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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海南省农垦中学教务处叶

主任正忙于高一学生选科走班工作。

“目前正在开展选科走班第一轮摸

底，后续还要经过两三轮的工作。”

叶主任介绍，高一下学期末将正式开

始选科走班。

记者了解到，各校普遍于高一上

学期开展选科走班前期工作。多数学

校于高一下学期开始选科走班教学，

也有个别学校高二才开始相关工作。

“高一上学期我们通过多种形式

向学生、家长介绍新高考的政策、信

息，同时通过生涯规划课、心理课等

让学生探索自己的兴趣。”海南中学

心理正高级教师陈玲介绍，该校于高

一下学期实行动态分层走班（即，学生

的行政班不变，语数外三个学科及早

读、晚修等都在原来的班级进行，学生

选考和合格考科目实行走班教学）。

“一开始，学生的选考科目可以是‘6

选3’，也可以是‘6选4’，甚至‘6

选5’。”陈玲介绍，进入高二，学生

最终确定6选3的科目并开始正式选

科走班。

海南高考改革6年

“选科走班”经验看这里
“6个学科，到底该选哪 3

科？”近日，海南多所高中学校开
始进行高一学生选科走班相关
工作。面对新高考赋予的选择
权，不少学生犹豫不决。

自2017年海南启动高考改
革以来，新高考“选科走班”已走
过6个年头。新高考下，除了语
文、数学、外语三门全国统一高
考科目之外，海南考生可以在思
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
生物6门中自主选择3门。

