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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评价改革
“3+文科综合/

理科综合”

（晋吉苏浙2001）

“3+综合能力测试+1”

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纲要（2001）

从2003年起
调整高考统一

考试时间

（2001）

江苏3所高校率先
实行“自主招生” 

试点（2001）

“3+X” （粤沪豫2001）

开展“强基计划” 
试点（2020）

“3+1+1”

（苏2003）

“3+文科综合/

理科综合”

（全面推行2002）

“3+大综合”

（苏2002）

“3+文科基础/理科基础+X ”

（ 粤 2007）
“3+X+基本能力”

（鲁2007）
“3+3+基础会考 ”

（琼2007）

“3+学业水平测试
+综合素质评价”

（苏2008）

《考试大纲》
（2004）

新增江苏等
9省市自主命题

（2004）

粤鲁琼宁
率先进入
新课改试验

（2004）

江苏进入
新课改试验
（2005）

制度改革实施
意见（2014）

第一批省份
“3+3”
(浙沪2017)

普通高中
课程方案

第三批省份

“3+1+2”
(江苏等8省市2021)

推进普通高中
育人方式改革

指导意见

全国教育大会
（2018）

第二批省份

“3+3”
(京津鲁琼2019)

深化考试招生（2017）
普通高校本科（2019）

专业类教学质量
国家标准

（2018）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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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中国教育评价改革一路走来，精神不变，焦距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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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利益相关者来看，高考作为一种公共政策，事关社会的方

方面面，牵涉到千家万户的利益，如何让这一项公共政策真正发挥其公
共性、公平性、公开性和公正性，是一个重要问题。

实际上，高考制度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很多。最重要的有政府、
大学、中学、学生、家长等，但在传统的高考模式下，高考将过多
的目光聚焦在分数的高地上，而忽视了诸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表达与利
益实现，包括学生的选择权、教师的专业地位、高校的录取权等等。如
何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进行顶层设计就成为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如何

使高考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和主体自觉是一个必然选择。

一、高考改革背景的理论探寻



第二，从资源配置来看，高考就是要通过人才的选拔机制，将
具有不同性向和资质的学生输送到不同的学校和专业，进而
为未来进入劳动力市场做好准备，从而实现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

但在过去的高考模式下，高考成为分数的代名词和代言人，一
考定终身、唯分数论成为学生参加考试的基本生态，高考的功能被
异化为“区分”，而非“选才”，这就使高考的功能发生了异化。

一、高考改革背景的理论探寻



第三，从理性思维的视角来看，高考理应成为制度设计与
个人选择的高效统一。但在传统的高考模式下，个人的选择却非
常有限，甚至可以说，这种选择的有限有时是无奈的，因而不符合
“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不能充分反映广大考生乃至家长的诉求和
愿望，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走向了集体无意识和非理性。

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理性选择理论是西方个人主义的产物，

未必适合我们这样一个强调集体主义的社会，但在倡导个性发展
的语境之中，理性选择理论无疑为我们认识高考制度提供了一个很
好的视角。这就要求我们把高考的过程看做一个由家长和学生经由

自己的审慎思考而做出理性选择的过程。

一、高考改革背景的理论探寻



第四，从多元智能理论来看，高考理应体现多元智能发展的要求，

但在过去的考试模式下，过于强调对学生文化知识的考核，较难
反映学生的多元智能和综合素质。可见，现行的高考制度是违背
学生具有多元智能的基本精神的。

多元智能理论认为，每个人的智力都是由多个智力维度构成的一个
智力结构，每个人都有他的智力强项，也都有其智力弱项，因此不能
用同一把尺子、同一个标准、同一次测量去考评所有的学生。这就要

求我们必须从以往的“因分设考”走向“因才设考”、“因才施考”和
“因才应考”，促进每个学生个性潜能的充分发展。

一、高考改革背景的理论探寻





首批启动试点
浙沪

2014

2017
2018

2019.4

2019.12
2020.2

第二批启动试点
京鲁津琼

对 高 考 改 革 进
行 再 认 识 、 再
设计、再深化、
再推进

第 三 批 省 份
公 布 高 考 综
合改革方案

江苏率先开展
高中选科评估与指导工作

江苏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
高考综合改革的若干意见》

建立再选科目保障机制

2020.12
.29

 江苏发布《2021 年 普通
高校招生考试 安排和录
取工作实 施方案》

 江苏发布《2021年 高职
院校面向普通 高中毕
业生提前招 生改革试点
方案》

2021.
1~3

第三批省份联动开展
新高考适应性演练

3

新一轮高考综合改革路线图

第一、二批省份 第三批省份的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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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课 程 新 高 考 新 认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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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考试模式

