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梳理，2014年至今，中国高考综合改
革已扩展到29地。

2014年9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并确定上海
市、浙江省为首批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市，新
一轮高考综合改革正式拉开帷幕。

2017年，北京、天津、山东、海南启动第二
批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第一批和第二批高考
改革试点采用了“3+3”高考模式，即除语文、
数学、外语3科外，考生需从思想政治、历史、
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6科中选考3科。

2018年，河北、辽宁、江苏、福建、湖北、湖

南、广东、重庆实施第三批高考综合改革；
2021 年，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广西壮
族自治区、贵州、甘肃实施第四批高考综合
改革。第三批、第四批高考综合改革和刚刚
公布的第五批一样，改革后均采用“3+1+2”
模式。 （南方都市报）

高考综合改革已扩展到29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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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普通话普及率提高到80.72%
文盲率下降至2.67%

教育部28日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周为介绍，十年
来，我国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国普通话普及率从70%提高到了80.72%，识字人口
使用规范汉字的比例超过95%，文盲率下降至2.67%。

“这十年，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创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多语言国家推广通
用语言文字的成功典范。”教育部语言文字应
用管理司司长周为表示。

“扶贫先扶智、扶智先通语。”周为表
示，教育部与国家乡村振兴局等开展“推普
脱贫攻坚”战略合作：不断加大投入，面向
教师、青壮年劳动力、基层干部、语言文字
工作者等重点人群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培训，十年来培训逾千万人次；建立东西部
合作机制，组织开展东西部对口支援，实现

“三区三州”国家通用语言培训全覆盖；组
织动员青年力量，开展推普志愿服务，中央
财政专项支持986支团队1.1万余名大学生，
辐射带动数十万名高校大学生深入中西部
推普一线。

周为介绍，教育部重点开展面向中西
部重点省份实施的“一地一策”，面向民族

地区的学前儿童普通话教育专项计划，面
向广大农村地区的语言文化助力乡村“五
大振兴”方案，面向城市地区的语言服务能
力提升等项目。目前，该工程计划全面实
施，民族地区幼儿园已基本实现全部使用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开展保育教育活动，为
实现2025年全国范围内普通话普及率85%
的目标打下良好基础。

周为还提到，教育部坚持学校作为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基础阵地，持续开展
语言文字工作达标建设，33 万多所大中小
学达到建设标准；实施“语培计划”“优师计
划”“国培计划”等项目，加大教师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教学能力培养培训力度；学校语
言文字工作更加规范、育人环境更加优
化，教师教学能力、学生语文素养显著提
升，语言文字工作在铸魂育人中的作用愈
加凸显。 （综合中新社、中国青年报）

“3+1+2”模式多省区发布“新高考”改革方案

6 月 27 日，山
西、内蒙古、河南、
四川、云南、陕西、
青海、宁夏等八个
省（区）陆续公布高
考改革方案，八省
（区）明确于2022年
全面启动高考综合
改革，于 2025 年整
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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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先从物理和历史中二选一？
“3+1+2”考试模式是指语文、数学、外语3

门为统考科目，1是考生必须从物理和历史两
个科目中选考一门，2是再从思想政治、地理、
化学、生物学四个考试科目中任选两门，计入
高考总成绩。此外，各地方案还对中学综合
素质评价纳入招生参考依据和职业院校进行
分类考试招生等改革进行了细化规定。

此轮新高考改革沿用“3+1+2”模式，除语
数外三科外，考生需要先从物理和历史两个
科目中二选一。

四川省教育考试院解释这样设置的原因
时提到，在高等学校人才培养中，物理是自然
科学类专业的基础性学科，历史是人文社会

科学类专业的基础性学科，将这两个科目作
为首选科目，有利于考生为进入大学开展专
业学习奠定基础，有利于高等学校相关专业
对学生的培养。

同时，“3+1+2”模式便于投档录取，高等
学校在安排招生计划时，将分物理和历史两
个类别分别编制；在录取时，也将按照首选物
理的考生和首选历史的考生两个序列分别排
队录取。

启动新高考改革后，高考总成绩满分仍
为750分，其中，语文、数学、外语满分均为
150分，以原始分计入总分；其余科目满分均
为100分，历史和物理科目以原始分计入总
分，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以等级转换分
计入总分。

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
此轮高考改革方案中均提到，在招生录

取方面，从2025年开始，普通高校考试招生
采取“两依据、一参考”模式，即依据全国统一
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3门科目成绩和高中
学业水平考试的3门选考科目成绩，参考学
生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

山西省教育厅副厅长、新闻发言人侯
文一在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综合素质
评价在高中阶段包括写实记录、整理遴选、
公示审核、导入系统、形成档案等五个步
骤。具体来说，主要是普通高中学校教师
指导学生客观记录成长过程中集中反映学
生综合素质主要内容的具体活动，并在每

学期末指导学生整理、遴选具有代表性的
重要活动记录和典型事实材料，经班级或
学校公示审核后，将相关信息及时上传至
统一管理平台，最终形成学生综合素质评
价档案，从而客观完整地反映学生在高中
阶段的综合素质情况。

侯文一还提到，根据“谁使用谁评价”的
原则，各高校要根据自身办学特色和人才培
养要求，制定科学规范的综合素质评价结果
使用办法，并提前向社会公布。每年录取时，
普通高中学校将学生综合素质档案如实提供
给高校。高校根据本校制定的评价办法，对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进行分析，采取集体
评议等方式做出客观评价，作为当年学校招
生录取的参考。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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