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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中考省级统一命题，这是

教育部的部署。

实行中考全省统一命题的目的是，

进一步加强“双减”背景下中考命题的

研究工作，切实提高命题质量，确保依

标命题、难易适度、教考衔接。避免中

考命题参差不齐的问题，并减少命题成

本。

但是，要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仅

仅实行中考统一命题是不够的，必须进

一步推进中考录取改革，建立多元评价

体系。

必须客观地认识到，导致义务教育

阶段家长教育焦虑以及学生内卷的主

要原因是中考主要用单一分数进行录

取，以及中考后的普职分流变普职分

层。

为此，推进中考改革，应该更深入

推进中考录取改革、落实《职业教育

法》，消除对职业教育的歧视，并重新规

划高中教育发展战略。

在中考录取改革方面，要切实推进

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在高中发展战略方

面，要结合高中阶段教育已经普及、家

长对“普职分流”存在焦虑的现实，推进

职普融通，推进高中多样化办学，为学

生提供多元选择。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

中考统一命题
迈出可喜一步
中考统一命题
迈出可喜一步

这个暑假，很多新初三学生和家长都在关注同一件事——2024年起，浙江全省实施初中学业

水平考试统一命题，语文、数学、英语、科学和社会等5门学科将由省级统一命题。

关于省统考到底怎么命题？各科分值如何？听说征求意见稿的内容后，杭州老师家长讨论度

最高的是这一条：社会学科分值调整为100分，而且未来要从开卷改为闭卷。

这会给学校和师生带来什么影响？社会课时会增加吗？该如何备考？

2024年起，中考全省“一张卷”

“社会”变化大，有的家长着急了
我家孩子不善背诵会吃亏吗

本报记者 朱丽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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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目前杭州初中“社会”学科的

课时，学校每周一般安排 5 课时，其中，道德与

法治 2 课时，历史与社会 3 课时。两门课程，大

多由社会学科教师包揽。

也就是说，按照一位教师任教两个班级的

工作量计算，社会学科教师每周上课量为10课

时，与语文、英语等学科相当。而在部分学校，

一位社会老师甚至要任教三个班级，光作业批

改的压力就很大。

更何况，社会学科与国家大政方针紧密关

联，某些板块内容必须体现与时俱进，对于教师

而言，需要不断吸收新知、更新认知、准确传递，

所以工作强度不算小。

从征求意见稿看，对杭州中考生最大的变

化就是社会——从2024年起，社会学科计入中

考总分的分值，将会从现在的 50 分，提高到

100 分，原来的开卷考，到 2026 年也将全部实

行闭卷考。

中考分值增加，此前一直有相关消息传出。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些学校甚至已经开始紧急

招聘社会教师。比如杭州市保俶塔教育集团，最

近就公布了招聘初中思政社会代课教师的公告，

要求的专业方向为思政或历史；滨江、临平、拱

墅、萧山等区域，也发布了社会教师的招聘需求。

部分学校“接招”，急聘社会学科教师

从 50 分提高到 100 分，还要改变考试方

式，校长们的第一反应是：学校是否要增加社会

的课时？

家长、学生、教师的心情也各不相同。

有家长说，孩子不擅长记记背背，这不算是

个好消息；有学生说，之前像历史，会记住一些

关键事件所在的课本页码，如果闭卷考，记忆的

内容肯定会大大增加，意味着在社会这门学科

上需要投入更多的学习时间。

有教师说，当年社会学科实行开卷考，目的

之一是为了减轻学生负担，但实际上学生进入高

中后，却要恶补初中三年欠下的很多基础知识。

作为中学社会学科的资深教师，杭州江南

实验学校的金明强老师早就关注到了中考社会

学科可能带来的变化。

金老师介绍，“社会”学科是浙江省30年课

程改革的产物，目前初中社会学科包括道德与

法治、历史与社会两门课。“其中，2022年后，之

前在浙江省通用的历史与社会教材就退出了舞

台，但历史与社会课程名称目前仍保留。根据

最近发布的《浙江省义务教育课程实施办法（试

行）》，历史与社会的授课内容包括人文地理和

统编历史两部分教材。”

目前，金老师所在的杭州江南实验学校，社

会学科每周安排5课时，“这是按照国家课程设

置的要求安排的课时数量，学校不会随意增加

课时。”

闻涛中学文综学科教研组长李小红说，不

管是分值增加，还是改变开、闭卷的方式，对于

文综老师来说，压力都是增加的。“确实有很多

家长在咨询、关心这件事。分值增加，不管是学

校层面，还是家长、学生角度，对文综学科肯定

会更重视，关注度和要求也会相应提高。”

有来自金华乡镇初中的校长预测，全省统

一命题后，对于金华的学生来说，可能意味着考

试难度会增加，“压力肯定会增加一点。”

“社会”分值提高，学校家长重视程度增加

在杭州，道德与法治、人文地理和历史一般

统称为文综学科，相对都是偏文科的。中考改

革之后，会不会像一些家长担心的那样，对于偏

理科的孩子来说有些吃亏？

李小红之前在杭州之外的城市担任过初中

社会学科老师，经历过从开卷到闭卷，分值从

30 分、50 分到 80 分不断提高的改变。“尤其闭

卷考，对于比较勤奋的学生，是有一定优势的。”

不过，家长也不必太过排斥和担心。

不管是开卷还是闭卷，考试注重的是学生

核心素养的培养，考核偏重的也是学生能力的

检验。“题目会比较灵活，基础性的知识点要掌

握，但考核更多的是对知识的迁移和运用，而不

是死记硬背。”

比如金华，数学也是开卷的，但试卷上的题

目，靠抄书肯定是抄不到答案的。

在李小红看来，从长远来看，改革对于学生综

合素养提升是有好处的，“尤其高中衔接，高考选

考时，初中打好了基础，会有更多优势的选择。”

金明强老师认为，对于学生有没有好处，得

综合来看。

“初中阶段在人文学科方面缺少积淀，对学

生进入高中后的学考、选考，将会是很大的挑

战。”金老师坦言，一些学生的社会学科基础知

识积累太少，基本知识不牢、基本线索不清、基

本思维欠缺，高中学考、选考时，需要重新学习

常识、猛补学科短板，“其实从提升人文素养的

角度来看，就像背诵古诗文一样，基本的社会学

科知识储备还是必须的。即便以后上职高学技

术，不再专门接触历史学科，但是，从人的综合

素养而言，还是需要掌握一点历史、地理常识

的。至于道德与法治所涉及的心理健康、法律

常识、国情国策，那就更不用说了，那是做一位

合格公民的基本要求。”

弥补学科短板，增加社会学科知识储备

根据教育部工作部署和浙江省实

际，从 2024 年起，语文、数学、英语、科

学、社会等 5 门学科由省级统一命题。

五科卷面总分为 620 分。具体考试科

目、卷面分值、考试形式、考试日期、考试

时间见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