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读】

中考改革方案出台:专家解读核心要点

《上海市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意见》（简称“中考

改革方案”）现已出台。对于相关政策出台，听听专家怎么说？

【初中校长怎么说？】

推进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给孩子未来更多可能

上海市建平实验中学校长  李百艳

中考改革引导师生重视每一门科目的教与学，丰富学习经历，避免学生的偏

科与知识面的窄化。物理和化学实验操作考，外语听说测试，跨学科案例分析等

新增的考试内容旨在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创新素养，可以更好释放

学生的创造力。中考改革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对人才培养目标的调整，与高

考改革相承接的必然选择。如果我们能做到知其变，也知其所以变，在这场改革

中我们就不仅仅能顺势而为，也一定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大有作为，努力推进

“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给每一个孩子未来更多的可能。

中考改革将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积极转变
上海市静教院附校校长  张人利

中考改革，除了改变计分科目、调整分值、完善录取办法之外，还有助于促

进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习方式转变。以转变学习方式提升学生关键能力，包括认

知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和职业能力。例如，在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名额分

配综合评价录取”中设立校综合考察环节，分值为 50分。又如，增加跨学科案例

分析的考核，分值为 15分。这些改革举措将积极引导和促进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学习方式的转变。在我看来，中考改革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体现在目标导

向与问题导向的结合上，因为它既反映了党和国家的要求，遵循了学生发展的规

律，也切中了目前教育的弊端。我们坚信，转变学生学习方式的积极导向不仅是

正确的，而且是可行的。

中考改革要求学校做好“四个准备”
上海市虹口实验学校校长  胡培华

面对中考改革，作为基层学校校长，必须做好以下四方面的准备工作：学科

教师的准备；教师专业素养的准备；学生适应变化的准备；综合实践活动的充分准



备。每一位教师要深入研究，充分弄懂学科学习的要求，挖掘并把握所授科目的

学科育人价值；帮助学生树立理想和抱负，从小打牢文化基础，做好知识储备，锻

炼自身生存能力，而这也是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所提出的适应未来社会发展所必

备的能力和品质。我们要努力创造更多的机会，努力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提质

轻负”，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健康快乐地成长，“把百姓的孩子高高举起”。

【高中校长怎么说？】

综合素质评价贯通初、高中，形成素质教育合力
上海市七宝中学校长 朱越

从上海中考改革方案来看，初中综合素质评价的结构体系、指标内容和评价

方式与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贯通，既客观记录学生初中学习生活的成长轨迹，又

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发展、注重内心体验，更为重要的是贯通了初中和高中的育人

评价方式，让初中和高中学校能依据学生成长需求，提供适切的课程和教学，形

成初高中推进素质教育的合力。

    “一考多用”和“三全”要求体现中考育人导向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校长 王洋

上海中考改革将初中毕业考试和高中招生考试合二为一，实现一考多用，有

助于减轻学生重复备考的负担和压力。同时，在考试内容上强调提高命题质量，

增加跨学科案例分析，突出实验操作，减少单纯记忆、机械训练内容；在成绩呈现

方式上，采用分数、等第等多种形式呈现，有助于克服“分分计较”的现象，传递素

质教育导向；体现“全员、全考、全用”的新中考“三全”要求。这既确保了义务教育

阶段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又结构性地平衡了学生的学业负担。深化高中阶段学

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旨在着力促进每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促进人才培养模式

转变，这是社会各界的共同期待，需要蹄疾而步稳。

【教育专家怎么说？】

让学生在书本知识和实践活动中平衡发展
上海市教科院普教所原所长 胡兴宏

综合素质评价是上海中考改革的一大亮点。学生综合素质培养需要通过各

学科学习加以落实，也需要在综合实践活动中得到强化。与单科学习相比，综合



实践活动在学生综合素质培育上更具有特殊重要的价值。将综合素质评价纳入

中招改革方案，对于初中教育改革具有重要导向作用。中考改革方案的推行实施，

将使作为学校课程体系中重要内容的“综合实践活动”愈发得到重视，并有了更好

落实的可能。综合实践活动如能得到更好实施和科学合理的安排，将为初中生综

合素质的提高拓宽时空，符合学生的天性和终身发展的需要。学生在校学习过程

中，将书本知识学习与实践活动进行平衡和结合,有利于形成积极的学习方式。

中考改革呼唤正确家庭教育观
上海市黄浦区教育考试中心主任  时咏梅

细细体会上海中招改革的初衷和考试制度的设计，会发现新政的目标之一

是培养“全面而有个性发展”的未来建设者和接班人，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

育，要牢牢围绕这个重点引领学生往这个目标发展。中考改革明晰了素质教育导

向，对广大中小学家长而言，如果家庭教育观念不作改变，仍以“应试思维”不断

强化知识的超前学习和反复训练，很可能得不偿失。“合适的才是最好的”，家庭

在学生成长的过程中，应该把握好孩子课外学习的度，顺应孩子的特点和想法，

选择和制定有利于孩子健康发展的成长途径，避免适得其反。 
“知真”“求通”“厚德”，历史教育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

上海市青浦区教师进修学院历史教研员 陈骥

上海中考改革将历史纳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计分科目，是国家从育人为本、

文化自信的高度，以考试制度改革为契机，积极推动历史教育走向深入，充分发

挥历史独有的学科育人价值和社会功用的战略举措，彰显党和政府对青少年思

想人文教育的高度重视与关切。以“知真”为育人基石，以“求通”为育人桥梁的中

学历史教育，其最终指向的是进一步帮助学生丰厚德性、坚定操守，树立中国人

的文化自信。我们有责任通过历史教育，引导学生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塑

造健全人格，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

思想人文基础。

中考改革为学科发展带来重要契机

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学院道德与法治（思想品德）教研员 何宁

为进一步破除唯分数论，上海中考改革方案强调，要通过丰富学生的学习实

践经历，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完全契合道德与法治（思想品德）学科关键

能力的培养要求。上海中考改革带来了充分展现学科特色和学科发展要求的重

要契机。对于思品学科教师而言，应该想方设法优化教学过程，减少单纯记忆、



机械训练，真正呼应学科关键能力和必备品格的培育要求。对于广大初中学生而

言，应该在教师引导下逐步转变学习方式，通过开放的活动和思辨的过程，将情

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知识的学习、能力的提高与思想方法、思维方式的掌握融

为一体。对于道德与法治（思想品德）学科而言，推进中考改革的过程必将是一个

师生双向互动，共同成长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