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命题的
基本要求



高考的理念与基本问题

� 高考的目的是什么？

� 高考的原则是什么？

� 高考的标准是什么？

� 高考由谁来实施？

� 高考的对象是谁？

� 高考的内容是什么？

� 高考的方法和程序怎样？

� 高考的结果如何解释



高考的目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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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的目的非常
具体，就是为选
拔高校新生提供
依据。这实际上
是通过对学生已
有基础的检查来
预测其未来发展，
让符合其发展预
期的学生进入学
校学习，最终还
是为了学生的充
分发展。



高考的原则

�评价学生的素质和学习潜力

�符合新课程的理念要求

�三个有助于

�公平公正

作为一项功利性极强的公开
考试，高考必须同时兼顾各
方的要求。这些要求从表面
上看有时是不协调、甚至是
矛盾的。因此，高考的命题
必须设法协调各方的要求，
这是对高考命题人员素质的
最大考验。



高考的标准

�课程标准

�考试大纲

�范例样题

前述三方面的标准，第一和第二
方面规定了考试的范围，对考试
的深浅程度却难以规范。第三种
比较具体，但却不是一种相对稳
定的标准。实际上，由于高考是
一种常模参照的考试，它采用的
是一种以全体考生为参照的相对
标准，没有绝对的标准要求，其
实际标准也就随考生水平的变化
而水涨船高。这是目前的高
考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之一。



谁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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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是一种典型的外部评价，最大优点就在
于其公平性，而最大的问题在于其有效性。
由于时间和形式的限制，高考不可能全面地
考查学生的素质。因此，怎样使得考试更有
效地、更全面地反映基本素质，是进行试卷
设计的时候需要考虑的问题。



评价什么？评价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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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智力品质

在目前的考试形式下，高考难以考查学生
的非智力品质所，也难以考查真正联系实
际、解决问题的能力。高考可能考查的是
一些基本的知识和技能，包括思维的技能
和专业的技能，这构成了与人文和科学素
养密切相关的基本“能力”，构成了所谓创
新能力的基础，对考生的未来发展潜力有
一定的预测功能。这也是高考为大众所普
遍接受的原因。不要给高考提一些不可能
实现的要求，如：跨学科的综合能力、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等。因此，高考题目
设计应该围绕高中课程的基本内容和基本
要求来展开，不要随意地超纲，把高考题
变成“竞赛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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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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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模型，指的是构成该体系或过程的要素和
要素之间的关系。高考的模型是比较复杂的，
从大的方面来所，它包括了社会环境、教育导
向、中学课程、高等学校、高中学校、考生、
教师、命题人员、招生工作管理人员、等等。
如果只看命题，这以模型就要简单一些，主要
是命题人员、考生、中学课程和大学要求四个
方面。

高考主要采用书面笔试的方式，因为考试规模
非常大，控制阅卷的误差很不容易，因此试题
主要采用有唯一正确答案的题目，大量需要灵
活思考、没有唯一正确解答的试题不太可能出
现在高考试卷中。这就使高考所能考查的能力
受到很大的局限，考试效度大受影响。总体上
看，高考只能考查到学生对知识的了解和理解，
以及较低层次的思维和表达能力。要提高高考
的效度，一定要打破纸笔考试的局限，打破封
闭式试题的局限。



评价的解释

以教育目标以教育目标以教育目标以教育目标
为参照为参照为参照为参照

以自身发以自身发以自身发以自身发
展为参照展为参照展为参照展为参照

以同辈以同辈以同辈以同辈以同辈以同辈以同辈以同辈
为参照为参照为参照为参照为参照为参照为参照为参照

高考是一种以同辈为参照（常模参照）的
考试，这就要求我们以常模为基础进行计
分，而不是以绝对水平为基础进行计分。
当然常模参照的考试和目标参照的解释并
不是非此即彼、互不相容的两个对立面，
高考的第一需要是按考试结果对考生排队，
这时应采用常模参照的计分方法。高考的
结果又可以用来检查高中教学中存在的问
题，这时应利用水平参照的计分方法。