单 击 此 处 添 加 标
题

“3+1+2”

模式
（ 总 分750分 ）

首选科目

“2”
再选科目

“3” 语文、数学、外语3门

统考科目 每门150分，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

1
5

“1” 在物理或历史中选择1门
每门100分，以原始分计入总分，省组织命题

在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4门中
选择2门
每门100分，以等级分计入总分，省组织命题



选择性科目考试命题（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

我省组织命题，没有考试大纲

 命题依据 高校人才选拔要求、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中国高考评价体系

考 试 内 容 以必修课程和选择性必修课程的综合要求为准

学业质量标准 以水平3或者水平4为准

 命题原则 稳中求进，固本培元

“08高考方案”选修科目命题的传承和发展

 适应性考试结束后，我省将发布《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指导意见》

统考科目命题（语文、数学、外语）

教育部命题，以全国新高考Ⅰ卷为基础

2.2 考试命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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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 6月8日 6月9日

上午 语文（9:00-11:30）
物理 / 历史

（9:00-10:15）

化学（8:30-9:45）

地理（11:00-12:15）

下午 数学（15:00-17:00） 外语（15:00-17:00）
思想政治（14:30-15:45）

生物（17:00-18:15）

 统考科目的考试安排以教育部统一公布的为准，如有调整，我省选择性科目的考试安排作相应调整

 第三批高考改革省份选考科目考试时长统一为75分钟

2.3 考试时间

1
7



2.4 考试组合



2.4 考试评价



从赋分标准看“再选学科”间的差异

2.4 考试评价



（三）建立健全综合素质评价制度

统考科目

21



统考科目

22

（三）建立健全综合素质评价制度



统考科目1

23

（三）建立健全综合素质评价制度



新 高 考 适 应 性 演 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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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高中学校、考生了解新高考的考查理念、试卷结构、试题

风格等信息，增强信心

帮助考生、家长了解志愿填报流程，熟悉规则

帮助高校了解并熟悉新高考下招生计划编制及网上录取

流程，掌握政策

3.1 组织新高考适应性演练的目的

 根据教育部部署，第三批改革8省市将联动开展新高考适应性演练

按照实战标准演练，降低政策变化带来的影响，在实践中检验和完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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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新高考适应性演练安排

1月 23 -25 日 2月 底 前 3月 初 3月 中 旬 3月 中 旬 起

全省适应性

考试

完成评卷

及统分

通知成绩、

划定省控线

公布模拟

招生计划

考生进行

模拟网上

志愿填报

完成适应性

演练投档

录取

3 -4月

26

 只向考生本人提供成绩，各地各校和社会机构不得以任何方式统计和公布考生成绩及排名

 适应性演练属于模拟测试，其模拟录取结果不向考生提供



01、熟悉新高考模式
这也是联考的主要目的之一。通过这次联考模拟考试，使考生适应

“不分文理，必考+选考”的新高考模式，熟悉考试流程、试卷结构和题型
难度。

02、了解新高考赋分机制
新高考总分由必选科目卷面分+选考科目等级赋分构成，也就是说只

要参加高考，就能获得最低等级的赋分。
政治、地理、化学、生物这4门以等级赋分成绩计入总成绩的科目，

从0到100分的卷面原始分区间压缩到30-100分的赋分区间，整体成绩的区
分度实际上降低了。

3.3 如何看待新高考适应性演练



3.3 如何看待新高考适应性演练

28

 适应性考试的试卷只是风向标

不能简单把试卷等同于正式考试的试卷，新高考的试卷形式、考试内容不会固化

适应性考试将体现新的考查理念、试卷结构、试题风格等信息

重视立德树人、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

新课程关注学科核心素养和学业质量标准

新高考强调“价值引领、素养导向、能力为重、知识为基”命题理念，突出学科

素养 和关键能力的考查，注重“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创新性”。

促进普通高中教学回归课程、回归课堂、回归本真

复习备考的基本依据：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和中国高考评价体系

避免简单模仿适应性考试试卷的“机械刷题”



