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调查】“综合科”事实上早已如同鸡肋
记者在多所高中调查发现，“综合科”事实上早已如同鸡肋，6门课共30分，平均每门课5

分。学生觉得，综合科目其实拉不开高考分数，高的最多27、28分，低也就20分左右。所以，学
生对“综合科”的重视程度本身就不高。上海市吴淞中学高三班主任密凯说，学校一般在高三年
级每周会安排一至两节综合课，此外都靠学生平时积累。“哪怕是一点工夫都不花，凭基本知识
也能考个十几二十分，学生不会太花精力。”

上海市市北中学教师程夕琦说，学生把综合科成绩提高1分的精力花在别的科目上可能会
有更大的收获，毕竟综合科的面太广、内容太多，而考试的内容、要求和学业水平考试又相仿。

这样真的能减负
吗？怎么觉得有
些不对劲啊！

北京高考政策依然是北京高考政策依然是3+X3+X
昨日上午，记者从北京市教委了解到，昨日上午，记者从北京市教委了解到，

北京高考政策暂时不作调整。北京市教育北京高考政策暂时不作调整。北京市教育
考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市高考政策的考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市高考政策的
变化，一般都是采取提前变化，一般都是采取提前 33 年公示的政策。年公示的政策。
因此，明年北京高考政策不变，依然保持语因此，明年北京高考政策不变，依然保持语
文、数学、外语加综合的科目设置。文、数学、外语加综合的科目设置。

据了解，北京从据了解，北京从20002000年开始在全国率先年开始在全国率先
实行春季高考，开启一年两考时代。从实行春季高考，开启一年两考时代。从20022002
年开始北京高考首次采取年开始北京高考首次采取3+×3+×政策，即高考政策，即高考
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加文综或理综。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加文综或理综。
20102010年北京高考新课程改革和高考新政策年北京高考新课程改革和高考新政策
微调，高考专科录取时照顾分数将减半，本微调，高考专科录取时照顾分数将减半，本
科录取照顾分数保持不变。科录取照顾分数保持不变。

根据《北京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根据《北京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未来北京高考将实行社会化报名，划纲要》，未来北京高考将实行社会化报名，
个别学科将考虑探索“一年多考”。个别学科将考虑探索“一年多考”。

市教委有关负责人此前表示，高考有的市教委有关负责人此前表示，高考有的
科目实行一年多考，可以给考生更多选择机科目实行一年多考，可以给考生更多选择机
会，避免高考仅集中在两天内完成。但他表会，避免高考仅集中在两天内完成。但他表
示，一年多考的探索还需综合考虑，避免多示，一年多考的探索还需综合考虑，避免多
次考试加大考生负担。次考试加大考生负担。 据《法制晚报》据《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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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高考取消“综合科”上海高考取消“综合科”
教委：是一种减负，能腾出一点课时教委：是一种减负，能腾出一点课时

老师：高中只需学老师：高中只需学44门课，知识体系太单一门课，知识体系太单一
学生：知识面明显偏窄学生：知识面明显偏窄

为何取消“综合科”？
有利于减轻高考期间各种压力

从明年起，上海高考本科类别的考试科目定为“3＋1”，即语、
数、外以及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和生命科学等6个科目中
的一门。各门科目满分继续为 150分，总分满分为 600分。取消
一门科目后，总分比原先减少了30分，高考时间将从两天半缩减
为两天。上海市教委表示，这有利于减轻高考期间全市交通、食
品卫生、考场周边环境要求、考生和家长心理负担等方面的压力。

2001年，上海高考推出“综合科”，原先的“3＋1”变为“3＋1＋
综合”。“综合科”总分为30分，一张卷子要考政治、历史、地理、物
理、化学和生命科学等 6门学科的内容。从 2009年起，上海推出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高中生需在3年内完成包括上述6门
学科在内的10门科目的统测。2009届高一学生在2012年参加高
考前便成为完成“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首届学生。上海市
教委表示，取消“综合科”也是鉴于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已经比较系
统考查了高中学生综合知识的掌握情况。

