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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 

组合种类更多  选择难度更大 

合格考、走班选科、等级赋分……

伴随着“新高考”，还有一堆新名词。这

些新名词组合在一起，既给学生带来

了更大的学科选择权，也增加了选科

难度。我们来听一听学生和家长遇到

的问题和困惑。 

“我不太认识我自己……”说起选

科体验，陈仓区虢镇中学高一学生刘

智扬（化名）半幽默半尴尬地说。原来，

“新高考”要求学生对自己有清晰的认

知。为帮助学生客观认知自我，学校定

期邀请心理咨询师、生涯规划师等宣

讲相关知识，也会引进一些专业的自

我认知测试软件。在听宣讲、参与认知

测试的过程中，刘智扬发现二者均会

问“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优势在哪

里”等问题。仔细思考这些问题，刘智

扬才发觉自己对自己竟然知之甚少，

甚至一些认知与实际情况相反。 

说起选科，不少家长最大的困惑是

“选择自由了，但选择难度增加了”。他们

解释说，以前只有文、理两种选择，两个

里面挑一个，相对简单。“新高考”有12

种选择，12个里面挑1个，难度相对增

加。同时，“新高考”要求学生“国事家事

天下事，事事关心”，并提前做好职业生

涯规划。而学生和家长适应了传统教育

模式，平日里“两耳不闻窗外事”，对专业

设置不了解，缺少职业体验，更别提明晰

未来的职业方向。因此，直面“新高考”选

科模式，不少学生和家长犯起了难。 

“选纯理科组合，还是文理搭配

类组合？”“选热门组合，还是小众组

合？”……面对选科，不少学生和家

长困惑地问。当然，学生和家长的困惑

和问题不止如此。例如，有的不清楚获

取选科知识的权威渠道，“迷信”短视

频及所谓职业规划机构，结果得到的

选科知识要么片面，要么错误；有的

知识储备不足，对选科政策一知半解，

走了不少弯路。渭滨中学高二年级部

主任赵文眉说，“新高考”考的不仅是

孩子，也是一个家庭应对变化与改革

的反应力与决断力，而部分家长和孩

子目前的困惑和问题则说明，大家距

离“新高考”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 

关键 

尊重学生兴趣  兼顾职业规划 

“物化生，死亡学科。”“选科一定

要避开物化政。”……在选科过程中，

不少家长看到过这样的字眼。这些字

眼让学生和家长焦虑、茫然，不知如何

是好。那么，直面“新高考”，学生和家

长到底应该如何科学选科呢？ 

石油中学教务副主任薛永安的建

议是借“东风”，吃透“新高考”选科政

策。例如，自我认知不清晰，学生可以

通过学校的心理老师，学习认知自我

的科学方法。专业要求不清楚，学生和

家长可以查询 2025 年普通高校拟在

陕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职业规划

不清晰，学生和家长可以通过学校老

师或者学校邀请的职业规划师等，明

晰职业生涯规划。对“新高考”相关政

策不了解，学生和家长可以借助省教

育厅网站等官方渠道，了解准确全面

的权威信息，切勿听信部分机构和非

专业人士的片面解读。   

面对 12 种选择，不少学生和家

长举棋不定，甚至选定之后又调换，耽

误了宝贵的学习时间。为此，渭滨中学

教务处主任刘书青提供了一个选科

思路——“做减法”，降低选择难度。

他建议学生和家长参照“新高考”的

“3+1+2”模式进行选择。“3”代表的语

数外是必考科目，不用选择，因此，学生

和家长可以先确定“1”，即先确定未来

学“物理”方向，还是“历史”方向。大方

向选定之后，学生和家长只需要在化

学、生物、地理、思想政治四门中选两个

即可。四选二时，学生和家长也可以再

次“做减法”，减去学生不喜欢的科目、

弱势科目等，再次降低选择难度。 

“尊重学生兴趣，兼顾职业规划。”

这是宝鸡中学副校长么慧芳的建议。

提起选科原则，有人说就业优先，理由

是未来好就业；有人说兴趣优先，理

由是兴趣是持续学习的动力。这些话

语看似都有道理，却让学生和家长更

加不知道应如何选择。么慧芳提醒学

生和家长，选科没有最优组合，只有最

适合自己的组合。同时，选科其实是理

想与现实之间的选择，没有人知道如

今的热门专业未来是否依旧红火，也

没人知道如今的冷门专业未来是否依

旧冷门。因此，么慧芳建议学生和家长

摒弃功利思想，在尊重学生兴趣的基

础上，参照学生的学习水平、专业设置

要求、所在学校的师资力量等作出最

适合的选择。 

启示 

丢下分数包袱  重视实践能力 
“新高考”选科模式不仅带来了更

多的选择机会，还释放了鲜明的“变

革”信号。如何适应“变革”呢？我市教

育人得到的启示是更新教育理念，丢

下分数包袱，注重均衡发展，重视实践

能力。 

薛永安得到的启示是更新教育理

念，丢下分数包袱。他解释说，教育圈

以前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分分分，学

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师的法宝。”但

如今，“新高考”实行等级赋分制度，卷

面成绩被换算之后才会计入总成绩。

这就意味着，卷面上的分数对考生来

说，参考价值并不大。同时，“新高考”