新课程背景下
高考改革的方向



高考改革与新课程改革
高考改革是否新课程评价改革的一部分？

是 不是

•高考必须以高中学生的
课程为考试的基点，随
课程的改变而改变
•高考对高中教学有很强
的回流作用
•高考带有评价高中教学
效果的成分

•高考是一次社会性很强
的公众考试
•高考主要是为选拔高等
学校新生的考试
•高考有其自身的规律

不完全是

两难问题
高考改革必须与新

课程同步
高考改革不可能
完全与新课程同步



高考存在的问题
� 三个方面

� 高考的功能定位问题

� 高考的方式方法问题

� 高考结果的合理利用问题

� 六大问题
1. 将高考定位为选拔性考试，是造成试卷实际难度逐步加大的原因。

2. 单一的笔试形式造成对学生全面发展的忽视。

3. 封闭式试题影响了高层次的认知能力的发展。

4. 唯一的考卷加重了学生的负担，不利于学生特长的培养。

5. 计分方法不合理。

6. 以省为单位排总分划分数线的做法，极度夸大了考试分数的价
值，负面影响极大。



现行高考制度的正面作用
� 高考是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选拔方法之一。
� 统一高考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大大提

高了行政效率，为方便了考生的应考和高校的选拔。
�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取消高考带来的是高

等教育的沦落和整个教育体系的崩溃。
� 恢复高考是打倒““““四人帮””””以后，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头件

大事，给惨遭文革摧残的教育系统带来重生，给逐步恢复
的中小学教学秩序的带来稳定和保障。

� 高考有严密的规范程序和公开统一的标准，是公众心目中
一块保持社会公平公正的““““绿洲””””，对整个社会稳定起到一
种不可或替的作用。

� 高考为青少年学生树立了一个具体的人生奋斗目标，对青
少年的成长有积极的激励作用



�高考必修根据新课程的理念、要求、内容
和实际实施情况进行改革。

�高考和应试教育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能冀
望通过高考改革来消除应试教育。应试教
育的主要根源在于：
�急功近利思想的泛滥

�以管理经济（生产）的方法和量化的““““硬””””指标
来管理教育， ““““见物不见人””””。

�社会诚信普遍缺失。

�教育职业道德的崩溃

新课程背景下高考改革的方向



� 高考的改革不能以全盘否定和取消高考为前提，
否则会对整个社会和教育事业所带来破坏性的影
响。

� 高考的全面深入改革，不仅是考试和招生技术的
改革，更有待于社会的进步和教育的全面改革，
不能幻想““““毕其功于一役””””。

� 恰如其分地估计高考制度的利弊，是高考改革成
功的起点。

� 考试只是一种工具，有所能必有所不能，大学招
生不能单纯依赖考试一种方法。

� 高考的改革必须与招生制度的改革同时进行，或
者说必须在招生制度改革的前提下进行。



高考改革的切入点
� 将考试分为基础考试和能力考试两部分：基础考
试以考查学生对基础知识的了解和相应的基本技
能为主，保证考生具有全面均衡的基础知识；能
力考试着重考查学生的能力，区分学生的不同水
平。

� 逐步减少封闭式试题的权重，增加开放式试题的
权重；适当提高试题的灵活性与综合性。

� 加大对评分的投入和研究，逐步减少开放式试题
的评分误差。



� 必要时可增加面试或其他的辅助考试或选拔方法。
逐步实现变单一的书面笔试形式为多种不同的考
试形式，以考查不同形式的能力表现。

� 考试科目的设置应体现新课程既保证全面基础，
又有利于个性特长的发展的理念。

� 坚持标准分的改革。

� 取消全省一条分数线的做法，按考生群体数划分
数线，或进一步改由各学校根据报名和考试的情
况自定报名的资格和录取分数线。

� 将高考从强调区分的常模参照考试改为强调水平
的标准参照考试。



广东07高考方案
� 考试科目设置
�3333＋文基////理基＋XXXX

� 3333＝语文、数学（分文、理）、英语（八级）

�文基＝政、史、地（70707070％）、理、化、生（30303030％）

�理基＝政、史、地（30303030％）、理、化、生（70707070％）

�XXXX：物理、化学、生物、思想政治、历史、地理、音乐术科、
美术术科、体育术科

� 考生学科组合
�文科专业：语＋数（文）＋英＋文基＋政////史////地
�理科专业：语＋数（理）＋英＋理基＋理////化////生
�体育、艺术类：语＋数（文////理）＋英＋文基////理基＋术
科