这6年来，“选科走班”在高
中学校推行得如何？新一届高
中生如何科学选科？

□南国都市报记者黄婷文/图

海中学姐陈秀娴：

走进各行业多看看

南国都市报12月17日讯（记者 黄
婷）回想高中选科及高考，海南中学

2020届高中生陈秀娴用“纠结”“迷

茫”来形容。“当时考虑学科成绩和就

业的覆盖率，我选择了物理、化学、地

理三科。因为高中物理成绩较好，高考

填报了物理学专业。”陈秀娴说，经过

大学的学习和实践，她发现物理研究工

作并不适合自己，因此正在准备跨专业

考研。

作为海南新高考改革的首批学生，

陈秀娴坦言，当时选科走班还是有些迷

茫的。在2020年的高考中，陈秀娴以

728分的好成绩被厦门大学物理学专业

录取。然而进入大学深入学习物理学

后，她发现自己无法全身心投入深奥的

物理学习中，也难以胜任前沿的物理研

究工作。“追求心中的热爱永远都不

晚，只要勇敢去做！”大三时，她决定

跨专业考研，目前她依然坚持在备战考

研的路上。

陈秀娴想对学弟学妹们说，在选科

前，可以亲身去各行各业了解实际行

情，或者询问从事各职业的前辈们，多

听多看，对未来职业的选择不要仅仅停

留于幻想。

“好好选择固然很重要。但一个选

择只是一个站点，人生还有很多转折的

机会，重要的是尽力去做。”陈秀娴表

示，每一段经历无论崎岖与否都弥足珍

贵，它们会激发我们更多的思考，让我

们在探索中更加清醒、更加坚定地面对

未来。

在多年指导学生选科的经验中，

陈玲注意到每届学生往往有一些共同

的选科误区，如只看专业覆盖率、只

看成绩等。

选择物理学科，未来可选择的专

业多、就业范围广，因此一些学生就

盲目选择“物、化、生”科目组合。

“考生只会被一个专业录取，选科时

可以参考专业覆盖率，但是切勿将其

作为选科的唯一标准。”陈玲提醒，

考生还应考虑自己的学习能力、专业

兴趣、就业方向等多方面因素。

“还有些学生在选科时仅仅以成

绩为标准，而选择自己分数高的科

目。”陈玲提醒，最好不能仅仅依靠

高一的成绩就决定选考科目。考生应

注意的是高二的学科学习，考生应注

意的是高二的学科学习相较高一阶段

会有变化，更需要看学科潜力。同

时，要考虑成绩和自己付出时间的关

系等。

学校怎么做？

“新高考刚落地那两年，学生选

科走班是摸着石头过河。”海南华侨

中学教师徐永清介绍，经过6年的沉

淀，如今学校在开展学生选科走班相

关工作上更加从容、有序。

记者了解到，各学校尽量创造条

件满足学生自主选科需求。海南中学

20个组合全开，确保每位学生按照

自己的意愿自主选择科目。但也有一

些学校受限于教室、师资等，对于学

生选择比较少的组合暂不开课。

据了解，各校选择传统组合“物

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

理”的相对较多。新的组合受欢迎情

况则呈现学校差异。比如，除了传统

组合，海南中学的学生还喜欢选择

“物理+化学+X”；而海南农垦中学

的学生更喜欢选择“物理+生物+地

理”组合。多所学校负责人表示，优

质学校选择物理、化学等偏理工科目

的学生更多，而薄弱学校学生更喜欢

选择偏文的学科组合。

各校编班方法也日渐成熟。如将

选择同样三科组合的学生编在一个

班，固定班教学，学生不用走班。

“定二走一”或“定一走二”也是各

校普遍采用的方法。

“我校搭建了拥有46位教师、涵

盖11个学科类别的生涯教育团队，

并建立起了从课内理论与认知课程到

课外实践体验活动的立体生涯教育体

系。”陈玲介绍，组织学生利用周

末、假期走进职场，更好地认识自

我、了解社会，从而更精准科学地选

择高考科目、填报高考志愿，规划未

来人生。

学生的选科偏好 呈现学校差异

多数学校高一下学期开始选科走班

因人而异综合考量
虽然选科走班有了经验可循，但

对于每位即将做这道“选择题”的高

中生来说还是有点难。为此，记者邀

请经验丰富的老师为大家指点迷津。

“如何科学选科？不能一概而

论。”陈玲表示，不同学生有不同的

选择思路，具体为：意志坚定者，首

选“最相关”科目；兴趣明确者，首

选“最喜欢”科目；偏科明显者，首

选“最拿手”科目；各科均衡者，首

先“最适用”科目；成绩一般者，首

选“最自信”科目。比如，有很喜欢

的行业，未来的就业方向非常明确，

就要选择相关专业要求的科目。

“选科主要从自己的实力、兴趣、

特长、就业意向等方面考虑。”陈玲表

示，学生要充分了解自己，发挥特

长；既要兼顾理想，更要注重现实。

避免陷入选科误区

海南侨中学姐邓乐怡：

建议首选学得好的学科

南国都市报12月17日讯（记者 黄
婷）说起自己的专业，武汉大学新闻传

播专业大二学生邓乐怡笑了。“高二时

果断放弃物理，选择了政治，现在看来

是及时止损。”邓乐怡建议学弟学妹们

选择自己喜欢并擅长的学科。

邓乐怡是海南华侨中学2022届高

中生。高一时，面对新高考选科走班，

她最初选择了物理、生物、历史。“生

物、历史是我初中起就很喜欢的学科，

考虑到未来专业的覆盖面广，就选择了

物理。”邓乐怡说，不料到了高一下学

期，她的物理成绩直线下降。虽然花费

大量时间和精力学习物理，但是直到高

一结束，她的物理成绩都没多大起色。

高二开学，邓乐怡果断放弃了物

理，改选政治。凭借扎实的基础及“后

来居上”的韧劲，邓乐怡很快将落下的

政治知识补齐。在2022年的高考中，

她取得了780分的好成绩，被武汉大学

新闻传播专业录取。

回望来路，邓乐怡庆幸自己当时及

时“转弯”。“6选3到底怎么选？说起

来复杂，其实也挺简单。”她建议学弟

学妹们选择自己最喜欢并擅长的学科。

除非对某个专业或行业特别执拗，如果

没有明确的方向，建议选择自己最能出

成绩的三个科目。

“我有的同学为了某个专业而选择

并不擅长的学科，有的因为喜欢某位老

师而选择某个学科，甚至有的和同学商

量跟风选，这样冲动选择，后来多数会

后悔。”邓乐怡表示，实在不知道怎么

选，就和老师聊一聊，多听听建议。

A
海南中学推行“融入式”深度生涯体验课程体系,每逢假期让学生走进职场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