不仅考学生的学习能力，也考学生对

自己未来的规划能力。这就要求学生

和家长丢下分数至上的理念，从学习

各学科的知识和能力出发，学到真知。 

“重视语数外，稳扎稳打，均衡发

展。”这是渭滨中学副校长徐有强从

“变革”中得到的启示。他提醒学生和

家长，在“3+1+2”模式中，很多人纠结

“1”与“2”科目怎么组合。殊不知，“1”

与“2”选择固然重要，但“3”才是赢得

高考的主力军。从重要程度来说，“3”

是“1”和“2”的学习基础，没有“3”，

其他学科很难学好。从高考分数占比

来看，“3”代表的学科各占 150 分，而

“1”“2”代表的学科则各占 100 分。因

此，他建议学生，从此时此刻起，重视

语数外学习，特别是重视语数外核心

素养的培养，搭建好知识体系，夯实

好知识基础，稳扎稳打，为未来选科

提供更多可能。 

么慧芳得到的启示是重视社会实

践。她分析说，“新高考”鼓励学生放开

手脚、个性发展，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

和爱好选择未来的发展方向。这就倒

逼学生和家长必须纠正读死书、死读

书的老传统，树立重视社会实践的新

理念。例如，学生可以通过社团活动、

研学活动等进行职业体验，了解不同

行业需要的学科知识，以及该学科的

现状、未来及相关职业等。同时，学生

也要主动将课本中的学科知识融入

社会实践，解决实际问题，提升实践能

力、创新能力。 

学生在社团活动中提升社会实践能力

传统戏剧走进课堂

近日，金台区金河尚居小
学学生迎来了一堂不一样的课
程——秦腔课。陕西省教学能
手、中国合唱协会会员、陕西省
名师基础教育资源库成员王晓
芳以生动的讲解和示范，向学生
介绍了秦腔的起源、发展及主要
流派。紧接着，王晓芳引导学生

学唱了秦腔《三滴血》的经典唱
段，点燃了学生对秦腔的兴趣和
热情。金河尚居小学负责人说，
秦腔课不仅增长了学生的戏曲
知识，也播种了传统文化的种
子。他们将挖掘更多本土历史故
事、民间艺术等教育资源，助力
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陈仓区

中学生排球赛圆满落幕
本报讯 （记者 李晓菲）近

日，2024 年陈仓区中学生（初

中组）排球比赛在陈仓区恒大

小学举行（见右图）。陈仓初中

斩获男女组双冠军。

本次比赛由陈仓区教体局

主办，旨在激发全区青少年积

极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引导

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此次比

赛为期两天，吸引了全区 15支

队伍的 200 余名运动员参赛。

经过激烈角逐，陈仓初中、千渭

初中、赤沙教育组、虢镇初中分

获男子组前四名，陈仓初中、香

泉教育组、慕仪教育组、拓石教

育组分获女子组前四名，周原

教育组、陈仓初中获得优秀组

织奖，拓石教育组、香泉教育组

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

陈仓区教体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陈仓区教育系统将继续贯

彻落实体教融合发展理念，持续

举办各类校园体育赛事，营造积

极向上、阳光健康的校园体育文

化氛围，增强青少年身体素质，

促进他们健康成长。

按照《陕西省深

化普通高等学校考试

招生综合改革实施方

案》要求，2025 年起

陕西省普通高考实行

“3+1+2”模式。其中，

“3”为语文、数学、外

语 3 门 统 一 高 考 科

目 ；“1”为首选科目，

考生须在物理、历史

两门科目中选择 1 门

作为首选考试科目 ；

“2”为再选科目，考生

可在化学、生物、思想

政治、地理 4 门科目

中选择两门作为再选

考试科目。 

 新闻链接 ： 

“你家孩子选科了吗？”……近日，不少高一、高二学生家长聊天的热门话题就是“新高考”选科。随着陕西
省高考综合改革工作深入推进，“新高考”选科成了高中生和家长需要直面的“必考题”。那么，在“新高考”实行的

“3+1+2”模式下，高中生和家长到底遇到了哪些问题？应该如何破解这些问题并科学选科？选科又给高中生及
小学、初中段的学生带来哪些启示呢？ 

直面“新高考”    宝鸡娃如何科学选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