“3+1+2”新高考选课走班安排建议02



顺应趋势、先行先试

XXX

1、《发展纲要（2010-2020）》：推进分层教学、走班

制、学分制、导师制等教学管理制度改革；

2、《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改革考试形式

和内容”、“改革招生录取机制”；

除三个基础科目外，考生根据报考高校要求和自身特

长，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化学、生物等科目中自主

选择。（用高考改革倒逼选课走班实施）

3、2017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完善选课制度

和学分管理办法，建立行政班与教学班并行的管理机制。”

解 读 政 策



4、《教育部关于做好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教基〔2018〕15号，“加强和改进教学组织管理，

有序推进选课走班。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完善适应选课走班需要的教学组织管理制度和学分认定办法，坚持实事求是、

因地制宜，指导学校有序推进选课走班、科学开展学分认定工作。学校要结合实际，加快建立完善选课走班和学生发展

指导制度，并制定具体的学分认定办法。”

5、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创新人才培养方式，推行启发式、探究式、参与

式、合作式等教学方式以及走班制、选课制等教学组织模式，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6、2019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全面实施，

适应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的教育教学改革深入推进，选课走班教学管理机制基本完善，科学的教育评价和考试招生制

度基本建立，师资和办学条件得到有效保障，普通高中多样化有特色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有序推进选课走班，满

足学生不同发展需要”。

7、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遴选建立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国家级示范区和示范校的通知》教基厅函〔2020〕8

号，“在推进教学改革、实施选课走班、优化教学管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学生发展指导和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

深度融合等方面积极探索，取得一定的改革成效。”

8、2020年10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国家制定普通高中办学质量评价标准，

突出实施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开展学生发展指导、优化教学资源配置、有序推进选课走班、规范招生办学行为等内容。”

解 读 政 策



3+3（语数外三门必考+三门选考科目）

从政、史、地、物、化、生、技术7门中选择3门

3（语数外）+1（物史首选1门）+2（政地化生再选2门）

一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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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趋势、先行先试

 “分层教学”、“走班制”等教学管理制度不仅是教学组织形式的改变，而且是教学理念和

培养方式的根本转变。不仅标志着教育教学改革迈进深水区，而且是一场颠覆性的革命。

 走班制教学的实施必定会释放学生、老师巨大的潜能，促进学生个性发展，老师专业成长。

走班教学，虽增加管理难度，却更有效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势必会催生学校高品质发展。

 培养学生学会选择的能力； 培养学生自我认知能力； 培养学生自主发展的意识； 塑

造学生独立的精神世界； 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创新能力；

看懂新政

02



对办学更深层矛盾解决的探索

整齐划一教学与因材施教之间的矛盾

学生全面发展与个性成长之间的矛盾

学生整体优秀与个体卓越之间的矛盾

01

02

03

问题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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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走班

04

1.顶层设计 4.亦定亦动

2.分类分层 5.走班上课

3.编排课表 6.反思评估



1、从首选科目看，选择物理的学生占比均比历史的学生高，其中江苏
省61.94%，河北省57.71%，广东省56.07%。

2、再选科目分析，其中江苏和辽宁的考生表现出对生物学科的偏爱，
占比高达分别为82.16%和71.54%。河北省的考生在生物、地理、化学和政
治等科目中选择比较均衡。

从大数据观察选科情况



从大数据观察选科情况



一、新高考八省再选科目情况分析
（1）再选选择生物学科的学生人数最多，江苏省最高，82.16%；辽宁省第二，71.54%；
湖南省第三，69.80%。八省市平均为65.33%，这个数据也令人惊讶。毕竟生物学科需要
这么多人才吗？
（2）地理学科选考的人数也相对较多，最多的是江苏省，84.17%，其次是福建省，
56.13%；第三是广东省，53.95%。八省市平均为53.57%，是不是很令人意外的数据呀？
（3）政治学科选考人数最少，36.42%。选考政治最多的省市是重庆市，49.59%；第二
是河北省，49.58%，而江苏省最少，18.64%。
（4）理科中的化学是最受伤的学科，选考化学最多的是辽宁省，65.04%；其次是湖南省，
47.13%；最少的是江苏省，14.83%。令人感叹，江苏省这是怎么啦？

二、新高考八省科目组合情况分析
排名第一的是物理、生物、地理，16.26%；
排名第二的是物理、化学、生物，平均为16.25%，传统大理科影响仍然很强大；
排名第三的是政治、历史、地理，大文科占12.76%。

