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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改”后的首次高考。后年的高考考什么？与现在的“3

X”科目设置相比有多大变化？这些谜底可能在今年11月揭晓

。记者昨天从省教育厅获悉，备受社会关注的《安徽省2009

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工作指导方案》预计将于11月出台。 改

革高中课程也分必修、选修“我省2009年的高考新方案将让

全社会都来讨论，以最大限度地适应百姓的承受力，符合我

省实际。”昨天，省教育厅副厅长金燕表示，届时，新方案

将充分体现民主的过程，听取公众的意见和建议。 新方案到

底新在哪里呢？目前，我省高考科目设置是“3 X”，这个

“3”指的是语文、数学、外语三门文化基础科目，英语设有

听力考试，并计入总分。“X”是指文科综合（政治、历史

、地理）或理科综合（物理、化学、生物）能力测试。 我省

高中“新课改”全面实施后，与以前的科目设置大不同：高

中和大学一样，把所学的科目分为必修和选修，包括语文、

数学、英语、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

音乐、美术、体育与健康、信息技术、综合实践活动等课程

。 因此，新高考方案将可能不再是像现在这样，按某一科教

材来考，而是更加突出整体的综合性。伴随而至的，就是高

校招生依据的改革，分数可望不再成为录取的唯一标准。 推

敲“11选3再选1”全被推翻 高中“新课改”已经实施一年了

，教师、学生和家长颇有些着急：高考“指挥棒”还未挥出

，该如何应对？为此，有些学校随意增加考试科目的课时，



随意减少非考试科目的教学时间。甚至有学校在上“新课改

”教材的同时，偷偷地教授老教材。 昨天，省教育厅副厅长

金燕介绍，我省后年高考新方案早已进入研究制订程序，第

一阶段就初步出台了11套方案，经过专家的广泛论证，最终

有3套方案摆上了省级示范高中老师们的案头，并由教师们充

分讨论。不过，这三套方案最后全部被推翻。 目前，我省最

终又形成一套新方案，已上报教育部。按照部署，教育部预

计将于10月份出台一个总的方案指导原则，我省再根据它对

新方案进行修改。 预测一张试卷定终身将成历史 随着新课程

实验的全面推行，省教育厅教科所有关专家在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新方案将对现行的“一考定终身”高考制度进

行三个方面的改革：一是考试科目和内容的改革，考试内容

须包括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否则“新课改”精神很难得到

体现；二是要突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建立学生学业考试成

绩与综合素质评定相结合的评价制度，应体现学生的创新精

神和创新能力，而不能仅靠一张高考试卷来决定学生的命运

；三是高校招生制度、招生方法要改革。高校录取考生时，

要改变只重分数的单一做法，学生综合素质评定要作为一个

重要的录取因素。 新方案的三套“猜测版本” 省教育厅昨天

表示，我省的高考新方案将充分尊重民意，倾听“百姓声音

”。那我们就不妨来看一看，此间在师生中广泛热传的2009

年高考方案的三个“民间版本”，听听来自民间的声音。 从

反馈的部分信息来看，民间的“三套方案”中，A、B方案都

有一定的支持率，A方案支持率较高，争论很激烈；B方案由

于操作困难，仅高校组支持，采用可能性很小。因此，民间

舆论普遍认为，最终不排除将A、C两方案进行整合后得



出2009年高考新方案的可能性。 敬请读者注意：此三套方案

并非出自官方，仅供读者参考、讨论，并欢迎读者提出更具

建设性的意见。最终高考方案将以省教育厅公布为准。 ●方

案A 一、科目设置 模式为“3 2 学业水平监测考试与综合素质

评价”。（一）统考科目 “3”指语文、数学、外语三科目

，是所有考生的必考科目，数学分文理。“2”指考生在历史

、物理两个科目中必选择一门，文科倾向的学生再在政治、

地理中任选一门，理科倾向的学生再在化学、生物中任选一

门。体育类和艺术类考生再加考相关术科。（二）学业水平

监测考试科目语文、数学、外语、政治、历史、地理、物理

、化学、生物、技术（含通用技术和信息技术）等10科。（

三）综合素质评价分包括公民素养、学习能力、交流与合作

、运动与健康、审美与表现、实践与创新六个方面。 二、考

试时间与分值 （一）统考科目考试 二）学业水平统一监测考

试1.成绩分为A 、A、B 、B、C、D6个等级。测试科目的等级

划分主要是按考生成绩分布划分，其中排名为前5%（含5%）

的考生为A ，前6%~20%（含20%）的考生为A，前21%~35%

（含35%）的考生为B ，前36%~60%（含60%）的考生为B，

前61%~前95%（含95%）为C，剩下的为D级。2.测试日程及

时间：每年高考后紧接着举行，每科60分钟（语文90分钟）

。可报考两次，以成绩最好的计分。三、招生录取 依据考生

志愿，按统考成绩，同时参考学业水平监测考试等级和综合

素质评价择优录取。以下要求作为考生填报志愿的必要条件

：学业水平统一监测考试科目D级不超过三门，综合素质评

价中的“公民素养”合格；考生填报普通类本科专业志愿的

必要条件：学业水平统一监测考试科目均达到C级及以上，



综合素质评价中的各项均需合格及以上；考生填报一类本科

专业志愿的必要条件：学业水平统一监测考试科目中必须达

到2A，其余均达到C级及以上，综合素质评价中的各项均需

合格及以上。体育、艺术类专业按总分和专业加试成绩，从

高分到低分投档。 -民间评价 方案优势： 1.本方案体现了全

面发展的新课程理念，统考成绩、学业水平统一监测等级、

综合素质评价均纳入了招生录取的范畴。 2.增强了选择性，

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选择两门高考科目，有利

于发挥自己的优势。 3.与现行的高考模式相比，相对减少了

一门高考科目，减轻了学生的考试负担。 4.学业水平统一监

测考试成绩作为门槛设置，制约了学生过早偏科，对学生的

全面发展形成良好的导向，同时也考虑到不同类型考生的实

际情况。 5.细化学业水平统一监测科目成绩的等级，是为了

进一步提高测试成绩的区分度，满足不同层次的高校选拔人

才的需求。方案不足： 1.没有充分证据支持历史、物理学科

与语、数、外同等重要，同时对其他非必选科目会造成冲击

。 2.容易造成不同选考科目等分不等值的问题。 ●方案B 科

目设置 “3 X模式”，分16个科目组，如报法律专业考语、数

、外 政治，报经济专业考语、数、外 地理，报医学专业考语

、数、外 化生等。（因支持率较低，其他项从略） ●方案C 

一、科目设置 “3 文科综合／理科综合 学业水平监测考试 综

合素质评价”。 二、统考科目 “3”指语文、数学和外语三

个科目，是所有考生必考科目，其中数学分为文科数学和理

科数学。文科综合包括政治、历史、地理和技术课程，文史

方向的考生须参加文科综合考试；理科综合包括物理、化学

、生物和技术课程，理工方向的考生须参加理科综合考试。



体育类科目为理工类考试科目组合，再加考相关术科。艺术

类考试科目为文史类考试科目组合，再加考相关术科。总分

为750分，语、数、外各150分，综合300分，其中技术10分。

-民间评价 方案不足： 1.没有体现课改的理念，学生高考科目

无选择性； 2.由于增加了一门技术课程，相对增加了学生的

考试负担。 模式“科目考试时间（分钟）分值 语文150 150 数

学120 150 外语120 150 历史／物理120 150 自选科目12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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