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高考背景下高中生选
科与走班教育教学交流
新高考背景下高中生选
科与走班教育教学交流
新高考背景下高中生选
科与走班教育教学交流

湖南师大附中      王  建
    359941347@qq.com



1.新方向

一、新背景

基本现代化 全面现代化全面小康

教育现代化 人才强国教育先行棋

落实“双基” 核心素养
体验式教学



2.新政策

（1）2021年5月14日《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国务院

（2）2021年5月《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教育部

（3）2021年7月25日”双减”政策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4）2021年7月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5+2”实现全覆盖。教育部

（5）“五项管理”：手机、睡眠、读物、作业、体质。教育部

一、新背景



3.新个体

一、新背景

（1）话语模式与互联网息息相关
（2）生活方式与高科技产品联系紧密
（3）正确思考方式的难度更大
（4）理想信念



二、新高考

（1）明确国民素质的基本要求；
（2）体现素质教育理念；
（3）打破学科为中心，为终身发展奠基；
（4）强调学习的过程和方法；
（5）评价多元；
（6）指导弹性。

1.新课标



二、新高考

语文新教材：从必修五本加适量选修变为必修上下册和选择
性必修上中下，选文内容变化很大，以单元为基本结构，以
学习任务群承载课程内容；

2.新教材

数学新教材：课程结构修订的课标中课程分为选修
课程、选择性必修课程以及必修课程。课程内容必
修和选修内容的调整，内容的删减与增加，具体各
章节内容的细微变化。
 
英语新教材：第五，对于高中英语教学的重要导向
作用：踏踏实实地落实最新版《普通高中英语课程
标准》的要求，把培养学生的英语学科核心素养作
为目标，而不是单纯地通过刷题提高分数。



二、新高考

2.新教材
物理新教材：新教材编写与新课程设置在资料里都有。大致框架：新课程分为必
修一二三册所有学生都要修，选择性必修一二三册所有选考物理学生都要修，选
修则供各校选择使用，不在高考范围内。     心焦
新教材编写主要特点是：由浅入深，更加符合学生学习发展规律。更重视理清各
版块逻辑关系。更加重视创设实际情景，在具体情境中讨论问题，变模型题为实
际应用题。教材每节课后习题和每章习题编写更充实更符合学生需求，更具备训
练价值。
化学新教材：新教材删减了一些内容，也新加了一些内容，编排更具逻辑性，形
成了一条：从实际物质的例子提炼理论———由理论预测未知物质的性质———研
究未知物的性质从而验证、完善理论的逻辑主线，重视结论的得出。新教材主要
栏目、课后习题，均有大的调整，教材也在落实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重视知
识在生活中的应用，学科价值的内容大大提升。
生物新教材：1、削枝强干，课本内容更多聚焦大概念
2、精选事实性知识，注重概念理解的质量，注重概念之间的联系。
3、注重概念的自主建构、迁移应用、提炼升华。
4、栏目设置多、形式多样。增加了实践性较强的实验和思维训练栏目，进一步训



二、新高考

2.新教材
政治新教材：必修一是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全新的教材，且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统领整个这个教材体系。中国特色主义主要是讲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后面必修234，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等角度来谈怎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历史新教材：
地理新教材：新教材增加了更多的案例和活动，增加了海洋地理，章节内容有微
调。选择性必修一、二（高考内容）的难度加大。旧教材就是必修一二三，没有
区分学考和高考，就是用一样的教材，讲的难度不一。
新教材是区分了学考和高考。高一是必修一二，难度低，高二是选择性必修一二，
难度大。
 



二、新高考

3.新模式
第一批（2014年）：
    上海、浙江

第二批（2017年）：
 北京、天津、山东、海南

第三批（2018年）：
河北、辽宁、江苏、福建、

湖北、湖南、广东、重庆

第四批（2019年）：
     安徽、云南、青海、宁夏、
     陕西、广西、甘肃、新疆



二、新高考

3.新模式



二、新高考

3.新模式



两依据

一参考：综合素质评价

高考：语文、数学、外语3科

学考

选择性考试

合格性考试

  再选科目
（化生政地选2）

  首选科目
（物，史选1）    3+1+2

（12种组合）

两依据一参考

弊 ：不是凭借兴趣爱好，而是学科难易程度，出现弃物理、弃化学
现象。
学校：安排师资、跑班管理和教学效果问题很多。

利：学生有更大选择空间，由“标配”走向“自选”，由“应试”走向
“素质”。

二、新高考

3.新模式



选考科目赋分制

       湖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考再选科目每科原始分为100
分。转换时以30分作为等级转换的赋分起点，满分100分。
       将每门选择考再选科目考生的原始分从高到低依次划分为A、
B、C、D、E共5个等级，各等级人数所占比例分别为15%、35%、
35%、13%和2%。将A至E等级内的考生原始成绩，依照等比例
转换原则，分别转换到100～86、85～71、70～56、55～41和
40～30五个分数区间，根据转换公式计算，四舍五入得到考生
转换后的等级分。这样再选科目原始分就转化为“位次分”。
       赋分制的实施对学生选科、高考试题难度影响特别大。