从大数据观察选科情况



选科工作的具体开展

法

2020级高一学生成绩档案（参考总737人）

学号
姓
名

考试
语
文

语名 数学 数名 英语 英名 物理 物名 化学 化名 历史 史名 生物 生名 政治 政名 地理 地名 3门 3门名 4门 4门名 5门 5门名 9门 9门名

0120
0101

李
华

高一
上期
中

94 598 112 386 101.5 598 44 725 57 602 82 287 56 663 78 490 82 476 307.5 545 351.5 677 408.5 676 706.5 675

高一
下期
末

96 615 125 224 102 663 50 638 62 389 67 698 65 435 66 608 60 467 323 540 373 588 435 569 693 601

高一
上期
中

98 367 107 515 110 649 80 464 85 534 57 689 57 499 71 572 48 555 315 594 395 566 480 567 713 621

为确保选科指导的科学性，我校为每位学生准备了成绩档案，包含该生每门学

科的学校排名（如有统考，则加上全市排名），和各种类型总分的学校排名。



选科工作的具体开展

法

选科
意向

未来方向

特长爱好

相对位置

学校优势学科方向

内部因素

外部因素



选科工作的具体开展

融合学科的序列活动体验，学
生自主、主导（诗歌节、艺术
节、科技节等）。。

活 动 体 验 教 育

0201

0306

05 04

新 生 入 学 教 育

走入省常中，如何做优秀的省常中人；
走出省常中，如何做坚实的国之脊梁。

生 涯 教 育
为何而学，为何而生？开展专门的生
涯规划课程，帮助学生筹谋未来的职
业和生活。

全面完备的课程设计，不提前分

科分流，鼓励学生淋漓尽致体验

所有课程。

全 科 浸 润 课 程
匹配尖端科技和社会发展的前沿、创新课

程，满足学生的个性课程需求。

创 新 综 合 课 程

融合社区资源的体验式课程（联合
职教中心开展职业体验课程，联合
革命老区开展劳动教育课程等）。

社 会 实 践 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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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科学评价的重要性



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公元哪一年死？最远打到哪里？【中国历史

试题】

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当初如果没有死，欧洲会发生什么变化？试

从经济、政治、社会三方面分析。【美国世界史】

1.2 评价体现导向 ——几道试题的启示



1.2 评价体现导向——几道试题的启示

甲午战争是哪一年爆发的？签订的是什么条约？割让多少土地？赔偿多少银两？

【中国式问题】

日本跟中国100年打一次仗，19世纪打了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20世纪打

了一场日中战争(即抗日战争)，21世纪如果日本跟中国开火，你认为大概是什么

时候？可能的远因和近因在哪里？如果日本赢了，是赢在什么地方？输了是输在

什么条件上？分析之。【日本测试题】



《中国孩子：计算能力世界第一，想象力倒数第一，创造能力倒数第五》

据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世界21个国家的调查，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是世界上

最 强的，但是孩子们为此付出的是沉重的代价。中国学生在学校用来做数学题的时

间每周307分钟，其他国家孩子学数学的时间仅为217分钟。令人痛心的是，中国

学 生为这个“计算能力世界第一”付出的不仅仅是时间，中国孩子的创造力在所有

参加调查的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五。

我国教育的一些优势（学生的计算能力强等），现代技术是可以代替的，而我们

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学生的创新能力弱等），却是现代技术无法代替的。我们

的教育迫切需要改革。

1.2 评价体现导向



1.3 考试与评价

给学生排序排位的证明。

观察学生接近教育目标的程度。

关注分数→关注学生

宏观→微观

考试功能：考试 ≠ 学业评价

追求最大的效益。

分析需要改进教育教学的细节。









2.1 命制试卷的指导思想与依据

2.1.1 命题的指导思想要符合《物理课程标准》

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科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学生通过学