�成绩组成

�文科////理科按原始分，满分为＝150150150150×3333＋150150150150＋
150150150150＝750750750750分

�艺术类4444科文化课成绩总和再转化为标准分，
术科成绩单列

�分数线：分文科、理科、体育、艺术

�投档和录取：

�从高分到低分投档

�根据分数和综合素质评定的结果择优录取



学科门类与专业选考科目参照表 

体育术科体育类

物理、化学、生物医学

物理、化学、生物农学

物理、化学、生物、思想政治、历史、地理教育学（职业教育类一级学科除外）

物理、化学、生物、思想政治、历史、地理法学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经济学、管理学以及职业教育类、生物科学类、
地理科学类、环境科学类、心理学类、药学类
（除中药学类外）等六个一级学科

物理、化学工学、理学（生物科学类、地理科学类、环境
科学类、心理学类四个一级学科除外）

音乐术科、美术术科艺术类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哲学、文学（艺术类除外）、历史学以及中医、
中药学

专业选考科目学科门类



对广东方案的评议
� 方案的科目设置，体现了新课程

既保障共同基础，又让学生有自
由选择和自主发展空间的理念。

� 方案明确将综合素质评定列为高
校招生的参考，初步体现全面考
查学生素质的理念，对高中学校
落实素质教育有良好的导向作用。

� 方案对考生群体进行文、理分
组，较好地解决了目前广东由于
文理不分而造成的考生分布不均
衡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公平性问
题和其他问题。

� 方案在总结现行大综合考试经验
和问题的基础上，设置了““““文科基
础/理科基础””””这一新的考试科
目，对学校教学有良好的导向作
用，相对缓解了对学生的压力。

� 综合素质评价方案有待进行深
入研究

� ““““文科基础/理科基础””””科目的考
试属于水平性考试，是否将其
分数也加入到总分中，应进一
步研究。

� 方案解决了目前存在的文科与
理科考生分布的合理性问题，
但是还没有解决文科内、理科
内不同学科的考生分布不合理
问题。实行原始分相加以后，
因学科性质不同、试题难异程
度不同而造成的不同群体考生
之间的不公平问题仍没有解
决，需要进一步研究。

