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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的数量和质量也难以满足学生的实际需求。此外随

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新的资助方式和手段也应

不断涌现以更好地适应学生的需求。

最 后 ， 社 会 力 量 的 参 与 和 支 持 不 足 也 是 影 响 贫 困

生资助体系完善的重要因素之一。贫困生资助工作不仅

需要政府的投入和管理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和支

持。然而目前江苏省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贫困生资助方

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和局限，导致资助工作的覆盖面和

效果难以进一步提升。

实现教育公正的“新”政策建议

（一）遵循人才培养规律，优化高考科目设置

在 新 一 轮 高 考 综 合 改 革 中 ， 学 生 自 主 选 择 考 试 科

目 增 加 到 6 选 3 ， 使 科 目 组 合 数 量 扩 大 到 1 2 个 ； 其 次 在

选考科目的构成上，先要选择物理和历史两个科目中的

一个科目，然后根据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方案以及学生

的兴趣和特长，从另外四个科目中选择两个科目进行组

合。这种考试科目的设置，一方面扩大了学生和高校的

双向自主选择权，提高了高中学业和入学考试之间的相

关性；另一方面，有助于确保物理学和历史学在自然科

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学科中的基础地位，从制度设计层

面提前引导学科选择，根据人才培养和选拔方法，避免

实践性学科选择的风险，有效促进学生的个人发展，以

满足国家人才需求。

（二）优化评分方法，实现公平选择

第一是提高结果的差异性。新的高考改革方案将总

分设置为750分，远高于当前课程480分的总分，可以更好

地提高成绩的差异化，有效解决当前课程高考成绩持平的

问题，也有助于缓解学生备考压力，减轻学生工作量。

第二是避免功利化选科。为了保证文理科的基础，

江 苏 高 考 新 政 策 中 明 确 规 定 ： 物 理 、 历 史 是 必 须 2 选 1

的，其他4门课，考生可以结合高校的选科要求和自身的

学习兴趣选择2门。通过对考试科目设置的优化设计，确

保了物理和历史学科目在高等教育人才选拔和培养中的

重要性。“3+1+2”的模式，扩大了考生和高校的自主选

择权，促进了文理渗透，最终能够积极引导在中国缺位

严重的高中生学业和职业生涯规划。此项改革制度设计

的初衷是秉承以生为本、学其所好、考其所长的原则。

同时，必选物理或历史，也可以一定程度上保障两者作

为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地位，规避功利化

选科，保障人才知识结构基础。

（三）完善综合素质评估体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高考评估标准反映了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因此，这

一轮高考综合改革的基本内容之一是全面实施综合素质

评价，改变以考试成绩为单一标准的学生评价做法，采

用“两依据一参考”的评价模式，即大学应根据标准化

入学考试和学业水平测试结果录取学生，并参考对中学

质量的全面评估，建立差异化人才评估体系。

江苏在这次高考综合改革中，评估内容涵盖了学生

的道德品质、智力发展、身体素质、审美标准和劳动能

力、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多因素；评价结

果，将原来的等级改为真正记录的综合质量档案，更加

注重实施过程的规范性和公平性。通过真实记录、整理

选拔、公开评议、档案形成四个程序，客观记录了学生

的综合素质发展情况，从制度层面保证了评价过程和结

果的公平性和真实性。

（四）优化考试录取方式，促进高等教育公平

新一轮高考改革中录取过程公平是本次高考改革的

亮点。录取环节突出考生差异化发展，通过录取机制建立

多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确保每个考生都有进入大学的资

格，给予考生更多被录取的机会，促进了教育公平。

结　语

综上所述，江苏高考改革从考试内容和考试科目选

择为出发点，鼓励学生自主选择考试科目，以个性化的

方式学习，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江苏高考新政策

为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了强大的制度基础，

且始终秉持科学的价值观，尊重受教育的权利，不断推

进高考改革创新，维护了教育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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