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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专家答疑解惑给出建议

去年秋季，我省全面启动新高考改革，首批进入“3+1+2”新高考模式的高一年级学生即将面临选课走班的重大选择。
新高考模式共有 12种选科组合，为学生的个性发展创造了条件，但也带来了困惑，因为不同组合在高考志愿填报时

的受限程度不尽相同，选科组合学习难易程度也有差异。那么，实施新高考模式后，学生应该如何选课？选课的难点在哪
里？怎样选课更有优势？……连日来，记者就学生及家长最为关心的这些问题做了梳理，并采访了相关专家答疑解惑，助力
高一年级学生明晰方向，选择更适合自己的选课方案。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学生们在选课
中很容易进入误区：一是片面追求专业
覆盖率，二是盲目跟从，三是看成绩，四
是信息不对等引起焦虑。

“在新高考背景下，学生进入高中
后，就要进行科学的职业生涯规划，以便
有针对性地进行科目选择。”面对学生们
的疑惑，楚晔波建议学生可以分两步走，
一是明确生涯大致方向，根据未来职业
倾向，圈定想报考的大学以及专业范围。

“一般情况下，建议学生在选科前能够锁

定一到两个学科门类，三到五个本科招
生专业类别，并进一步明确未来职业生
涯规划或方向。”在学生有了大致的职业
规划后，第二步便可以按照教育部颁布
的通用版选课指引，深入细致地了解可
选择的大学与专业以及选考科目要求。

“学生及家长要统筹规划，慎重选
择。”王鹏建议，应结合孩子兴趣、优势，
再综合考虑选科组合难易程度，让爱好
和优势能最大程度地发挥。科学选课要
做到“三个了解”：了解自己，做好生涯规

划清晰定位自己；了解专业及选课要求，
这是选课基础；了解自己的实力，选课不
仅是看成绩，还要看学科知识体系和自
己发展潜力。做好以上“三个了解”，才能
让自己的优势具有持续性。

王鹏提醒学生及家长，一定要认真
研读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
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通用版）》，做好自
己未来学业和职业规划，锚定某一类专
业，倒推其对选课的要求，深思熟虑后慎
重选择。

那么，高中生究竟该如何选课？赵
海禄建议，第一，根据个人志向、兴趣爱
好、自身优势等因素进行选择；第二，结
合报考院校相关专业选考科目要求进
行选择；第三，根据所在普通高中的办
学条件、特色优势等进行选择；第四，考
虑未来国家对人才的需求进行选择。

采访中，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招生考
试研究会理事、大同市委人才顾问、大同
市教育局全国高校合作顾问、大同市生
涯教育研究会会长楚晔波就高中生如何

明晰选课方向给出了非常实用的指导。
“选课有几个核心要素，一是物理组最好
选考化学，理、工、农、医等传统热门专业
全部捆绑化学，物理组优选物化生、物化
政、物化地组合；二是历史组最好选考政
治，军队、公安、司法院校要求选考政治，
文科考公热门专业法学类、马克思主义
理论类、外交学类等要求必须选考政治，
历史组优选史政生、史政地组合。”

王鹏不建议选学科差异较大的组
合。他说，在“3+1+2”的 12 种组合中，有

极少数学生可能会考虑选择如史化生、
物地政等学科差异较大的组合。但是，
无论从高中阶段学科思维要求角度，或
是从新高考志愿填报时的专业受限角
度，还是从等级赋分制角度考虑，这样
的组合都会存在较大弊端，所以不推荐
选择。他还提醒，新高考再选科目的成
绩采用赋分制，在选课时切勿只和自己
比较，要充分分析各科情况，尽量选择
自己在省里有排名优势的科目，这样才
更容易取得赋分优势。

最近，高一学生王浩杰正陷入纠结，
选课让他摇摆不定。“‘3+1+2’模式下，必
须在物理和历史中选择一科，我这两科学
得都不错，因为兴趣我想选历史，但以后
专业选择范围又比较小，让我很难抉择。”

“选课信息量太大，我不太清楚学科
组合都对应哪些专业和大学？”“我准备
选物理化学，剩下想在生物和地理中选
一科，可两科成绩相对平均，如何选择？”

“我将来想考公务员，有哪几种选课组

合？”……近日，记者随机采访几位高一
年级学生发现，对于选课，他们的困惑各
不相同。新高考给了他们选择的自由，却
增加了选择难度。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学生和家长们
最关注的莫过于“3+1+2”模式下，“1”与

“2”的科目怎么组合最科学。此外，选课和
未来选大学、选专业、选职业密切相关，
对高一学生而言，对专业设置不了解，更
缺少职业体验，也不是特别明晰未来职

业方向和自己的兴趣，所以就会迷茫。
“选课复杂性视学生个人情况而定。”

