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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AC_E6_96_B0_E9_c65_645734.htm 按照教育部的统一

部署，北京于2007年秋季进入普通高中新课程改革。高中新

课程实验以全面贯彻素质教育思想，全面提高高中阶段教育

质量为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的突破，即：重建高

中课程内容、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结构、建立学生自主选课

的相关制度、建立新的高中课程评价体系、赋予学校课程自

主权。在全体师生和各级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两年多

来，我们取得初步成果，初步实现了低代价发展模式下的课

程设置、教材选用、教师培训、综合素质评价等目标。2007

级高中学生步入毕业年级之际，新高考方案正式颁布，标志

着我们的新课程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 多方参与，统筹协调

，科学可行的新高考方案 北京新高考方案的产生，经历不寻

常的过程。早在2007年初的北京高中课改整体方案的构架会

上，新高考方案专项组就已经成立。不同以往的是，在各个

学科专家组的组成上涵盖命题秘书、课标专家、教研员、一

线特级教师、大学教授、有学科背景的行政人员等。这样的

一个组合，就注定了在北京的高中课改进程中，有一个新型

的学习性组织对最核心的改革教学和考试评价进行着有效的

指导和监控。事实上，“教什么考什么”还是“考什么教什

么”的问题本身是不应该成为问题的，命题人、教学的实施

者(教师)、课标教材的编写者的目标实际上是“殊途同归”

的，都是为了在基础教育领域巩固和建设本学科教育内容的

地位和作用。因此，新课改也促进了这样一个多方参与、统



筹协调的团队的融合、理解，面向改革最终目标的高考方案

一步步成型，凝聚着不同教育角色教育工作者的心血。 如：

统一考试科目设置不变，即3(语数外) 小综合，重点是考试内

容改革；高职招生改革是重点，针对不同对象的三种招生形

式，即高会统招(普通高中毕业生)、单考单招(三校生)、高职

自主招生(各类毕业生)；高会统招，高考按语、数、外三科

排队，会考作为入门条件，由招生学校根据专业指定2门会考

科目；高会统招按专业设置志愿。这一系列“组合拳法”并

没有让考生、家长、社会眼花缭乱，而是清晰地勾勒出课改

核心理念的指向，逐步给予学生更多的机会和选择权，切实

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切实为高中学生的自主发展、自

主选择提供服务。 稳中求进，注重内涵，锐意改革的新高考

方案 本科统一考试重视稳定，考试科目设置不变，即3(语数

外) 小综合，重点是考试内容改革，循序渐进。第一眼看到这

个方案，不少人会感觉是不是改革力度不够大，过于保守了

？事实上，这里存在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如何用科学的态

度对待改革。是寻求激变的改革形态，还是真正注重内涵，

注重改革成果的转化(成为常态)和固化(不依赖于某个特定的

条件)，只有这样的普通高考改革才真正是“内练一口气”，

而不是简单“外练筋骨皮”。因此，细细品味和解读北京新

高考改革方案以及未来出台的各个学科考试说明，可以感受

到注重内涵的锐意改革的气息。 考试科目设置不变的背后蕴

涵着对变化的全方位研究和利弊分析。如我们谨慎地看待“

依靠考试科目的选择性带动选修课程设置”的策略，但并不

意味着在试卷内部的考试内容上不去体现给予学生更加灵活

、开放的作答空间；考试内容的改革也不是脱胎换骨、天翻



地覆的变革，因为我们的高考早在几年前已经开始了面向能

力的考核改革，更加注重情境的设计，贴近学生的生活，引

导学生在新情境中学会提取信息、分析信息，学会运用知识

，学会准确地表达等。其实，北京高考近些年来的探索和研

究也呼唤着高中课程改革的尽快实施，北京的高中新课程正

在与高考改革实现良性互动。 以人为本，注重和谐，促进教

育生态的新高考方案 正像9月4日温家宝总理在35中讲话中所

说：“学校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以依靠人、为了人

、服务人为基本出发点，尊重学生、关爱学生、服务学生，

发现和培养学生的兴趣和特长，培养学生和谐的心理。”新

课程改革和高考改革尤其需要明确一切改革为了学生和教师

的发展，一切改革依靠教师和学生的有效参与。北京新高考

方案中高职招生改革力度较大，高会统招探索引导部分学生

和学校合理定位，多元发展，以及综合素质评价等信息提供

具体信息给高校等设计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强调精确定位和有效实施。首先要求学校以学生的全面

发展和为学生提供良好教育服务为目标，进行校内制度设计

和工作流程再造；其次必须将其作为高中全体教师日常工作

的职务行为，通过信息化手段，建立结构完整、方式多种、

角色多元、模型多样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淡化评价的

分数，强化记录的功能，记录下学生成长的过程和“痕迹”(

成果)。在关注到学生和教师的使用问题的基础上，两年的时

间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做了三次调整和“瘦身”，在第一年

的使用上，尽可能简化精练，并作为每个学生的基本档案提

供给高一级学校参考使用。这里没有折算分数的硬挂钩，其

目的恰恰是为了使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能够逐步健康、持续发



展下去，直到这样的一个评价和成长记录日益成熟，成为人

们更加认可、对学生个性特征展示更加全面的重要档案。 普

通高中课程改革与高考改革是如影随形的，从其内在关系来

看，高中课程改革与高考改革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社会

、国家和高校选拔高素质的人才，只不过一个是育人，一个

是选人，二者在本质上并不矛盾。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通过

相应的制度安排和业务整合，使新课程改革与高考改革在一

定程度上携手共进、和谐发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