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教育部同意备案，昨天，上海在全面总结三年试点经验成效基础上，正式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本市高考综合改革
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若干意见》明确，上海将建立引导机制和保障机制，并完善育人模式。其中，
针对三年试点过程中学生选考科目的实际，将先建立物理选考科目保障机制，从2018年高考招生录取时实施。而根据
2013-2017年在沪招生院校理工类专业录取人数，物理选考科目保障基数确定为1.5万，基本满足招生院校在沪选拔培养
理工类专业人才最基本生源所需。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刘昕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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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公布的《若干意见》主要包
括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建立引导机制，引导促进高
校精准合理提出选考科目要求。引
导在沪招生院校按照国家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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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确需物理学科基础的理工
类专业，在沪招生院校须体现引导考
生选考物理科目的明确要求。调整
选考科目的具体要求由在沪招生院
校提出，经上海市教委认可备案后，
统一面向社会发布，并从2017年秋
季入学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开始实施。

二是建立保障机制，促使学生选
考情况与国家专业人才选拔培养要
求相统一。《若干意见》明确建立选考
科目保障机制作为“调节杠杆”，基本
规则是：当特定选考科目考试赋分人
数少于保障基数时，以保障基数为
准，从高到低进行等级赋分；当特定
选考科目考试赋分人数多于保障基
数时，则以实际参加该选考科目考试
的人数为准，从高到低进行等级赋
分。保障基数按照国家相关学科人
才培养需求确定。针对三年试点过
程中学生选考科目的实际，先建立物
理选考科目保障机制，从2018年高
考招生录取时实施。

物理选考科目保障基数确定的
规则是：根据2013年-2017年在沪
招生院校理工类专业录取人数，物理
选考科目保障基数为1.5万，基本满
足招生院校在沪选拔培养理工类专
业人才最基本生源所需。同时，在教
育部支持和指导下，积极开展相关研
究，使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更能反
映学生综合素养与学业能力，更加符
合国家选才育才需要。

三是完善育人模式，培养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首先是进一步深化课程教学
内容改革。其次是深化高中学生综
合素质评价机制改革。再次是引导
促进高校优化选才育才机制。一方
面，强化科学选才。引导高校根据目
标定位确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教
学体系，据此确定招录学生所需的学
科基础素养。另一方面，强化科学育
才。引导高校同步抓好“招”与“教”
两个环节，深化高校育人模式改革。

市教委表示，建立选考科目托底
保障机制，目的是进一步提高学生选
考科目情况与国家专业人才选拔培养
需求的适应性与匹配度。此次的《若
干意见》立足“两个促使”，即：促使学
生选学选考情况与国家选才育才相统
一，促使高校育人方式改革与高中课
程教学改革相统一，着力发挥好高考
综合改革上连高等教育育人模式改革
和学科专业布局、下引基础教育课程
教学改革的“枢纽”作用。同时，《若干
意见》坚持把公平性与科学性作为根
本指导，维护好高考在促进社会纵向
流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的权威性、
公正性，提升考试评价的科学性和人
才选拔的精准度；坚持把考生和家长
的获得感与满意度作为根本衡量标
准，解民生之忧、谋民生之利。

对于此次上海出台的深化高
考改革方案，上海大学原副校长叶
志明认为，将有助于考生和高校实
现“双赢”。他表示，《若干意见》实
施后，考生可以进一步实现个人兴
趣爱好和国家选才育才需要的统
一，高校可以用好改革红利优化育
人模式，促进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特别是要求高校在各专业选才的
科目设置上体现出更高的责任感
与使命感，利用好高考综合改革

“红利”，深化招生模式和育人模式
改革，更好地对接基础教育课程教
学与改革，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若

干意见》建立相关引导机制，促进
高校更加精准合理地提出学业水
平考试选考科目要求，不仅有助于
体现各高校的差异化、类别上的不
同，也有助于体现各高校的办学特
色和专业建设特色。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
丙奇表示，高考综合改革后，上海
学生选学选考物理的人数，相比
于改革前，其实是有较大增长
的。但上海也注意到了学生家长
自主选择导致的博弈心态，与国
家选才育才需求间不够一致的情
况，这次及时做出相应的优化和
完善，是一种未雨绸缪。相关政

策措施要落地，最终取决于学校
的贯彻落实，以及学生、家长观念
的转变。因此，《若干意见》强调
要进一步优化高中教学组织工
作，以及深化实施学生生涯规划
指导与教育，帮助学生认识自我、
学会选择。“我认为，要引导学生
和家长摆脱功利的应试观念，还
应进一步加大上海已经推进的综
合素质评价录取改革和春季高考
改革的力度。随着高考改革深入
推进，高校建立起多元评价体系，
会更好促进高中多元办学和个性
化办学，让每个学生获得更大自
主选择和发展的空间。”

上海深化高考综改试点 今年实施物理选考科目保障机制

物理选考科目保障基数为1.5万

从考场出来的学生。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吴恺 摄

上海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常
务副主任王琳媛坦言，三年多来，
上海高考综合改革试点从“教”

“考”“招”三个层面系统联动，形成
一体，建立了成套的制度，成功引
领了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促进了
高等教育招生与培养更紧密联动，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加快建
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要求高
考招生更加有利于科学选拔创新
人才。她认为，此次改革的重中之
重，即是选考科目设置打破了文理
限制，扩大学生的学科选择面，促
进其知识结构更为复合多元，以有
利于高校创新人才培养。在这次
《若干意见》中，上海对高校选考科
目设置作了进一步要求，明确提出
根据学生选考科目情况，先建立物

理选考科目保障机制。其他科目
也将结合实际情况，参照建立保障
机制并适时实施。这些多管齐下
的举措，将有利于引导更多学生按
照自身兴趣志愿和天赋特长选择
选考科目，并保障高校各专业学科
基础。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校长李志聪介绍说，上海实施高
考综合改革试点后，华东师大二
附中统筹安排高中三年的教学计
划，让学生享受高考综合改革的
红利。学校深入挖掘校内外资
源，积极开展选科指导，尊重学生
的自主选择，在高中学业水平等
级考方面，每一届都有18-19个
选科组合。在他看来，健全选考
机制，促进学生选考情况与国家

人才选拔培养需求相统一，有助
于充分发挥高校招生对高中教育
的引领作用，既为高中学生选科
明确了方向，也提高了高校选拔
人才的精准度。

在嘉定区第二中学党总支书
记兼校长周凤林看来，高考综合
改革撬动了高中课程多样化，同
时，让学生有了更大自主选择
权，让高考从“标配模式”走向

“自选模式”。《若干意见》建立相
关引导机制，可以引导高校更加
精准合理地提出学业水平考试
选考科目要求，这对于引导高中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推动高校特
色办学、强化专业建设，促进学
生个人发展对接高校人才需求
具有重要意义。

有助于考生和高校实现“双赢”

利于引导学生按自身兴趣和特长选考科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