大同二中课程处主任王鹏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选课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
每个学生的情况不尽相同，学生及家长
除了要考虑所选科目孩子是否感兴趣、
是不是最擅长的以外，可能还要考虑其
他因素，比如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选考
科目的竞争对手、将来的就业、将来是
否读研究生以及是否出国留学等。

专业先行 充分考虑优势学科选课技巧

做好生涯规划 清晰定位自己专家建议

什么是新高考“3+1+2”模式？
市 招 生 考 试 中 心 主 任 赵 海 禄 介
绍，新高考改革取消了传统的文
理分科，实行“3+1+2”选考模式，
考试科目组合由 2 种变为 12 种。

“3”为全国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
外语；“1”为首选科目，要求考生在
物理、历史科目中选择 1 科；“2”就
是考生在化学、生物、政治、地理 4
个科目中选择 2科。“这样选考科目
就有 12种组合，分别为‘物化生’等
选物理的 6种组合和‘历地政’等选
历史的6种组合。”

“物理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
学科，不是工具学科，更加重视探
索真理的方法，对逻辑思维的提升
有很大的好处。”市教研中心主任
高静对 6 门选考科目做了分析，化
学是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有特
定的概念和理论，要求考生拥有
较高的识记能力和学科理解力；
生物学科注重基础知识和技能的
考查，注重真实情景中关键信息
的提取、整合及表达；政治学科包
括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形式逻
辑、法律等内容，知识涵盖广泛，
学习难度有所加大，高考主观题不
容易得分，但对于考公考研都比较
有用处；历史学科是人文社会科学
中的一门基础课程，它所具有的
思想性、基础性、人文性、综合性特
点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
有着重要意义；地理学科文 理 兼
备，是一门综合性学科，高考考题
客观、答案明确，文理均可选择，
专业适应范围广。

选考科目
有12种组合

● 专业覆盖率 96.22%
● 科目关联度 该组合为传

统纯理科组合，科目之间的学习
关联度较高，一般理科特别强的
考生会做此选择。

● 学科学习难度 理、化属
于理科类比较难的科目，生物的学
习难度虽低于这两者，但同样也需
要考生具有超高的记忆力和理解
力，这种组合的学习难度较大。

● 竞争压力 选择该组合的
考生人数较多，且多为优等生，竞争
压力较大，成绩一般的考生选择这
个组合很明显会处于竞争劣势。

● 专业覆盖率 96.58%
● 科目关联度 物理和化学都

属于理科类学科，政治注重知识记
忆和理解，三个学科间的关联度不
高，学科领域跨度较大。

● 学科学习难度 物理学习难
度较高，化学的学习难度在物理和生
物之间，要求考生具有较高记忆力还
能够充分理解，政治属于文科学科，偏
记忆性知识较多，想要得高分比较难。

● 竞争压力 这种组合专业选
择面广，专业覆盖率高，有利于考生
考研和公务员。这种组合选择人数
较多，有一定的竞争压力。

● 专业覆盖率：95.84%
● 科目关联度：地理又被

称为文科中的理科，物化地的
组合方式背诵内容较少，符合
理科学习特点，该组合的学习
科目之间关联度较高。

● 学科学习难度：该组合
的学习难度并不比物化生的学
习难度低，学习难度较大。

● 竞争压力：能够选择物
理化学的考生理科学习能力更
强，以理科的思维学习地理也
能起到很大的帮助，该组合选择
人数较多，竞争压力较大。

● 专业覆盖率：49.34%
● 科目关联度：历史+

地理+政治，该组合是最传
统 的 文 科 组 合 ，科 目 关 联
度密切。

● 科目学习难度：这
个组合相对更轻松，注重的
是文科思维，知识的记忆和
理解等，这一组合适合不擅
长理科的广大考生。

● 竞争压力：从 已 经
试点高考改革的省份看，也是
选课人数最多的组合之一，这
也意味着竞争异常激烈。

12种组合优劣势延伸阅读

““物化生物化生””组合组合

（大同市生涯教育研究会提供）

““物化政物化政””组合组合 ““物化地物化地””组合组合 ““史政地史政地””组合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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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目前各省选科数据
看，生物、地理的选科人数较多，在
赋分制前提下，中等生选择“物生
地”组合不占优势。“物生政”组合
学科跨度较大，学习难度相对不
大，但不易得高分。“史政生”组合
在专业的选择上偏向于传统文科
专业，竞争压力不大，但想取得高
分有一定困难。“物政地”“史政
化”“史化地”“史化生”“史生地”等
5种组合选择人数相对较少，由于
学校师资和场地限制，大部分学校
很难单独为人数少的组合设计走
班课程时间表。

新高考模式下，如何选课更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