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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闻通气会上，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新

闻发言人陈峰就我省如何进一步深化完善高考

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做了相关介绍。

陈峰介绍，自2014年起，浙江省作为全国首

批试点省份，与上海市一起承担国家高考综合改

革试点任务。5年来，已经完成了三轮高考招生录

取。试点以来，我省和上海市都对高考改革试点

方案进行了调整充实，为全国其他省份的改革试

点提供了有效借鉴。2018 年底英语加权赋分事

件之后，省委、省政府组织力量就高考综合改革试

点工作开展全面的调研和评估，并在教育部指导

下，针对存在的问题和矛盾，结合教育教学实际情

况，再次研究了完善措施。6项具体措施包括：

一、高中学考按年级定时定科统一安排，同

一年级统一科目统一时间开考，从 2020 年入学

的高一学生开始实施。

二、外语和选考科目成绩从 2 年有效改为当

年有效，从2021年1月考试起实施。

三、选考科目等级赋分的分差由 3 分改为 1

分，从2022年1月选考起实施。

四、录取分段由三段改为两段，从 2021 年招

生录取起实施。

五、语文、数学和外语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

卷，从2023年起实施。

六、职业技能操作考试作为合格性考试，由

省统一标准、市县组织，考试合格作为报考条件，

职业技能理论知识考试仍全省统一组织，从2022

年招生录取起实施。

陈峰指出，以上六项措施，因为适用的起始年

级不同，所以实施时间有所区别。接下来，浙江省

将加强高考综合改革的条件保障，包括在现有中

小学教职工编制总量内，适度增加普通高中的附

加编制数量，用于配置普通高中专任教师；充分考

虑高考综合改革后高中教师工作量变化的实际，

在绩效工资及年度考核奖分配时，向工作量增加

较多的教师倾斜；加快学科教室、创新实验室等教

学场地建设；加强考试招生工作队伍专业化建设，

建立入闱命题（制卷）专业人员工作保障机制，加

快命题基地建设，提升命题和考试质量等。

他呼吁，全社会加快转变教育理念，纠正单纯以

升学评价教育、学校和教师的片面教育观、人才观、质

量观、政绩观，为高考综合改革营造良好的环境。

深化高考综合改革，浙江推出6项完善措施

明年起外语和选考分数仅当年有效
2023年起语数外用全国卷

本报记者 沈蒙和

昨天下午，浙江省政府正式发布《关于进一

步做好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对高考

的部分政策进行调整，主要包括外语和选考成绩

改为当年有效、语数外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

录取分段由三段改为两段等6项完善措施。

政策
解读

高考改革试点为什么要不断完善？选考科目

等级赋分怎样调整？招生录取为什么分两段进

行？浙江省教育厅党委委员、省教育考试院院长

孙恒，就完善措施制订背景及相关考虑作了解读。

高考改革试点

为什么要不断完善

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对国务院文件精神的贯

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

实施意见》提出，有关改革试点省份要“及时研究

解决改革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总结经

验、调整完善措施”。二是对改革试点客观规律

的尊重。本轮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直面长期阻碍

实施素质教育的“唯分数论”“一考定终身”“既严

重偏科又个性缺失”等老大难问题，不等不推不

绕，迎难而上，是 1977 年恢复高考以来链条最

长、涉及面最广和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作为先

行试点省，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五年的实

践积累了经验，取得了成效，但在改革的系统性

和协同性、条件保障和能力建设等方面还有待进

一步加强。全省教育大会明确了高考改革“坚持

改革不动摇、完善改革不停步”。我们一方面要

坚定信心，坚持改革不动摇，一方面要立足现阶

段实际，更好地处理科学选才和公平选才、理想

目标和现实条件的关系，更好地克服功利应试惯

性等因素的阻碍，循序渐进，行稳致远。

学考为什么调整为

按年级定科定时统一安排

2014 年启动改革试点时，学考一年提供两

次机会，允许不同年级学生同时参加考试，是鉴

于我省深化高中课改，实行弹性学制，允许学习

能力较强的学生提前完成高中学业。五年的实

践表明，这样的学生为数甚少。而在功利应试

倾向较普遍存在的情况下，这样的安排反而给

部分学校功利性“抢跑”提供了便利。为了杜绝

功利性“抢跑”造成学生负担重、教学秩序受冲

击的现象，《通知》对高中学考的安排作了适当

调整。鉴于我省高中将从 2020 年入学的高一

学生开始启用新课标，因此《通知》明确从这一

级学生开始实施学考定时定科的调整，以有利

于考试安排与教学安排调整保持同步。

外语和选考科目成绩调整为

当年有效的原因是什么

外语和选考科目成绩 2 年有效，是与高中课

改学分制和弹性学制配套设计的，也与高二学生

可参加选考有关。鉴于2017年省政府已下文将

选考科目的 2 次考试集中在高三年级安排，同时

为避免给部分学校功利性“抢跑”提供便利，避免

不同年级学生之间的不平衡，《通知》将外语和选

考科目成绩从 2 年有效改为当年有效，并明确从

2021年1月考试起实施。

选考科目

等级赋分怎样调整

2014 年我省启动新高考时，为了使不同选

考科目的成绩有可比性，采用等级赋分，设 21 等

级，分差为 3 分。这次《通知》规定，从 2022 年 1

月选考起，选考科目在原基础上进一步细化赋

分，分差由 3 分改为 1 分。这是为了增强选考科

目考试的区分性。

招生录取

为什么分两段进行

我省新高考招生录取办法制订时，为了使学生、

家长和教师有一个适应期，对考生分三段录取，同时

在录取办法的解读材料里明确条件成熟时逐步减少

分段。迄今新高考招生录取已经平稳实施三年，考

生、家长和高校均已适应新高考的评价和录取模式，

减少招生录取分段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经广泛征

求意见和综合利弊分析，《通知》改分三段录取为分两

段录取，从2021年招生录取起实施。这样调整有利

于扩大学生的选科和选专业的范围。

语文、数学和外语为何要从2023年起

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

目前，外语使用的就是全国统一命题试卷。

语文和数学从2023年起也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

卷，主要是因为今年新高一使用的就是全国统一

的新教材、新课程，同时这也是一种趋势。

怎样进一步完善

高校招生职业技能考试

职业技能操作考试作为合格性考试，由省统

一标准、市县组织实施，从2022年招生录取起使

用；职业技能理论知识考试仍全省统一组织实

施。这样做，一方面持续体现了高职院校对考生

职业技能素养的要求，有利于中职学校推进教育

教学改革；一方面也考虑到了全省统一组织操作

考试的复杂程度，有利于高职院校更好地把握统

一的衡量标准。此外，也与当前国家实施高职院

校扩招的实际相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