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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高三年的班主任，新高考适应
性考试成绩出来后，陈雯接到了不少家
长的电话。电话中，有些家长对此次孩
子不理想的成绩表示担心，而这样担心
的情绪则或多或少地传递给了孩子。

“家长对孩子的成绩有所担心，这是
在所难免的，但是，家长一定不能把焦虑
转嫁给考生，这样会让考生有心理负担，
对考生高考的发挥很不利。”陈雯说，高
考考验的不仅是考生，也考验着考生家

长。作为家长，应当关注孩子每一次的
考试成绩，要在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
视，过度的关心只会适得其反。

陈雯告诉记者，目前，高三年复习进
入二轮扫尾阶段，马上要进行第三轮的
复习。第三轮复习以考练为主。在她看
来，适应性考试是为了挖掘学生成长的

“增长点”。在第三轮复习时，充分发挥
适应性考试“仿真高考”的功能，引导学
生不断调适心态，训练考试技巧，提高卷

面分数，这才是关键所在。
记者了解到，成绩公布后，为了让家

长和考生放下焦虑，不少学校高三年级
通过班会、QQ 群等，引导大家进行心理
调适。有的学校还举行了高考心理调适
讲座。漳州三中政教处相关人员表示，
希望通过心理调适讲座，引导学生用正
确的方法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以自信、
乐观、健康向上的心态备战高考。

⊙本报记者 戴岚岚

家长和考生一起放下焦虑

本报讯（记者 戴岚岚）2021
年福建省新高考适应性考试模拟
志愿填报将于 3 月 18 日 8:00-20
日 20:00进行。届时，考生可登录
福建省教育考试院网站，凭本人
账号和密码进入“ 数 字 服 务 大
厅”——“高考适应性考试模拟
志 愿 填 报 及 志 愿 填 报 辅 助 系
统”，点击“志愿填报”菜单进行
模拟填报。针对考生关心的高
招志愿填报热点问题，我们整理
了 2021 年福建省普通高校招生
本科批志愿填报的 6 个问答，希
望对大家科学合理填报志愿有
所帮助。

1.我省普通类本科批志愿设
置和填报有何变化？

答：从 2021 年起，我省普通
类本科批设常规志愿和 2 次征求
志愿，其中，常规志愿设置 40 个
平行且有顺序排列的院校专业组
志愿，每次征求志愿均设置 20 个
平行且有顺序排列的院校专业组
志愿。常规志愿和征求志愿均实
行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投档的录
取模式。

2.我省艺术类本科批、体育
类本科批志愿设置和填报有何
变化？

答：从 2021 年起，我省艺术
类本科批分为省考阶段和校考
阶段依次进行录取。其中，（1）
省考阶段为使用我省艺术类专
业省级统考成绩录取并执行我
省统一投档原则的院校专业；设
常规志愿和 2 次征求志愿，常规
志愿设置 40 个平行且有顺序排
列的专业志愿，每次征求志愿均
设置 20 个平行且有顺序排列的
专业志愿；常规志愿和征求志愿
均按考生艺术类综合分实行专
业 平 行 志 愿 投 档 的 录 取 模 式 。

（2）校考阶段为使用校考成绩录
取的院校，设常规志愿和 1 次征
求志愿，常规志愿和征求志愿均
设置 1 个院校专业组志愿，实行
符合投档条件考生全部投档的
录取模式。

从 2021 年起，我省体育类本
科批设常规志愿和 2 次征求志
愿，常规志愿和每次征求志愿均
设置 20 个平行且有顺序排列的
院校专业组志愿，按考生体育类
综合分实行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
投档的录取模式。

3.如何理解普通类本科“院
校专业组”的志愿模式？

答：“院校专业组”指的是某
一高校对考生选考科目要求相同
的专业的组合。一所院校可设置
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包含数量
不等的专业。同一“院校专业组”内各专业对考生的选考科目
要求相同。

从 2021年起，我省普通类本科批以“院校专业组”为志愿
填报单位，1 个院校专业组即为 1 个独立的志愿（内设 6 个专
业志愿和是否服从专业调剂选项，考生只能在同一院校专业
组内进行调剂），按“院校专业组+专业”的方式进行志愿填
报。考生填报志愿时，其选择性考试科目须符合拟填报院校
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

4.志愿填报时，考生选考科目应如何对应高校专业选考
科目范围要求？

答：高校依据教育部有关文件要求，提出本校招生专业的
选考科目要求，考生应对应高校招生专业的选考科目要求，精
准报考。

一是要符合首选科目要求。物理科目组合下的专业组，
只有首选科目为物理的考生才能填报；历史科目组合下的专
业组，只有首选科目为历史的考生才能填报。

二是要符合再选科目要求。
（1）招生专业不提再选科目要求的，符合首选科目要求的

考生均可报考。
（2）招生专业提出 1门再选科目要求的，考生必须选考该

科目方可报考。例如某校某专业组对化学科目提出要求，符
合首选科目要求且选考化学的考生才能报考。

（3）招生专业提出 2门再选科目要求且均须选考的，考生
须同时选考这 2门科目方可报考。例如某校某专业组同时对
化学和生物科目提出要求，符合首选科目要求且同时选考化
学和生物科目的考生才能报考。

（4）招生专业提出 2门再选科目要求且只需选考其中 1门
的，考生选考该 2门科目中的任意 1门即可报考。例如某校某
专业组要求考生选考化学或生物科目，符合首选科目要求且
只要选考科目中有化学或生物科目的考生即可报考。

