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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新高考逐渐走进我们的视野。为了解决

高考综合改革推进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

题，江苏省作为全国第三批高考综合改革省份，根据教

育部部署，于2021年开始正式执行新高考方案。新高考

方案主要为“3+1+2”模式，其中“3”指语文、数学、

英语3门必选科目，“1”指从物理、历史科目中选择1门

作为首选科目，“2”指的是从化学、生物、思想政治、

地理科目中选择2门作为再选科目。新方案发布后，得到

广大考生、家长、教师及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高考新

政策从考试内容、考试科目选择为出发点，拓宽了学生

在学习上的自主选择权，更加有利于促进学生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更加有利于国家选拔各类人才，更好地适

应了高质量发展对高素质多样化人才的需求。

江苏省高考改革的总体目标所体现的

教育公正内涵及意蕴

（一）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伦理公正为立场，促

进人才选拔公平且科学

1、伦理意蕴一：教育公正的基石——立德树人

江苏省高考改革将“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这

一理念深刻体现了教育公正的核心价值。立德树人不仅

是教育活动的出发点，也是其最终归宿，它要求教育不

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培养学生的品德、情操和社会责任

感。在高考这一关键环节中，通过强调伦理公正，确保

每位考生都能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下竞争，实现个人潜

能的最大化。这种伦理意蕴在于，它超越了单纯的知识

传授，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将教育的目的提升到培养具

有高尚品德和创新能力的新时代人才的高度。

2、伦理意蕴二：科学选拔与自由价值的统一

高考作为人才选拔的重要途径，其科学性与公正性

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江苏省高考改革通过不

断调整科目设置和评价体系，力求实现人才选拔的科学

化。从“3+2”模式到“3+1+2”模式，每一次变革都旨

在更加精准地评估学生的能力和潜力，减少单一分数评

价的局限性。这种科学选拔机制不仅提高了选拔的精准

度，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自由发展空间。它体

现了教育公正中的自由价值，即每个人都有权利根据自

己的兴趣和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不是被单

一的评价标准所束缚。

3、伦理意蕴三：尊重差异与个体发展的和谐共生

在高考改革中，尊重个体差异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伦

理原则。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们拥有不同

的兴趣、特长和发展需求。江苏省高考改革通过增加选

考科目、实行等级制等方式，努力满足不同学生的发展

需要。这种尊重差异的做法不仅体现了教育公正的平等

原则，也促进了学生个体发展的和谐共生。它鼓励学生

在自己擅长的领域追求卓越，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探索

未知、挑战自我的机会。

（二）以人为本，从关注成绩到关注学生全面发展

1、伦理意蕴一：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

回归

长期以来，高考被视为一种选拔工具，其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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