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天津高考改革新方案(汇总5篇)
为了确保事情或工作有序有效开展，通常需要提前准备好一
份方案，方案属于计划类文书的一种。通过制定方案，我们
可以有计划地推进工作，逐步实现目标，提高工作效率和质
量。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方案策划范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天津高考改革新方案篇一

2018年开始启动，2021年整体实施。江苏省新高考
为“3+1+2”模式，“3”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统一高考科
目，不分文理；“1”为在物理、历史2门选择性考试科目中
选择1门；“2”为从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4门选择性
考试科目中选择2门。

1、选择性考试科目等级转换规则

选考科目采取等级分转换模式，由原始分进行等级划定后，
再由等级转换而来的分数。

对于某一再选科目，考生该科目的合格性考试成绩达到合格
后，转换时赋分起点为30分，满分为100分。

具体转换规则和步骤：

第一步，按照考生原始分从高到低划定a、b、c、d、e共五个等
级，各等级人数所占比例分别约为15%、35%、35%、13%和2%，
从而将考生的原始分转换成了等级。

第二步，将a至e五个等级内的考生原始分，依照等比例转换
法则，分别对应转换到100～86、85～71、70～56、55～41
和40～30五个分数段，从而将考生的等级转换成了等级分。

2、2021起以“院校专业组”方式投档



“院校专业组”指的是某高校对考生选择性考试科目要求相
同的专业（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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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同一“院校专业组”内各专业（类）对考生的选考
科目要求相同。

“院校专业组”是志愿填报与投档录取的基本单位，与现行
的按“院校+专业（类）”填报志愿和录取不同，新高考改革
方案是按“院校专业组+专业（类）”进行志愿填报和录取。

高校依据统一高考成绩以及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高中阶
段综合素质评价，以“院校专业组”为一个招生单位，按专业
（类）进行录取。

天津高考改革新方案篇二

江苏省教育厅将举办新闻发布会，沈健厅长将通报江苏省教
育考试招生制度的新动向，其中包括社会瞩目的高考新方案。
根据江苏教育发布公布的最新信息，江苏省考试招生制度改
革实施方案包括1个整体方案和5个具体方案。

江苏省教育厅于2月23日上午10:00召开江苏省考试招生制度
改革新闻发布会。沈健厅长通报江苏省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
革的新动向，其中包括社会瞩目的高考新方案。

实施“3+3”模式选考科目调整为“6选3”

在高考科目设置方面，和现行高考方案相比，江苏省普通高
考统考科目仍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保持不变;选考科目
由现行的“6选2”调整为“6选3”，即由学生在思想政治、
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6门科目中自主选择3门选
考科目，并计入高校招生录取总成绩。

高考综合改革20xx年启动20xx年正式实施



教育部明确江苏省启动高考综合改革的时间为20xx年，并要
求于20xx年6月底前将高考综合改革方案报教育部备案后向社
会公布。根据这一要求，江苏省新一轮高考综合改革方案应
该是从20xx年秋季入学的高一新生起开始启用，在20xx年普
通高考中正式实施。

考生可享受同一必考科目两次考试机会

江苏省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包括1个整体方案和5个具
体方案。整体方案是《江苏省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具体方案包括普通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方案、高职院校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方案、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方案、普
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方案、中职学校学生学业水平
测试实施方案等5个方案。

江苏省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整体方案是严格遵照《国务院关于
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在教育部规定的时间
节点和制度框架内，结合江苏省省情和教育实际，并在总结
以往高考改革经验、广泛征求社会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研制
完成的，力求体现国家要求，具有江苏特色。

在改进招生计划分配方式方面，为贯彻落实教育部有关做好
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工作的要求，江苏省实施了招收农村
学生高校专项计划和地方专项计划，确定了实施区域。

在改进考试形式和内容方面，和现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
相比，江苏省将开齐开足学业水平考试科目，《普通高中课
程方案(实验)》所设定的13门科目均列入必考科目范围，江
苏省考生在高中期间可以享受同一必考科目参加两次考试的.
机会。

在改革招生录取机制方面，严格执行教育部等相关部委关于
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要求，自20xx年起，取消
思想政治品德有突出事迹的考生加分政策;自20xx年起，将少



数民族考生照顾政策调整为“少数民族考生报考省属高校加3
分投档”。

在改革监督管理机制方面，江苏省将健全分级负责、规范有
效的信息公开制度，完善省招委会各成员单位的考试招生工
作联席会议机制和分工协作机制，完善考试安全管理制度和
安全防护体系建设，加大违规查处力度。

在综合素质评价上，江苏省将国家提出的德、智、体、美等
方面的要求，具体拓展为：思想品德与公民素养、学习水平
与课程修习、体育运动与身心健康、审美素养与艺术特长、
创新能力与社会实践、自我认知与生涯规划等六个部分。