5.如何筛选普通类院校专业组和专业？
答：考生可通过以下“两步骤”筛选普通类意向院校专业

组和专业。
第一步：通过成绩位次进行初步筛选。高考成绩位次是

判断志愿填报准确性的标尺。在填报志愿时，不能简单用分
数与往年做加减进行比较。考生要根据本人成绩位次（排名）
和近年高考考生成绩分布统计表，找出近年这个位次对应的
分数，再查看相应年份该录取分数附近的院校和专业，从而初步
筛选出意向院校专业组和专业。考生应特别关注“位次”这一因
素，找准自身定位，在本人成绩位次的合理区间范围内选择院校
专业组和专业，避免“高分低录”的遗憾，也要防止“低分高报”而
失去投档机会。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往年的普通类招生录取情
况是在文理分科、以院校为单位的投档录取模式下的录取结果，
新高考改革后，在新的投档录取模式下，可能发生较大变化。因
此，这些数据不能直接拿来对照选择院校专业组和专业，只能作
为参考。

(下转第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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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省联考”成绩出炉后如何再出发——

乾坤未定 继续努力
3 月 13 日，我省公布新高考适应

性考试成绩，这一考试因是今年新高
考的首次模拟而备受关注。

本次适应性考试又被称为“八省
联考”，这是因为今年六月，包括福建
省在内的八个省都将迎来新高考，因
此，今年一月底，八省联合举行新高
考适应性考试，从命题、考试组织、改
卷等方面对新高考进行模拟。那么，
新高考适应性考试成绩公布后，学生
和家长应当如何理性看待成绩呢？
记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采访。

记者了解到，此次新高考适应性
考试虽然是仿真新高考，不过，考试成
绩只公布给学生，即学生自己到报名
网站查询。不仅如此，考试名次也被
模糊掉，物理全省前 2000 名以内不公
布位次，历史前 500 名不公布位次，统
统以“前 2000名”和“前 500名”替代。

漳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陈鹏飞表示，组织适应性考试是教育
部统筹推进高考综合改革的重要部
署，是确保高考综合改革平稳落地的
重要举措。但它毕竟只是一场适应性
考试，大家要理性看待此次适应性考
试的意义。

陈鹏飞认为，对于考生而言，此
次考试的功能定位主要是以下几个
方面，一是熟悉新高考考试形式，更
有针对性地进行备考。通过这次“演
练”，考生正好可以熟悉一下新高考
试卷结构、试题风格、题型难度、考试
流程等，根据考试结果查漏补缺，了
解自身状态，找出薄弱点，更有针对
性地进行复习。二是熟悉新高考模
式，了解赋分机制。通过“演练”，考
生可以了解新模式下的赋分机制。
新模式下选考科目要以等级赋分后
的成绩计入总分，涉及“等级转换赋
分”的科目是政治、地理、化学、生物
4 门。三是熟悉考试流程，了解填报
志愿政策。

“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明白，适应
性考试其考查的结果还不能真实反映
个人学习水平，更不会与正式高考挂
钩。考生可以根据考试成绩，订立适
合的目标，更好地安排接下来的高考
复习。可以告诉自己：每次考试都是
新的开始与挑战、每次考试都是累积
经验的机会。乾坤未定，继续努力。”
陈鹏飞说。

成绩和排名
只是参考

在适 应 性 考 试 成 绩 出 来 后 ，3 月
18 日 至 20 日 适 应 性 考 试 将 进 行 模 拟
填报志愿，高校也将模拟录取。记者
了 解 到 ，省 教 育 考试院不会公布各批
次最低控制线，也不会公布模拟录取结
果。陈鹏飞认为，这是合理的，对于教
育主管部门来说，适应性考试还是为了
尽早发现新高考各个环节问题，从而加
以解决；对于考生来说，适应性考试是
为了补缺补漏，寻找差距，模拟的录取
结果并不重要。

陈鹏飞建议，通过这次适应性考试
模拟填报志愿，考生可以详细了解招生
录取政策、认真阅读《福建省 2021 年高
考志愿填报指南》等权威资料、准确理解
平行志愿投档模式，并根据高校选考科
目要求，自己的成绩、兴趣爱好等，拟订
志愿，为正式填报志愿做准备。

漳州一中高三（5）班班主任陈雯表
示，模拟填报志愿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通过填报让学生心里有数。“知道自
己的分数和排名，可以仔细查看这个分

数段往年大概可以报考哪些学校，对报
考的学校就会心里有数，而在此基础上
可以搜索更好一点的高校作为目标，有
了更高目标，就明确了努力的方向，这样
学习起来就更有积极性和主动性，离心
中的大学就会越来越近。”

采 访 中 ，许 多 老 师 表 示 ，会 根 据
此次模拟填报志愿的要求，认真指导
学生进行志愿填报，引导学生注重填
报的流程，为今后的高考填报志愿奠
定基础。

模拟填报志愿要重视

本报讯（记者 苏水梅）自 2020 年 5
月创刊以来，闽南日报教育周刊受到许
多同学、老师和家长的欢迎。“孩子的作
文登在教育周刊，这对孩子写作兴趣的
培养很有好处。”“权威教育政策解读和
热点问题的指导我很喜欢，对我的启发
很大”，许多家长不约而同表达了类似
的观点。

据了解，目前，不少学校在图书馆、
阅览室或者较宽敞的活动区域，专门设
有闽南日报教育周刊阅报处，方便学生
和教师阅读。

教育周刊与你相伴教育周刊与你相伴

①漳州第二实验小学的同学们正在阅
读教育周刊

②厦大附中的同学们利用业余时间阅
读教育周刊

③龙海一中学生在“阅读走廊”阅读教
育周刊

④闽南师范大学龙文附属小学二年（2）
班严晨浩同学在学校阅览室阅读教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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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苏水梅 供图④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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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三中化学选考五班，学生们正认真地听讲。 本报记者 沈昊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