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广东省高考政策加分规则 广东省
高考政策调整以及改革方案(通用8篇)

通过公司宣传语，我们可以向外界展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
优势。宣传语需要简洁有力，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希望通
过阅读这些宣传语范文，大家能够获得一些关于公司宣传语
创作的灵感和启示。

广东省高考政策加分规则篇一

文科类573524474403270

理科类577519483407280

体育类410/240330/200320/198292/183260/178

美术类345/234335/224325/214285/195255/170

音乐类348/230330/207315/202280/180255/160

广东省高考政策加分规则篇二

按照既定计划，国家高考改革方案将在今年上半年公布，广
东会有哪些政策变化？杨开乔表示，为保持高考政策的连续
性和稳定性，2015年，广东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的实施办法基
本维持不变，仍按现行的《广东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改革调
整方案》实施，语文、数学、英语每科分值还是150分。下一
阶段，待教育部公布高考改革总体方案后，广东将按照教育
部的有关要求，结合实际情况，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研究
制定广东高考改革方案，新的高考改革方案会提前三年向社
会公布。

杨开乔说，高职分类考试是今后高考改革的一个方向，下阶



段广东将根据教育部对考试招生制度顶层设计的框架，开展
分类考试、综合评价的改革探索，高职院校建立健全“知识+
技能”考试制度，在考试内容、录取方式和时间安排上与普
通本科院校分开，使一部分学生从高考竞争压力中解放出来，
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促进符合高等职业教育培养规律和特
点的人才评价选拔模式的建立。

广东省高考政策加分规则篇三

随着2016年高考的日益临近，关于高考的相关政策也已经陆
续发布。广东的高考政策，往往会受许多老师和专家们的关
注，那么，我们就结合广东高考的相关新政策以及试卷的命
题方向，来解读和分析一下今年和未来的高考动向。

广东省高考政策加分规则篇四

《意见》提出，高考实行“3+3”的考试模式，本科院校招生
不分文理科设置考试科目，实行语文、数学、外语3门统一高
考科目和3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考试方式。

语文、数学、外语科目分值不变，每科满分150分。3门高中
学业水平考试科目由考生根据所报考高校的要求和自身特长，
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中自主
选择，推动素质教育和创新人才的培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普通高考外语科目为有需要的学生
提供同一科目参加两次考试的机会，学生选择最好成绩使用，
以减轻学生集中应考压力，改变“一考定终身”的弊端。

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提醒，现在在读高中学生及2016
年、2017年入学的高一年级学生仍执行目前高考方案。在实
施新的高考综合改革方案前，这几年过渡期，各中学和考生
要按照目前的高考方案要求安排好教学和备考工作。



广东省高考政策加分规则篇五

高考改革方案重磅出台，2017年上海、浙江将不分文理。让
广东省考生家长关心的是，广东未进首批试点名单，14日，
省教育考试院院长杨开乔在网上接访时透露，预计今年广东
招生计划比去年有所增加，重点大学录取率同比有所提高；
为保持高考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明年我省普通高校招生
考试办法基本不变，语文、数学、英语每科分值还是150分。

广东省高考政策加分规则篇六

文科类579534483425290

理科类560504465400280

体育类407/204328/200315/198290/183270/178

美术类350/236340/226330/215290/200260/175

音乐类350/231335/208320/203290/183260/160

广东省高考政策加分规则篇七

文科类594546498430300

理科类574516480400300

体育类418/240340/200330/198300/185280/180

音乐类350/233320/210305/205285/185260/165

广东省高考政策加分规则篇八

对此，黄友文表示，国务院此次公布的是总体方案，广东是



否全国统一命题，也要等教育部出台实施细则后，根据教育
部具体部署统一实施。但黄友文表示，无论是全国统一命题
还是分省命题，命题的具体内容和依据都是根据早已确定好
的中学教学大纲进行。因此，对于中学来说，只要按照原有
教学备考工作安排去做即可。

深圳实验学校原校长曹衍清认为，“如果要全国统一命题，
相信要取大多数教材的交集。”曹衍清说，因为大学的招生
指标是以省为单位分配的，所以是否纳入全国统一命题，对
学生的录取比例不会造成影响，“但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
的省份，录取的大学更容易进行横向的比较。”此外也有专
家指出，命题权有限上收，可解决高考命题质量参差不齐的
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