� 应注意研究选科对录取工作的
影响，进一步细化相关操作措
施。



�3+3+3+3+3+3+3+3+基础会考。
�文史类：语、数、外、政、历、地；

�理工类：语、数、外、理、化、生；

�体育类：理工类＋术科。

�艺术类：文史类＋术科。

�基础会考
�文科类：物理、化学、生物、通用技术和信息技术，

�理科类：政治、历史、地理、通用技术和信息技术。

�分值：语、数、英150150150150分；政、史、地、理、化、生
100100100100分。

�基础会考：理化生（或政史地）合卷，300300300300分；通用技
术和信息技术，100100100100分，按10%10%10%10%计入总分。

海南高考方案



对海南高考方案评议
� 指导思想明确，体现了新课程的改革方向，针对
现有招生考试方法的利弊得失进行改革，考虑本
省的省情，可操作。 

� 问题
�考试科目偏多

�基础会考性质与高考不同，两种考试分数不等值，直
接相加不合理

�““““通用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考试方法应偏重于实践操作

�综合素质评价方案在可信性、可用性方面应做进一步
研究

�所谓““““超量给题限量做题””””的方法，在技术上需要进一
步研究



�在统一的高中会考基础上进行

�3 + 3 + 3 + 3 + 文综////理综

�3333：语、数、外，必考，各150150150150分。

�文综：政、史、地，300300300300分
�理综：理、化、生，300300300300分

宁夏高考方案



对宁夏高考方案评议

� 特点
�继承了现行““““3+小综合””””的高考模式，通过调整考试内容（保持科目

设置基本不变），来适应新课程要求，力图实现新旧考试的平稳过
渡。

�增设了学生学业水平测试和理科实验操作测试，作为高考准入的资
格考试。

�方案中还设计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并作为高校录取时的参考依据。

� 问题
�综合素质评价方案在可信性、可用性需进一步研究。

�不同学科、不同模块在命题中的等值性。

�文/理科综合考试的长试卷的设计有技术难度。

�缺乏录取方式的改革。



�3 + X + 1 3 + X + 1 3 + X + 1 3 + X + 1 
�3333：语、数（分文////理）、外，必考，各150150150150分
�XXXX：文综或理综，必修＋部分选修内容；各200200200200分
�1111：基本能力：技术、体育与健康、艺术、综合
实践等以及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生活和社会实际问
题的能力，必考。

�艺术类、体育类考理综

山东高考方案



对山东高考方案评议

� 特点
�与高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制度同步互补，学业水平考试
以等第计算成绩作为高校录取参考；

�学业水平考试允许重考。

� 问题

� 综合科目涉及长试卷，需要进一步研究不同模块考
试分数的等值问题，以及学生使用和考试管理的可
操作性。

� ““““基本能力””””考试不宜作为高考的必考科目。

� 综合素质评价方案在可信性、可用性



 江苏初步方案

�科目设置：
�统考科目：语文、数学、外语

�学业水平测试科目：政治、历史、地理、物理、
化学、生物、技术
�选修科目：⑴在历史与物理两科中选一科（2选
1）；⑵在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四科中选一科
（4选1）。

�必修科目：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
技术等七科中，除去必修科目的五科。

�艺术类、体育类考生：
�选修科目为艺术或体育；如不兼报普通类专业，可
选报7门必修科目（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
生物、技术）

例子：
    某考生选定物理为选修科，若再选化学
（生物）为选修科，必修科目为：政治、
历史、地理、生物（化学）、技术等5科；
    另一考生选定历史为选修科，若再选
政治（地理）为选修，必修科目为：地理
（政治）、物理、化学、生物、技术等5科。



�考试时间

�统考科目：每年6666月7777、8888日；语文150150150150分钟，数
学、外语120120120120分钟。

�学业水平测试科目：

�技术、外语口试、艺术、体育的测试时间另行安
排，其他

�选修科目：每年4444月7777日，高三学生参考，在校期间
只能报考1111次，每科考试90909090分钟；

�必修科目：每年4444月8888－9999日，高二、高三学生参考，
在校期间可报考2222次，每科考试60606060分钟。



�考试内容和分数

�统考科目：
�语文：必做题230230230230分，附加题60606060分
�数学：必做题230230230230分，附加题60606060分；必做题考查必修
＋选修系列1111内容，附加题考选修系列2222＋4444内容。

�外语：230230230230分
�总分：必做690690690690分；必做＋附加750750750750分。

�学业水平测试科目：
�政治：作为必修：模块1111、2222、4444；作为选修：模块1111、

2222、3333、4444，并在““““经济学常识””””、““““国家和国际组织常
识””””两模块中2222选1111。



�历史：作为必修：模块1111、2222、3333；作为选修：模块1111、
2222、3333，并在““““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中外历史人
物评说””””、““““探索历史中的奥秘””””、““““世界文化遗产荟
萃””””四模块中4444选2222。

�地理：作为必修：模块1111、2222、3333；作为选修：模块1111、
2222、3333，并在““““海洋地理””””、““““旅游地理””””、““““城乡规划””””、
““““环境保护””””等四模块中4444选2222。

�物理：作为必修：模块1111、2222，并在1111－1111或3333－1111中选
1111模块；作为选修：模块1111、2222、3333－1111，并在3333－2222、3333
－3333、3333－4444、3333－5555中4444选3333。



