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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高考”：3+1+2，今秋起实施
总分750，录取不分文理科，一本二本合并

经教育部批准，河南省作为第
五批启动高考综合改革的8个省
（区）之一，从2022年秋季入学的
高中一年级学生起开始实施高考改
革。省政府新闻办昨日召开河南省
高考改革工作新闻发布会，河南省
高考综合改革工作全面启动，《河南
省深化普通高等学校考试招生综合
改革实施方案》正式印发。

《实施方案》分改革目标、主要
任务和保障措施三个部分，明确了
我省高考综合改革从2022年全面
启动，2025年整体实施，回答了三
年后河南“新高考”考什么、怎么考、
如何招等关键问题。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张竞昳

咋考？
不分文理科
实行“3+1+2”模式

根据《实施方案》，我省实行“3+
1+2”模式。“3”即统一高考科目为语
文、数学、外语3门，使用全国统一试
卷，不分文理科，成绩当年有效，每
年按国家统一安排进行。“1”和“2”
为选择性考试科目，其中“1”指从物
理或历史科目中选择1门首选科目，
“2”指从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
学中选择2门再选科目。

考生总成绩由 3门统一高考科
目成绩和 3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
选择性考试科目成绩构成，满分
750分。其中，统一高考科目中语
文、数学使用原始成绩计入考生总
成绩，每门满分 150分；外语科目
满分 150分，其中听力部分 30分、
笔试部分 120 分，我省 2025 年、
2026年仍延续现行计分办法，自
2027年起听力成绩计入外语成绩
总分。选择性考试首选科目使用
原始成绩计入考生总成绩，再选科
目使用等级转换分计入考生总成
绩，每门满分 100分。

从2022年秋季入学的普通高中
一年级学生开始，普通高中学业水
平考试分为合格性考试和选择性考
试。合格性考试成绩是普通高中学
生毕业的主要依据；选择性考试成
绩是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的重要
依据。合格性考试在相应科目必修
模块课程结束后进行。选择性考试
与全国统一高考同期进行，成绩当
年有效。

在“新高考”背景下，普通高
中教学管理是否也有新的调整？
如何改变？据悉，实行高考综合
改革后，普通高中教育教学主要
面临三个变化。

选课走班教学

“新高考”模式增加了学生的
选择权，学生可根据自身兴趣、志
向、优势和高等学校招生要求，
自主选择选考科目。学校将根
据学生选课需求，分类分层设计
可选择的课程，满足学生不同发
展需要。加大班级编排、学生管
理、教师调配、教学设施配套等
方面统筹力度，为走班教学提供
保障。探索行政班和教学班并
存等多种教学组织形式，强化任
课教师责任。

学生发展指导制度

高中阶段是学生健康发展、
个性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学生
选择未来人生发展方向的关键时
期。新高考后学生要面临选课、
选考，对学校的学生发展指导工
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校将开
设覆盖三个年级的学生发展指导

课程，并纳入必修内容。建立专
兼结合的指导教师队伍，构建学
校、家庭、社会协同指导机制。进
一步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学业发
展、选课选考、生涯规划等方面的
指导，帮助学生全面认识自我、学
会选择、做好自我成长规划，明确
未来发展方向，实现全面而有个
性的发展。

综合素质评价

普通高中综合素质评价是对
学生全面发展状况的观察、记录、
分析，是发现和培育学生良好个
性的重要手段，也是深入推进素
质教育的一项重要制度。综合素
质评价主要包含思想品德、学业
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劳动
与社会实践五个方面的内容。采
用写实记录的方法，如实记录学
生成长过程中的突出表现，真实
反映学生的发展状况。普通高中
学校利用学生综合素质档案材
料，对学生成长过程进行科学分
析，引导学生发现自我，建立自
信；指导学生发扬优点，克服不
足，明确努力方向，促进学生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

咋录？
“院校专业组”志愿模式

实行高考综合改革后，我省
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方面有什么变
化？对考生有哪些影响？

招生计划，按照首选科目物
理、历史分类编制

在豫招生院校按照首选科
目物理、历史分类编制计划，
并结合自身办学定位和专业
培养目标，科学合理设置选考
科目要求，省教育考试院将汇
总整理各在豫招生高校的选
考科目要求，及时提供考生参
考。考生在确定选考科目时，
要结合个人学业、兴趣、特长
和专业志向，学其所好、考其
所长，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科目
组合，避免盲目性、功利性的
选考、选专业。

志愿设置，实行“院校专业
组”模式

“院校专业组”是指某一高
校对考生选考科目要求相同的
专业的组合。一所院校可设置
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
校专业组内可包含数量不等的
专业。传统的志愿设置是以一
所学校为一个志愿单位，每个学
校下可以填若干个专业志愿和
是否服从专业调剂意愿；实行
“院校专业组”的模式后，则以一
所学校加一个专业（组）为一个
志愿单位，将每一个志愿细化到
了专业或专业组，不再进行专业
调剂。考生在选考科目与专业
组相符的前提下，可以先选择院
校专业组，再在专业组下选择自
己喜爱的若干专业。既可选择
同一所高校不同专业组，也可选
择不同高校的相同专业组，更好
地满足考生的专业选择和职业
规划需要。

批次设置，本科一批、二批
合并

合并本科一批、本科二批录
取批次，进一步扩大考生的选择
范围，不以批次把学校分层、把学
生分类，体现了教育公平，代表了
高考综合改革的方向。

投档录取，按首选科目物理、
历史分别划线

在“院校专业组”志愿设置
下，按照首选科目物理、历史两
个类别，分别划定录取控制分
数线，分别进行平行志愿投档
录取。

咋学？
高中教学将实行选课走班教学

“3+1+2”模式与文理分科有啥区别？
目标导向不同

“3+1+2”的模式既体现了物理、历史学科的基础性作用，
突出了高校不同学科专业选才的要求，也更加注重学生的全
面发展，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选择科目组合不同

“3+1+2”模式下，学生可根据个人兴趣特长、拟报考学校
和专业的招生要求，在12种组合中自主选择，给学生提供了
更多的选择机会；而传统文理分科仅有2种固定的组合供考
生选择。其中，文科考生只能选择思想政治、历史、地理1种
固定组合，理科考生只能选物理、化学、生物学1种固定组合。

考试内容不同
“3+1+2”模式下，学生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的

语文、数学、外语3个科目考试时不分文理，所有
考生的考试试卷完全一致；而传统文理分科的数
学考试科目，试卷的内容和难度则是有区分的。

“3+1+2”模式
“3”统考科目
语文、数学、外语 全国统一试卷，不分文理科
“1”首选科目
物理或历史二选一
“2”再选科目
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四选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