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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娃背到怀疑人生
有人想请家教辅导

在浙江中考新政的变革中，很多人关注的重

点，是社会学科分值及开闭卷调整。

目前，全省各地社会考试的方式和分值并不

一致，比如卷面分从80分~100分不等，像杭州按

50%计入总分，低于其他科目的分值；另外考试的

方式也分开卷和闭卷两种。

按照已发布的两份文件，已经明确社会学科

于2024年、2025年设置过渡期，同时命制开卷考

试试卷和闭卷考试试卷，由省级统一命题，卷面分

值均为100分。原采用开卷方式的地区2024年、

2025 年可继续选择开卷。2026 年起，全省统一

采取闭卷考试。

对于杭州初中生来说，变化不小。

有杭州家长说，家有初一娃，每天下了晚自习

还要回家背历史、地理、道德与法治，初二、初三的

孩子也差不多，大家投入的时间都增加了。

“就算初二、初三这批学生依旧开卷考，但如

果知识点不熟悉，考场上也很难快速找到答案，所

以学生基本都要按照闭卷考来准备的。”还有家长

想为孩子请家教辅导社会课。

“家有初二娃，背社会确实挺耗时间的。”有家

长坦言，自己孩子理科见长，现在得多花时间在社

会学科上。

还有初一学生家长说，期末考试临近，孩子回

家还要背社会，有时候要到晚上11点，“看他背得

有点怀疑人生。”

不过，也有不少家长、同学赞成闭卷考。

“以前虽然是开卷考，其实该背的还是得

背，现在回想蛮感谢老师当初的高要求，到高中

乃 至 后 面 考 试 ，之 前 背 过 的 知 识 一 直 在 脑 海

里。”有网友说，基础的知识记忆，其实对理解题

目很有效果，“闭卷考试，机械记忆的题目肯定

很少，题目更加灵活，要靠理解和分析，当然也

少不了基础记忆。”

也有家长说，背诵本来就是学生的基本功，政

史地更是人文学科的基础，“一个学生如果连中国

历史、地理、政治都搞不懂，有点说不过去。”

临近期末，对于今年读初一的同学来说，跟往届

最大的区别之一，是期末考试要多考一门——社会。

这一变化，源自备受关注的浙江中考新政闭

卷考。

日前，《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实施初中学业水平

考试全省统一命题的通知》和《浙江省教育厅关于

做好优质普通高中分配生招生工作的通知》发布，

按照文件给出的明确要求，一大变化就是 2026

年起，社会将由省级统一命题且采取闭卷考试。

很多人都知道，以往杭州中考社会学科采取

的是开卷考。接下来，考试形式变了，而且分值也

有调整，社会学科比重变化，不管对学生、老师还

是学校而言，都提出了新挑战。

杭州有社会老师说，这个学期新增了每周一

节文综作业课，为的就是给学生们答疑解惑，帮助

梳理社会学科的核心主干知识；还有老师说，学校

特地邀请省、市各级专家来带领老师们进行课标

的研读，精准确定教学目标；当然也有家长反映，

从开卷考变成闭卷考，孩子要记记背背的内容多

了，占用的时间更多了⋯⋯

其实，为了应对新政变化，很多调整已经提前

开始。

有学生背到深夜11点，有家长想请家教“加餐”

社会闭卷考，初一学生期末画风大变
本报记者 朱丽珍

闭卷并非死记硬背
跟住老师节奏是关键

中考指挥棒方向变了，初中学校会如

何应对？

“一个变化，是更注重核心主干知识的

梳理；另一个变化，是文综增加了每周一节

的作业课。”杭州市闻涛中学文综学科教研

组长李小红介绍，这两大变化对于社会老

师来说，都提出了更高要求，“闭卷考并不

是死记硬背，信息的获取、答题的技巧和规

范都很重要，所以老师会针对核心主干知

识，自编一些题目，给学生解答作业时也会

更细化，更注重做题方法的指导。”

李老师说，此前开卷考，带入考场的资

料除了 14 本课本外，还有一些辅助材料，

临时翻书抄答案肯定也是不行的。“其实不

管是之前的开卷考，还是以后的闭卷考，关

注更多的是学生能力的迁移和核心素养的

培养，这是不会变的。”

在教学中，李老师也发现，那些上课认

真听讲，对知识理解透彻，课后又勤奋的孩

子，往往能拿高分。“也有一些家长会来问，

要不要购买一些辅助资料，其实我们

并不建议刷题，只要跟着老师课

堂节奏，基本都不会有太大

问题。”

在杭州育才中学，这

个 学 期 的 变 化 也 很 明

显。

“老师们认真研究

课标，围绕依标教学、依

标命题，邀请省、市各级

专家来指导，进行课标的

研读。”胡蓓璐老师说，闭卷

考试，侧重考查学生在真实情

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上课时

会注重以大概念来建构结构化的学习内

容，“以大任务、大概念来统领学习，构建完

整的知识结构，重视逻辑思维的培养，提升

逻辑推演能力，尽量避免碎片化的记忆。”

比如历史学科，老师们会让学生掌握

探究历史的方法和路径，“关注学生的学科

素养，而不是机械记忆和刷题。”

有学校日常考试也已闭卷
但记忆题不超过10%

社会考试从开卷考变成闭卷考，将会带来哪

些变化？

有高中地理老师坦言，有学生到了高中，还不

知道一些常识性的知识，“虽然之前是开卷考，但

好学生其实已经把很多知识记住了，所以到了高

中很快能跟得上，但是有些学生初中时就是全照

着书抄，到了高中真的教得心累，还要重复讲初中

知识点。”所以对于闭卷考，这位老师很支持，“背

知识，说到底还是要在理解的基础上，理解后背得

又快，记忆又深。”

还有初中社会老师说，有学生反映，因为开卷

考，自己没怎么掌握内容，到了高中后衔接起来确

实有点累，“尤其高中学文科的学生，初中这点知

识都背不下来，到了高中背的内容更多更难，而且

历史、道德与法治，多背一点并不吃亏，对自己国

家了解越多，才能更认可。”

社会科目分值增加并采用闭卷形式，为的也

是加强青少年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承创新，更好地衔接高中阶段学习。

采访中，杭州多所初中的社会老师均表示，从

这届初一开始，不管是日常考试还是期末

考试，都已经实行闭卷考。

“社会肯定不是记记背背的

学科，基础记忆重要，没有足够

学科的知识储备，很难旁征

博引，通过掌握的知识来解

决问题，但考核的重点肯定

不是知识的记忆，而是能

力。”杭州育才中学文综教研

组长胡蓓璐老师介绍，这个

学期，学校社会考试已经采用

闭卷考试，并且由集团命卷，通

过命题方向的引导，来培养学生的

能力，“会减少机械记忆试题和客观性试

题比例，机械记忆的题目会控制在 10%以内，提

高探究性、开放性、综合性试题比例，探索跨学科

命题，注重考查思维过程、创新意识和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个学期下来，同学们已经适应了变化，胡老

师和同事们也不断引导，“不会布置他们很多记忆

背诵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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