�化学：作为必修：模块1111、2222、并在““““化学与生活””””、
““““有机化学基础””””两模块中2222选1111；作为选修：模块1111、
2222，并在““““有机化学基础””””、““““化学反应原理””””、““““物质
结构与性质””””、““““实验化学””””四模块中4444选3333。

�生物：作为必修：模块1111、2222、3333；作为选修：模块1111、
2222、3333，和““““生物技术实践””””、““““现代生物科技专题””””两
模块。

�评分方法：卷面原始分100100100100分，再按下面方法
分等级
�选修科目：90909090－100100100100评为AAAA等；75757575－89898989评为BBBB等；60606060
－74747474评为CCCC等；－59595959评为DDDD等

�必修科目：前20202020％评为AAAA等；前21212121－50505050％评为BBBB等；
前51515151－90909090％评为CCCC等；最后10101010％DDDD等。



�综合素质评价

�道德品质：及格////不及格

�公民素养：及格////不及格

�交流与合作：及格////不及格

�学习能力：AAAA、BBBB、CCCC、DDDD
�运动与健康：AAAA、BBBB、CCCC、DDDD
�审美与表现：AAAA、BBBB、CCCC、DDDD



�录取

�划线：按语文、数学、外语三统考科的成绩
（不含附加分）划线。

�填报志愿：必修科目测试有三门为D，没资格
填报志愿；填报专科院校要求5门必修科目至少
有3门达到C级，2门选修科目至少有一门达到C
级；填报本科院校要求5门必修科目等级都达到
C级及以上，2门选修科目等级均在B级及以上等
级。



�投档：按语文、数学、外语三统考科的总成绩
（含附加分）投档；

�艺术、体育类按语文、数学、外语三统考科的成绩
（不含附加分）和专业加试成绩投档；

�第一次参加必修科目和选修科目测试，六门（不含技
术测试）的成绩都达到A级的，加20分投档。

�综合素质评价全优（三项合格、三项A），在同批省控
制线上无条件投档（不受学校投档比例和录取分数线
限制）。



一个梦想的学科设置方案

++++

所有考生必考，
按领域分类的基
础考试，以拼盘
方式组合试卷

3333 XXXX语言文学基
础（语文、
外语必修内
容加作文）人文社科基

础（政治、
历史、地理
必修内容）

自然科学基础
（数学、物理、
化学、生物必
修内容）

高校指定

学生选考

语文、数学、
外语、政治、
历史、地理、
生物、化学、
物理

学科相
关内容



对高考复习的几点建议



高考复习要处理好五个关系 
� 考试说明和课程标准、教材的关系 

�直接依据考试说明，全面依托课程标准，依托教材而不死扣教材

� 知识理解与解题的关系 
�重在理解，适当训练，有套路而不执迷于套路

� 重点知识和一般知识的关系 
�抓紧重点，不忘一般
�注意联系实际、新知识

� 难题与基础之间的关系 
�基础扎实，量力而行

� 学科之间的关系 
�全面均衡，有所侧重



把复习课当新课来上
� 要在新的高度上来整理所学的基本知识 
�全方位、多角度认识所学的基本知识

�注意建立相关知识的联系，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

�注意知识的条件和应用范围

�把握好知识的特点

� 重点突出，全面照顾
�重点知识是学科知识结构中处于联结中心，起挈纲带
领作用的知识

�成为其他知识的基础的知识

�重点知识是学生能力发展的重要依托

�非重点知识是往往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

�非重点知识的重复少，遗忘率高



� 针对难点和学生在能力上的薄弱环节进行强化训练
�对本学科的难点要有全面和深入的分析

�难在哪里

�学生的常见错误及其原因

�把握分寸，适量精练

� 提倡学生独立思考，从联系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而不
是解答问题的套路

� 要给学生留下发挥的余地
�让学生自行归纳和建构知识体系

�在规范化的训练中，要给优秀学生留下自己发挥的余地

�不要追求进度，由教师代学生解决难题

� 大胆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兵教兵

�合作学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