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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水平考试是根据国家普
通高中课程标准和教育考试规定，
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实施的
考试，主要衡量学生达到国家规定
学习要求的程度，是保障教育教学
质量的一项重要制度。考试成绩
是学生毕业和升学的重要依据。

实施学业水平考试，有利于促
进学生认真学习每门课程，避免严
重偏科；有利于学校准确把握学生

的学习状况，改进教学管理；有利
于高校科学选拔适合学校特色和
专业要求的学生，促进高中、高校
人才培养的有效衔接。

考试科目方面，《意见》指出，
《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所设
定的科目均列入学业水平考试范
围。语文、数学、外语、思想政治、
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科
目考试，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统

一组织。艺术（或音乐、美术）、体
育与健康、通用技术、信息技术考
试，可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制定
统一要求，确定具体组织方式。

在实行高考综合改革的省
（区、市），计入高校招生录取总成
绩的学业水平考试3个科目，由学
生根据报考高校要求和自身特长，
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
学、生物等科目中自主选择。

3科学业成绩计入高招总成绩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
究所副教授柯政认为，在“两依据
一参考”的制度框架下，学业水平
考试的成绩呈现方式直接体现着
本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基本理
念和方向，并将直接关系到考生的
重大现实利益，社会各界对此非常
关注。正因为它非常重要，所以在
研究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呈现方式
时，必须综合考虑我国现阶段国情
和各方面要求。

首先，有利于淡化“分分计
较”。虽然严格考究起来，考试是
不是就应该分分计较，目前还有些
争议，但在广大学生（家长）和公众
的眼里，硬要把 91 分和 92 分的学

生区别开来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其 次 ，有 利 于 高 校 选 拔 人

才。学业水平考试要真正成为高
校招生录取的一个重要依据，其
前提条件就是必须要有利于高校
选拔。从高校选拔的角度上来
说，一个重要的诉求就是成绩具
有区分度。一般来说，等级越多
区分度越大。而等级过多，会与
淡化“分分计较”的诉求相冲突，
所以，教育部《关于普通高中学业
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对等级呈
现成绩提出了原则意见，即一般
分为 A、B、C、D、E 五个等级，并
规定了各等级的人群比例。这比
现有许多省份学业水平考试以

“合格、不合格”呈现成绩明显增
加了区分度。操作过程中，实行
高考综合改革的省（区、市）也可
以结合本地实际，在五个等级中
再细分档次，方便评价和招生录
取 使 用 。 比 如 ，上 海 市 就 通 过
B+、B-等方式，再把 A、B、C、D、
E 细分为 11 个等级，满足更高区
分度的要求。

第三，有利于推动高校从以往
简 单 地“ 招 分 ”走 向 科 学 地“ 招
人”。目前，由于多方面因素，绝大
多数高校招生，完全依据分数来进
行，谁考分高（哪怕只高一分），就
录取谁。很多人称之为“招分”，而
不是“招人”。 （法晚）

有利于淡化“分分计较”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意见

全科考查不分文理
自选3科入高招总分

昨天上午，教育部对外发布《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
《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这是《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的实施意见》的重要配套政策。

《意见》规定，在实行高考综合改革的省（区、市），计入高校招生录取总成绩的学业水平考试3
个科目，由学生根据报考高校要求和自身特长，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中
自主选择。学生可以在完成必修内容的学习，对自己的兴趣和优势有一定了解后确定选考科目。

考试时间上，学校要均衡安排
每学年的授课科目，统筹确定每个
年级的学生参加考试的科目数量，
原则上高一两个科目左右，高二6
个科目左右，高三6个科目左右。

各省（区、市）每年组织安排的
考试要覆盖所有科目，满足不同学

生选考的需要，考试时间一般安排
在学期结束时。

各地要积极创造条件，为有需
要的学生参加同一科目两次考试
以及更换已选考的科目提供机会。

最终，考试成绩将以“等级”或
“合格、不合格”呈现。计入高校招

生录取总成绩的学业水平考试 3
个科目成绩以等级呈现，其他科目
一般以“合格、不合格”呈现。以等
级呈现成绩的一般分为五个等级，
位次由高到低为Ａ、Ｂ、Ｃ、Ｄ、E。

各省（区、市）要结合本地实
际，全面推行学业水平考试。

全面推行学业水平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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