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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公示，引起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省教育厅开通公示热

线电话、设置电子邮箱接受社会评议，先后召开教育界专家

、中学校长、高校党政领导等多层次的座谈会，并且组织调

研组下到各市听取意见。 本报自08方案公示之日起，通过读

者热线等形式对该方案引发的意见和建议做了连续报道。综

合08高考方案公示以来的社会反响，本报总结出引起众议的

九大焦点问题。 焦点1 统考科目设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

。 统考科目减少至3门，这是2008年高考方案与以往方案最显

著的不同点之一。设计者的思路是突出基础学科的地位，减

轻学生负担。 反对者的理由有两个：一是认为3门统考科目

中，语文、英语2门都是偏文科的，对擅长理科的学生有失公

平，特别是对男生不公平，因为男生普遍比较擅长逻辑思维

，数理化成绩较好。二是认为外语的权重过大，现在占到了1

／3，在以后工作当中需要经常用英语的人毕竟是少数，如此

重视外语似乎没有必要。 焦点2 语数外设计为每门150分，总

分450分。 2008方案的总分比现行方案减少了300分，且以450

分为总分划定每个录取批次的最低控制分数线。有人担心总

分的减少造成考生分数段过于密集，同分考生过多，最低控

制分数线、投档线难以划出。 焦点3 物理、化学、生物、历

史、政治、地理、技术列为“学业水平测试科目”，其中选

修测试科目2门，必修测试科目5门，历史、物理两门中必须



有一门作为选修测试科目。 不少学生和家长不赞同将物理、

化学作为“学业水平测试科目”，认为削弱这两门在高考中

的地位是极不应该的，因为理化人才是未来科技创新的主力

军，是发展国力的栋梁。此外，还有人认为高考的门数增多

了，学生的负担也加重了。现在分成统考等三类，权重不一

样，于学生而言还是要尽最大努力把每一门考好。 焦点4 学

业水平测试实行等级计分，分为4个等级，用A、B、C、D表

示。 不少人认为等级计分不利于发挥学生的学科特长。必修

科目如果考到89分，和75分的努力结果是一样的。对于“选

修科目”具有绝对优势，特别拔尖的学生而言，由于评定等

级，看不出他们的优势所在。 焦点5 学业水平测试成绩将作

为考生填报志愿的必要条件。必修测试科目D级不超过3门方

可填报志愿，必修测试科目均达到C级及其以上，选修测试

科目均达到B级及其以上方可填报普通类本科专业志愿。 许

多学生觉得资格线要求太高，增加了学习负担和心理压力，

偏科学生尤其担心。 焦点6 对第一次参加必修科目和选修科

目测试，6门科目成绩均达到A级的且技术测试合格的考生，

在划线前加10分计入统考成绩。 有学生认为这一规定对文科

生不利。文科容易突击，理科较难短期提高。文科生考物理

、化学等科目，想达到90分以上非常难，理科生想把历史、

政治考好却相对容易。因此，文科生学业水平测试6门全A的

可能性比理科生小。况且，若6门科目中有5门是A，一门考

了89分，屈居B档，一分之差就与全A的学生在录取时形成

了10分的差距。 焦点7 学业水平测试有两次机会。高二、高

三下学期各一次，安排在4月份，与统考时间相差两个月。 

有的校长担心这将会给学校课程安排带来困难。学生4月份考



完学业水平测试科目后，剩下两个月的时间专门复习语文、

数学、外语，课表怎么排？老师是否要超大负荷地上课？教

其他科目的老师如何安排？都是校长们面临的难题。 从学生

角度看，学业水平测试成绩过早揭晓，会使有的学生产生心

理压力。如果前几门没考好，会给统考科目的发挥带来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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