科学习而逐步形成的正确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物

理学科核心素养主要由“物理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

究”“科学态度与责任”四个方面构成。

品格是一个人做人的根基，是幸福人生（道德人生）的基石；

能力是一个人做事的根基，是成功人生（智慧人生）的基石。

品格是人作为主体最富有人性的一种本质力量，内涵着人的道德性、精神性和利他性；

能力是人作为主体最引以为傲的一种本质力量，内涵着人的创造性、能动性和内发性。







“一核”——“核心功能”的内部关系
上好“一堂课”，着力凸显价值引领；做精“一把尺”，全面提升选拔效能；树好“一面旗”，大力助推素质教育。

立德树人

服务选才 引导教学

价值引领 价值引领

人才选拔标准

考查方式

具体实现
高考评价

考查内容

课程改革方向

具体实现

1、“高考评价”如何实现“立德树人”？



核心价值

学科素养

关键能力

必备知识

“考查内容”的内部关系

高考评价体系以核心价值为
引领，以学科素养为导向，以
关键能力为重点，以必备知识
为基础，使高考考查内容与素
质教育的目标全面契合。

核心价值主要包含“政治立
场和思想观念、世界观和方法
论、道德品质和综合素质”，
引领其他层次考查内容。

2、“高考评价”的考查内容之间是什么关系？



“学科素养”的指标体系
是承接“核心价值”的要求对
高考评价进行“方向引导”，
统摄关键能力与必备知识。在
复杂情境中对必备知识和关键
能力的综合运用水平展现着
“学科素养”的高低。因此
“核心价值导向”是高考命题
的焦点，“学科素养高度整合”
则是高考命题的切入点。

核心价值

学科素养

关键能力

必备知识

“考查内容”的内部关系

2、“高考评价”的考查内容之间是什么关系？



关键能力表现为对必备知
识的运用，是形成学科素养的
必要前提。以学科素养为导向
来确定关键能力是高考命题的
切入点。

必备知识的积累是形成关
键能力和学科素养的基础，其
储备量则反映了学科素养的高
低。“以学科素养为导向，以
必备知识高度融合为依托，考
查关键能力”是高考命题的生
长点。

2、“高考评价”的考查内容之间是什么关系？

核心价值

学科素养

关键能力

必备知识

“考查内容”的内部关系



必备
知识

不是强化对知识的
死记硬背以及对孤
立的、静态的知识
点的考查，而是要
求学生掌握在物理
关键能力和学科素
养的养成过程中必
须具备的可迁移的
知识。

关键
能力

高考评价体系，确立
了3个方面的关键能
力群：一是以认识世
界为核心的知识获取
能力群，二是以解决
实际问题为核心的实
践操作能力群，三是
涵盖关键思维能力的
思维认知能力群。

学科
素养

高考评价体系的学科

素养包括：学习掌握

、实践探索、思维方

法3个一级指标。

核心
价值

高考选拔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德
始终位于选拔标准的
首位。高考考查内容
以“核心价值”为统
领，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

“四层”解决考什么的问题



【例题1】（2019全国Ⅰ）2019年1月，我国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在月球背面软着陆，
在探测器“奔向”月球的过程中，用h表示探测器与地球表面的距离，F表示它所受
的地球引力，能够描F随h变化关系的图像是：（ D  ）

A B C D

试题载体

现代科技中
的情境简化

行为表现

必备知识
关键能力
识图辨图

学科素养 核心价值

推理论证 民族自豪

质量水平

水平二

基础性
调用单一的必备知识和关键能力，通过
简单推理解决“现代科技”中的问题。

3、如何体现“一核、四层、四翼”评价体系？



【例题3】（2019全国Ⅰ）在星球M上将一轻弹簧竖直固定在水平桌面上，把物体P轻
放在弹簧上端，P由静止向下运动，物体的加速度a与弹簧的压缩量x间的关系如图
中实线所示。在另一星球N上用完全相同的弹簧，改用物体Q完成同样的过程，其a–

x关系如图中虚线所示，假设两星球均为质量均匀分布的球体。已知星球M的半径是
星球N的3倍，则：（AC）
A. M与N的密度相等 B. Q的质量是P的3倍
C. Q下落过程中的最大动能是P的4倍
D. Q下落过程中弹簧的最大压缩量是P的4倍

试题载体

学习探索中
的情境融合

行为表现

必备知识
关键能力
模型建构
读图辨图

学科素养 核心价值

分析综合
推理论证

联系与发展
现象与本质

质量水平

水平四

应用性
抽象建模，应用多种知识或技能解决
“似曾相识”的、复杂的实际问题。

3、如何体现“一核、四层、四翼”评价体系？





高考物理试题立意的变化

知识

物理课程目标的变化

三维目标

核心素养

以学定考？

以考定学？

素养怎么教？学？评？

命题要体现高考评价体系的要求： 一核四层四翼

能力

知识+技能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做实践。

谢谢大家！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做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