A

取消“综合科”就能减负？
高考是减压，平时则是增压

记者了解到，一般高中为了应对综合科，往往采取“走班制”，即各
班理科生聚在一个大班里上3门文科课程，文科生则上理科课程。

华师大附属杨行中学校长倪跃华表示，取消“综合科”后至少可以
消灭“走班制”，对学生、老师来说都是一种减负，还能腾出一点课时。

上海市建平中学高三学生席思达在获知高考取消综合科目的最
新消息后大松了一口气。高三不用进行6门综合科目的复习减轻了她
的压力。“精力主要放在语、数、外方面，综合科到高三会统一复习，基
本上是‘题海战术＋死记硬背’，考完后知识基本上就还给老师了。”

有老师、学生担心，取消“综合科”后，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重要性
也许会迅速上升，若与高招挂钩，学生在 3年里对这 10门科目的重视
程度就不会停留在“合格”，那么，这一变化则非减负，而是增负。

上海市教委公布的高考微调中还包括：在普通高等学校的专科层
次，2012年自主招生中将依据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直接招收高
中毕业生，被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6月的高校统一招生考试。也就是
说，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目前已经和高等专科招生挂钩。

上海交大招生办20日就表示，学校将支持和配合上海市教委出台
的新政策，认真研究学业水平考试新情况，做好人才选拔工作。交大
自主招生将根据国家层面的高考改革方案进行设计，同时也会按照上
海市教委部署的高招政策，重视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为广大中学生提
供更多机会。

B

全面发展如何实现？
知识体系过于单一

不少教师在采访中向记者表达了担忧之心：少了涵盖 6 门课的
“综合科”考试，在学业水平考试还未和本科录取挂钩的情况下，学生
整个高中只需学4门课，知识体系过于单一。

程夕琦说，学校里有些学生从高一起就已“锁定目标”，比如想好
了高三选物理作为“＋1”科目，这样一来，其他副课都浅尝辄止。

2009届高中毕业生俞文骏考入了长沙医学院，得知高考取消“综
合科”这一改变后，他告诉记者，相比其他同学，他的知识面明显偏窄，
因为很多省市的高考都有文理综合科。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教育专家丁钢表示，希望学校能因为不考“综
合科”而腾出更多的时间来组织学生参加社团活动和创新性学习。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郑方贤说，近年来学校从高一年级起推行
基础通识教育，回归教育本源，强调知识面和知识结构的同时鼓励学
生参加各类社团活动。记者在校园里看到高一学生戴礼浩举着相机
在拍照，他说：“学校给了我们很多自主发展的机会，比如说会有很多
拓展课，还有选修课。”

上海市教委 20日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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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意见】
学生难以真正减压

复旦大学相关负责人也表示，高考取消综合
科目是国家推动基础教育改革的一件好事，也是
目前国际上中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台湾、香港等
地的中学已试行多年。将一门高考科目分散到
学生3年里来考，有利于孩子们真正掌握必须具
备的基础知识。

“如果是这样，就意味着，对学生来说，高考
是减压，平时则是增压。”倪跃华说，这样，学生从
一开始就会全面地学习，重视每学年的学业水平
考试，让素质教育和综合人才培养的理念真正深
入人心。

不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育专家
熊丙奇认为，哪怕撇开“综合科”或学业水平考
试，学生也难以真正减压。因为在当前统一高
考、集中录取的体制下，就算是只考一门课，对学
生来说也必须力争上游，压力重重。

【主角发言】
腾出时间给语数外了
上海市吴淞中学高三班主任密凯

说，所谓腾出时间来进行个性培养或全
面发展都是针对部分没有高考压力的好
学生，普通学生还是“上课＋卷子”，腾出
的时间最后大多成为语、数、外课时。

熊丙奇认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其实
和考试科目多少并没有直接联系。“比如
在加拿大，高中生往往只学七八门必修
课，但选修课却能在100多门课中依照兴
趣选择，也无太大书面考核压力。但我
们却正好相反，学的课都是为了一张卷
子，考完就忘。”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