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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全媒体记者 孙雅琴 刘恺琦

岛城中小学生即将迎来期中考试，高二学生也已经确定了高考选科组合，进入到选课走班的状态。
根据第一届毕业生的试水经验，文科组合进名校难度增大，要不要改选理科组合？今年高二学生的选科
整体呈现什么样的结果？记者对此采访了市区部分高中，发现新高二学生整体数据变化不大。

要选择优势学科
做好生涯规划

根据今年山东新高考的一分一段
表显示，高分考生主要聚集在偏理科
组合，全省前500名的“学霸”主要以
理化生的纯理科组合为主，而且几乎
都选了物理。而从录取结果来看，清华
常规批最终在山东录取77个考生均
为偏理科组合考生，北大在山东省常
规类普通批录取的纯文科组合考生不
超过6人，似乎都显示了偏理科考生
更容易上名校。这对当下高二学生的
选科会有影响吗？
“新高考的结果跟实际选科情况
是一致的，学校高一时的高分考生也
主要选择了理化生的组合，但是新高
考采取的是赋分录取的方式，如果这
几科不占优势又硬要选择，赋分之后
就可能会吃亏。”刘军认为，选科还是
要结合考生自身的优势和未来的生涯
规划情况，学校也会充分尊重个人意
愿，鼓励学生广泛选择，并不会给学生
们圈定范围，比如青岛三十九中选择
政治+地理+化学、物理+生物+历史、
生物+化学+政治这几个组合的都只
有一个学生，但也对这些学生照常进
行选课走班。
“中等学生可以文理跨学科进行
选择，这样既可以避开物化生学霸聚
集的组合，而且专业覆盖率也相对较
广。”青岛十七中高二级部主任高杰介
绍，学校除去3个美术班，有1个纯文
科班、1个纯理科班，其余都是跨学科
组合，20种选择里学生选了19种，半
数人选物理学科，地理和历史选项都
占三分之一，“而且从新高考的命题设
置来看，也呈现文理科知识融合的趋
势。”
确定下备战的高考学科后，学生

们的目标也更加明确了，曹成俊表示，
现在学生和家长在选科上也更加趋向
理性，“大多数学生和家长不再为了选
择学科而去选择，比如物理学科，它是
很多专业的‘入场券’，没有选就无法
填报，但是有的学生确实是不擅长，也
不能硬逼着他去学。”曹成俊介绍，在
学校十月刚结束的月考后，有个别同
学进行了选科调整，放弃了物理学科，
“学生选择自己不擅长的学科，学起来
心理压力也很大，最终也不会利于高
考成绩。选择真正擅长的学科，才能扬
长避短。”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现在的高二
学生基本在暑假之前，也就是高一期
末，就确定了选科志愿。“我们在高一学
期末，学生就已经完成了选科。”青岛二
中学生发展一处副主任麻连翰告诉记
者，为了帮助学生和家长更加理性地选
科，学校组织了两场关于选科方法指导
的活动，从高校志愿填报等方面帮助学
生和家长解析政策、梳理思路。“比如哪
些大学都有哪些专业，其中哪些专业有
限报条件，你没有选什么科目就填报不
了。”麻连翰表示，通过这些指导活动，
让学生和家长及早地了解高校录取政

策，对于自己心仪的专业也早做了解和
规划，更理性地选择科目。
今年是高考综合改革的第一年，考

试科目首次实行“3+3”模式，有了学长
学姐们的首次试水，是否会对刚刚选科
的新高二产生影响呢？记者在采访中发
现，新高二学生的选科并没有产生很大变
化，“我们学校的这届学生选科变化不大，
选择物化生、物化地的学生还是比较多。”
麻连翰介绍，如果看单科选择的比例的
话，学生选物理学科的最多，能达到70%，
“这与高校专业录取要求有关系，因为很
多专业都要求有物理学科，没有选择的话

