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北京高考改革新方案高考政策(实
用5篇)

确定目标是置顶工作方案的重要环节。在公司计划开展某项
工作的时候，我们需要为领导提供多种工作方案。方案书写
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方案呢？下面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方案策划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
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北京高考改革新方案高考政策篇一

我们在选科的过程当中，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学科的难度。因
为新高考最后看的就是考生学科的排名，而不是总分数。

所以学生们不能全都选择那些太简单的学科，因为这样是得
不到一个良好的排名的。当然也不能选择很难的科目，因为
这样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会耗费更多的精力。

2、兴趣最主要

在选择科目的时候，身为学生的我们也需要按照自己的兴趣
去选择科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我们投入精力去学习。

如果我们对于这方面的专业并没有任何兴趣，那么我们自然
是不会花尽时间去学习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这种机会并
且珍惜机会，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分数得到应有的提
升。

北京高考改革新方案高考政策篇二

1、高效阅读的方法需要训练，是一种眼脑相互协调的高效率
学习方法，一般情况下，培养阅读者直接把视觉器官感知的
文字符号转换成意义，消除头脑中潜在的发声现象，形成眼



脑直映，结合记忆训练，用以提高学习效率。

2、由于大家平时对快速阅读接触不多，可以通过直接训练，
训练大脑和眼睛的协调能力，去年，作为假期学生学习计划
中，以为软件练习30个小时就能使阅读速度提高5-10倍左右，
学习每天练习1-2个小时，两个星期就能取得很好的效果，普
通人300字每分钟左右的阅读速度会达到3000字每分钟的阅读
速度，记忆力也相应的快速提升。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央教科
所心理研究室原主任、多年从事脑心理研究的专家朱法良的
高度认可，目前我们学习很多班级开展的假期速读速记训练
课程。

3、到现在，我训练到顶级，今年考上了清华大学，同时通过
了香港科技大学面试，你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我的成绩。
如果是正在考试或者正在忙着备考的学生，我建议学习一下，
能够提高记忆力和学习效率。

北京高考改革新方案高考政策篇三

覆盖国家普通高中课程方案规定的除劳动教育和综合实践活
动课程外的所有科目，共14门（语文、数学、外语、物理、
化学、生物学、思想政治、历史、地理、信息技术、通用技
术、音乐、美术、体育与健康）。考试内容为必修内容，考
试成绩以“合格/不合格”呈现。普通高中在校生均须参加合
格性考试，考试科目成绩全部合格者，颁发普通高中毕业证
书。

选择性考试1门首选2门再选每门满分100分

考试内容为必修和选择性必修内容，考试科目包括：物理、
历史、化学、生物学、思想政治、地理6门，考生以高校专业
选考科目要求和自身特长等为主要依据，选择其中3门参加考
试，包括1门首选科目（在物理或历史中选择1门）和2门再选
科目（在化学、生物学、思想政治、地理4门中任选2门），



就是大家熟悉的“3+1+2”中的1+2模式。选择性考试每门科
目满分均为100分，成绩当年有效。同时，建立再选科目托底
保障机制。

据了解，从2024年起，全国统一高考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
外语3门科目，使用全国卷，不分文理。外语科目考试由听力
（30分）和笔试（120分）两部分组成。考生高考总成绩由全
国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成绩和全省统一组织的3门选
择性考试科目（一门首选、两门再选）成绩构成，总分为750
分。其中：语文、数学、外语3门以原始分计入总成绩，满分
均为150分。

同时，深化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改革。主要是全面实
施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并将其作为高校招生录取的
重要参考。重点考查、如实记录学生在思想品德、学业水平、
身心健康、艺术素养、劳动与社会实践等方面的表现，形成
学生综合素质档案。在我省招生的高校还将制定科学规范的
综合素质评价使用办法，并提前向社会公布。

北京高考改革新方案高考政策篇四

新高考录取模式下的平行志愿，新的录取投档模式还是遵循
平行志愿，分数优先的原则，那么考生考了多少分，全省的
排名就至关重要了。平行志愿的一个原则就是分数优先，按
照分数高低，从高到低开始录取。

填报志愿的浙江模式-专业+院校模式，浙江模式的本质是选
专业重过选学校，这种选择更有利于学生的发展，高校的每
个专业或专业组作为志愿，你可以选择不同院校的同一个专
业，也可以选择同一高校的不同专业，分别都是不同的志愿。

专业+院校模式的优缺点，优点是学生可以更加选择适合自己
的专业，比方我想学医学，可以选择临床+院校，这样就不会
把你调剂到金融或其他专业了，缺点是部分名牌高校的冷门



专业可能分数要低，不利于高校冷门专业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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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考改革新方案高考政策篇五

1、一想到高考就紧张，呼吸加快，心跳加剧，肌肉紧张。

处方:告诉自己，适度的紧张是正常的，不必过分担忧。找一
两件高兴的事去做，或者有意识地做些家务，分散注意力。
陪父母散散步，适当与同学交流，讲述一些发生在身边的愉
快故事。

2、失去自信心，怀疑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一定考不好。

处方:自信心不足，重要原因是对学习的知识不能扎实地掌握，
还存在知识空白点。这时可以一方面查漏补缺，另一方面回
忆以往考试的成功经验。早晨起床时暗示自己心情愉快、有
信心，以杰出人物为榜样，提醒自己不要惊慌，沉着应考。

3、越是临近考试，越是觉得知识生疏；越是拼命复习，越是
觉得掌握得不扎实。

处方:这是心绪紧张的具体表现，属于正常现象，需要缓和绷
得太紧的神经。建议适当参加文体活动，但不能过于剧烈；
一旦感觉到学习得特别疲劳了，要立即放下书本，休息锻炼。
即使在这时，头脑里仍然要注意对知识系统的完整梳理和把
握。

4、心情烦躁，容易发脾气，对很小的事情也容易发火。

处方:在疲惫的情况下，会出现一些不良情绪。这个时候，内
向的考生可出去散步，看看风景，平复心情；外向的考生在
不伤害他人和自身的情况下发泄一下，如大笑、打枕头等，



但要有度，否则引起情绪失控，只会适得其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