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今年教育综合改革“划重点”

高考综合改革方案即将敲定
中招体育考试将改进测试内容、方式和计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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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评价体系、考试招生制度、中小学布局规划、高校书院制育人、校外培训管理……记
者昨日从省教育厅获悉，今年我省将以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线，以提高
质量、促进公平为重点，以破解制约教育科学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为突破口，深化教
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建设教育强省和教育现代化步伐。

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

教育评价决定着教育发展

的导向与价值观。我省日前印发
的 《2021 年教育综合改革重点
项目》明确，扭转不科学的教育
评价导向，克服唯分数、唯升学、

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
痼疾。 我省将研究制订《河南省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实施

方案》并出台配套政策，统筹推
进党委和政府、学校、教师、学生

和用人评价等关键领域改革取

得实质性突破，引导社会树立科
学的教育发展观、 人才成长观、
选人用人观，构建政府、学校、社
会等多元参与的评价体系。

河南省高考综合改革方案即将敲定

按照教育部统一部署 ，研
究制订河南省高考综合改革方

案，确定改革考试形式、考试内
容、招生录取机制等，做好政策
解读。 完善改革配套政策，实施
普通高中新课程， 使用新教材，
开展教师培训；适时发布《河南
省进一步调整和规范高考加分

工作的实施方案》等。到 2021年
底， 全面消除普通高中大班额，
配齐所有选课走班教室、教师。

研究制订职教高考改革方

案， 建立健全高职分类招考制
度，探索建立“职教高考”制度。
完善 “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
试招生办法， 职业技能考试成

绩占比不低于总成绩 50%。 扩
大长学制贯通培养规模， 支持
拔尖技术技能人才接受高层次

职业教育。
改革中招体育考试办法 ，

改进测试内容、 方式和计分办
法， 坚持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
评价相结合。

中小学布局破解“乡村弱、城镇挤”问题

做好全省 “十四五” 期间
城乡中小学布局规划工作 ，完
善与常住人口相匹配的城乡

中小学校规划建设机制 ，破解
“乡村弱 、城镇挤 ”问题 。 2021
年 10 月底前各地将编制完成
“十四五 ” 期间城乡中小学布
局规划。

开展教师培训、管理改革，
研制出台实施意见推动教师培

训高质量发展，实现教师由“学
校人”向“系统人”转变。 开展中
小学校长职级制改革试点 ，严
格落实校长任职条件和专业

标准 ， 规范校长选任程序 ，完
善校长考核管理与激励机制 ，

造就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校长

队伍。
推动义务教育集团化办学

改革， 出台指导意见鼓励各地
创新模式、 优化机制、 提高水
平， 充分发挥优质教育资源的
引领和辐射作用， 促进义务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

探索书院和学院双轨协同育人模式改革

高校书院制育人模式改

革。 推进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
院等 4 所首批书院制育人模式
试点高校改革。 引导支持“双一
流”、河南省特色骨干大学和特
色骨干学科建设高校选取部分

学院和专业先试先行， 探索书
院和学院双轨协同育人模式改

革。 遴选建设一批书院制育人
改革试点高校 （书院 ），加强评
估督导，实行动态管理。

高校产业学院办学改革。以
区域产业发展需求为引领，探索
产业链、创新链、教育链有效衔
接机制，推动高等学校主动融入
区域、产业、行业、企业需求，面

向全省优势产业、支柱产业和新
兴产业集群建设需要，在普通高
等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中分类

建设一批各具特色的省级示范

性产业学院。 提升产业学院建设
水平，创新产业学院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建设一批省级重点现代
产业学院。

实现各类培训机构监管“全覆盖”

推动出台政府规章 《河南
省培训机构监督管理办法》，对
目前培训市场上所存在的各类

培训机构进行全面监管， 实现
监管全覆盖。

明确培训机构设立方式 、

设立流程、业务范围、变更终止
等事项，建立统一明确、简明易
行的准入和退出要求。 规范培
训机构监管流程，明确培训机构
监管责任，厘清培训机构监督管
理工作的重点事项，细化明确各

相关职能部门开展监督管理的

具体职责分工，做到事前审批和
事后监管并重、行业主管和行为
监管并重，推动完善校外培训机
构监管的体制机制。

（据《郑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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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答题策略看这里

策略一：
拿到试卷通读一遍

拿到试卷，首先要通读一遍，尽可能做到心中有
数。高考时在发卷后 5 分钟内不能答题，考生应先检
查名称、页码顺序有无错误及每一页卷面是否清晰、
完整， 同时一定要听清监考老师提出的要求及更正
错误之处。 接着将试卷浏览一遍，了解试题结构、题
型、分量，当读到熟悉而又有把握的试题时，应暗示
自己，这里可以得分，树立信心，切忌把注意力集中
在吃力的试题上。若通读全卷后尚未到答题时间，则
应认真完成大题的审题，最好将试题多读几遍，语文
科目可以先看一下作文题目， 因为在前面的答题过
程中，可能灵机一动，好的作文立意就有了。

策略二：
避免“分秒必争”

一般考生为了赶快做完试卷题目，于是就分秒必
争，做完一题之后，马上做下一题。虽然时间对结果影
响很大，但是这样不妥当。 因为回答一个问题的思考
模式并不一定适合其他的问题， 必须让头脑冷静下
来。 为了能以新的思考模式去答下一题，就必须暂停
5 秒钟，在心中暗示自己“又顺利解决一题”，同时认
真地读下一道题，使头脑改变思路，这种表面上看来
似乎是浪费时间的做法，实际上却是在节省时间。

策略三：
必须用心审题

看清题目的内容，抓住题干中的关键词。 很多题目
的题干中不仅有知识要点，也提示着答题方法、过程、情
感态度和价值观，审题时依据这些提示，就不会有大的
方向性错误。 像高考这样规范化程度极高的考试，卷面
往往没有多余的信息。材料的副标题、试题下面的注解，
都是帮助你答题的有效信息，切不可忽视。

（未完待续）

（（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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