之
后才能安心‘啃’数学。”她说。

提到数学，小沈表现出无奈。“当初，我们普遍存
在的想法就是，在选考考试结束之前，将精力放在选
考科目上，之后再一心一意复习数学，现在才发现这
种方法根本行不通。”小沈说，在学习的过程中，她越
来越清楚，高中数学不仅内容变难，而且在新课刚上
完时不好好练习巩固，到后面就很容易云里雾里，更
难掌握。“我发现，我跟其他很多同学不一样。别人说
复习等于第二次学习。对我来说，若是第一次没有学
好，接下去就很难将问题弄明白。”她说，以前没有发

现，现在却发现对数学就是这样的。
“我了解过，以前填志愿的方式，是先选学校，然

后选这个学校的专业。现在每个人可以填 80 个志愿
单位，选择多了，我却很犯愁。虽然老师曾在班会上
指导我们如何填志愿，但是我现在都不清楚自己的志
愿该怎么填。”说到填志愿，小沈更加无奈，她表示在
志愿填报和录取演练期间，会再次审视自己的志愿单
位，多听听老师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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