天津高考改革新方案篇三

除高考改革方面的问题外，“改革方案”还涉及各个阶段。

在义务教育阶段，将免试就近入学办法，实现全省城市义务
教育学校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落实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在输入地就学的同城同等待遇，确保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
教育。逐步建立基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综合素质评价
情况多元录取机制，实行优质普通高中和优质中等职业学
校(含技工院校)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办法并不
断提高比例，优质学校招生指标向农村和薄弱初中倾斜。加
大统筹力度，提高省属重点高校招收优秀农村学生的比例。
调整高校办学层次结构，压缩本科高校办专科规模、扩大高
职高专院校招生规模，鼓励民办高校面向省外扩大生源规模。

完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和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继续实行
两考合一的考试方式。

天津高考改革新方案篇四

启动高考综合改革，从当年秋季入学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开始



实施。考生高考成绩由国家统一考试科目成绩和普通高中学
业水平等级性考试选考科目成绩构成，满分750分。国家统一
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科，单科满分150分，不分文
理。

外语提供2次考试机会，学生选取1次较好成绩计入高考总成
绩。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选考科目为地理、历史、
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学生自主选择3科作为等级性选考
科目。选考科目按等级赋分，单科满分100分。等级性选考每
年组织1次，高中生在校期间只参加1次等级性考试，逐步探
索为学生增加等级性考试机会的办法与措施。

天津高考改革新方案篇五

20xx年高考改革新方案正式出炉！！！

语文180分，数学150分，英语多考，综合320分

学生高中一年级就可参加全国社会化的统考,外语一年两考，
三年六考，取最高分记入高三的高考成绩。

语数两科设定在6月7、8中的一天统考学生选考三门，按五级
制评价。

一：政策解读

1、取消一本线，保留本科线。致使各大院校会设置自己的专
业线，好高校，好专业的竞争变得尤为激烈。

2、文理不分科会导致试卷难度上升，对善于文科的学生不利，
善于理科的同学扩大了竞争优势。

3、明面上，英语不再统一在高三进行统考，其竞争变得更加
残酷。名校对于英语成绩有要求，这就促使你不断提高成绩。



改革前如果你的英语成绩不够好，可以通过优势学科拉分。
改革后，英语成绩不够好，甚至可能失去进入名校的资格!

4、三科等级考的存在，使得每门学科都要均衡发展。

二：应对策略

1、夯实所有学科基础，不让任何学科成为“短板”。

2、高中知识抢先学习，避免学习落差。新高一开学后，就将
面临“分班考”，分班考将是抢占高中优秀师资的一个机会。
很多学校都会拿高一期中试卷作为考卷。这就要求你，各门
学科在暑期达到高一期中水平。

3、极其重视英语，从现在开始抓起，力争第一次英语社会化
考试，就考最高分，减轻日后的学习负担。

4、提前树立目标，为“高校自招”做准备。

三：准确定位英语

1、高考改革后，英语实行社会化考试，一年两考，三年六考。
考生可多次参加，取最高成绩。这就意味着考生如果能在自
己英语水平最好的时候(中考后)把握时机，在高一就尽早考
出最好的成绩，那么就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拿更多的时间
来进行其他科目的学习。

2、英语课程需要我们科学合理地规划。在高一想取得英语社
会化考试的最高分，需要在初中做好充足的准备，做好初中
三年英语的整体科学规划显得尤为重要。力争在初中三年夯
实英语的基础，一举决胜中考进名校，摘取英语高考最高分，
两全其美!

四：英语课程规划



1、英语考试无论如何改革，考试内容的基本体系不会改变。
英语的综合能力提高了才能从容应对各种形式的英语考试。

2、高考命题杜绝繁难偏旧，基本以20xx年的试题难度为标准；

4、除了少数民族加分政策以外，其它加分政策都将取消;

5、志愿填报也有微调：考前填报，但从明年开始执行平行志
愿，第一志愿可以同时报2个，第二志愿可以同时报3个。

20xx年语文(文理同卷)180分，数学(文)150分，数学(理)150
分，文科综合320分，理科综合320分。英语文理同卷，实行
社会化考试，一年两次考试，按最高分记入高考成绩，英语
满分100分。

文科综合要注重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的基础知识、基本原理、
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从不同角度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重视发展学生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促进正确
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形成。考试分值由300分提高到320分。

在改革招生录取制度方面，重点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普
通高校逐步推行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
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二是加快推行职业院校分类招考和
注册入学，体现职业教育的特色。一些报考高职院校的学生
可不参加高考，学校依据其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职业倾
向性测试成绩录取。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改革内容是，以英语为主的外语将在高
一就可提前参与通考，高考统考变为社会化考试，有望打
破“一考定终身”。高三高考可能只有一天，“只考语文、
数学两门”。

此外，学生可在高一、高二、高三，根据自身兴趣选择地理、
化学等科目考试，招生院校也将根据自身要求对学科成绩继



续要求。艺术课、体育课和思想道德课内容，也将成为考核
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