到时候就无法填报了。”
记者采访了解到，青岛二中2019

级学生偏理科组合占大头，其中物化生
传统理科组合超过30%，略低于2017
级、2018级，其次为物化地组合，政史
地传统文科组合50多人，占比6%。青
岛五十八中2019级选科情况与2017
级、2018级基本一致，单科中选考物理
的最多，组合中物化生传统理科组合接
近20%，整体来看偏理科组合占比更
大。从全市来看，同样是物化生传统理
科组合占比最大，各项数据基本与
2017级、2018级持平。

整体变化不大，高分段物理仍是热门

记者采访发现，今年“定二走一”的
选课走班方式成为主流，不少学校都在
此前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青岛九中的
高二学生在新学期伊始已经开始选课
走班了，“我们的走班方式在前两级学
生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尊重学生的选
择。”青岛九中教学处副主任曹成俊表
示，高二级部共有12个班，根据学生学
科的情况分为按照物化班、生化班、物
生班、政史班进行走班，在最大的基础
上保持学生的稳定。“其中物化班5个，
物生班1个，占了级部一半的班级，可以
看出选择物理的学生还是比较多的。”
“之前我们采取的是‘大走班’模

式，这一级学生我们改成了‘定二走一’
的选课走班模式。”青岛三十九中高二
级部主任刘军告诉记者，之前学校行政
班与教学班并存，学生到了高二选科之
后没有重新分班，而是采取语数外统一
上，其他科“大走班”的模式，但是在收
发作业等管理上有一定难度，所以这一
级学生就根据“定二走一”进行了重新
编班。刘军介绍，比如现在的高二四班，
学生都选了物理和生物这两科，第三科
各有不同，这个班级有物理+生物+化
学、物理+生物+历史、物理+生物+政
治、物理+生物+地理四种组合，“这几
种组合选的人数相对较少，就安排到了

一个班里，大多时间学生们都在一起上
课，一周只有4节走班课不一样，管理
起来很方便。”
青岛五十八中此前一直采用“定二

走一”的选课走班方式，也取得了明显
成效。“从2020届毕业生的高考成绩来
看，这种选课走班的方式比较成功，有
利于老师进行班级管理、心理辅导以及
作业收发等”，青岛五十八中副校长吴
峰介绍，学校在学生高一下学期就进行
了一两个月的模拟选、初选、改选、定
选，为学生从学业、生涯到整体课程等
都进行规划，包括每个阶段应该做什
么。

部分学校进行调整，“定二走一”成主流

比起今年高考学生在当时选科上
遇到的纠结和迷茫，这届新高二的学生
已经早早就做好了选科的准备，在选择
上也高效了很多。“我们在疫情期间，就
向学生和家长发了很多关于如何选科
的材料，让大家都及早做好准备，经过
前后4次选科志愿摸底，高一期末结束
就确定了下来。”曹成俊表示，学校也把
今年高考学生的录取结果及时地与学
生和家长分享，并且对班主任进行培训
指导学生进行选科，还邀请了高校的专
业老师到学校开展指导理性选科的讲

座，这些提前着手的准备也让学生早早
就确定好了目标。“学生根据自己的喜
好、发展方向以及心仪大学的录取要
求，从方多面考虑提前就定好了选科目
标，虽然很少部分学生最终确定的时候
有微调，但整体变化不大。”
“对于科目选择不能以老眼光看待
了，要切实尊重学生的意愿，不能家长
一味地自己想让孩子学什么，孩子就得
学什么。”麻连翰建议，家长不能再拘泥
于“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传
统思想，尊重孩子的天性和意愿更为重

要。他举例，有的学生文学素养很好，但
家长可能觉得学文科以后不好找工作，
就不想让孩子选文科去选理科。
“其实，让学生去学他真正喜欢的
学科、做他喜欢的事情，才能激发出内
心的无限潜能。”麻连翰表示，现在家
长的素质在不断提高，与孩子沟通的
效果也比原来更好了，“现在已经不
再是考一个好大学就有一个好未来
了，能让孩子找到自己的兴趣点，做
自己喜欢的事情才能让他的内心富
足，感到幸福。”

提前确立好目标，尊重学生意愿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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