二、新高考

3.新计分



赋分成绩X公式

假设某同学生物高考成绩原始分88分，位于当年学
生排位的前12.5%；根据等级表格，该等级属于A等，
当年该区间原始分数区间为99-81分，则该同学最后
的赋分成绩X为：

二、新高考

3.新计分



二、新高考

3.新录取



高校录取的变化

（1）高考分专业组实行招生
 
（2）湖南实行综合测评招生（8所）
    湖南：中南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上海科技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上海纽约大学、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
    昆山杜克大学等

二、新高考

3.新录取



2021年来湘招生的高校专业首选科目要求在总专业数占比情况

首选科目要求
专业个数统计

（个）
占比

物理 12998 47.58%

历史 774 2.83%

物理和历史均可 13549 49.59%

选科专业情况

三、新举措

1.如何选科



物理和地理：1.喜欢自然科学；

            2.逻辑思维强。

化学和生物：1.喜欢自然科学；

            2.记忆思维强；

            3.动手能力强。

历史和政治：1.喜欢人文社科；  2.想象力丰富；

            3.阅读理解能力强；4.抽象概括能力；

            5.人文思辩能力；  6.记忆能力强。

学科特点

三、新举措

1.如何选科



 

                        物理+化学+生物
可报专业比例：97.4%

特点: 专业选择广、学科专一

解析: 传统“3+X”考试的标准理综组合，所以这种组合一般适

用于理科的逻辑思维能力强的学生。传统理科的选择，对于大

学理工科专业的报考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报考几乎所有

的理工科专业。对于确定了专业大方向的同学来说，是不错的

选择。

这种组合方案优点：记背内容最少，理解内容最多。

  

三、新举措

1.如何选科
组合特点



                            物理+化学+地理
可报专业比例：99%

特点:专业选择广、学科相近、学霸聚集、人数多

解析:这个组合也属于“理科”组合，一般适用于善于独立研

究、思考问题和对于自然科学有着浓厚兴趣的学生。地理一

直被称为“文科中的理科”，其存在诸多与理科共同的思维点，

且地理学科的可报考专业里面，很多都是理学专业，所以这

种搭配方案其实是学科相近的，跨度并不大。

 该三门科目的单科选择数量也是高分段的前三，名副其实

的学霸标配。以理科思维去学习地理，较有优势；少记背，

多理解。

三、新举措

1.如何选科
组合特点



                         物理+化学+政治
可报专业比例：98.9%
特点:专业选择广、学科跨度大、人数少、学霸聚集
 
解析:物理、化学的选择就意味着和学霸死磕到底了，凭

实力抢排名、抢高分，但学霸似乎不太爱政治，在高分段
学生中，政治科目占比最少。政治对于将来的专业报考几
乎不起作用，因此政治只是用来得分的。擅长政治的学生
会拿到更高的分数。

 
 “物理+化学”的高难度，加上政治科目中大量的“背诵+

理解+拓展应用”的知识点，使这个组合难度飙升。比较适
用于理科优势较大、有较强的自信心、擅长背诵，兼具较
好文科推理思维能力的学生，有考研准备的学生更适合。

三、新举措

1.如何选科
组合特点



                             物理+生物+地理
可报专业比例：99.0%
特点:就业选择广、学科相近、方案人数多
解析:该方案与（物理、化学、地理）相比，将化学
替换成了生物。避开了部分学霸，同时兼具了（物理、
化学、地理）的优点，在方案选择人数上，也不比（物
理、化学、地理）低多少。地理和生物是选课人数最多
的两门课程，人数也一直处于上升阶段。基数大的前提
下，学科擅长者易拿高分。
这个组合适用于物理成绩优异，逻辑思维能力强的学
生。

三、新举措

1.如何选科
组合特点



                     物理+生物+政治
可报专业比例：99%
特点:专业选择广、学科跨度大、方案人数少、单科
强势型

 
解析:这种选科组合，专业报考比例虽高，但是学科
跨度略大，学科偏向明确的偏向了理科，有助于理科
类型专业的报考。但是生物和政治一样，需要记忆的
东西很多，既要物理单科强势，也要有着很好的记忆
力。

 
建议有往理工类专业深入研究和医科方向进行深造，
而又喜欢政治的学生选择这个组合。

 

三、新举措

1.如何选科
组合特点



                     物理+地理+政治
可报专业比例：99%
特点:专业选择广、学科跨度大、方案人数少、单科强
势型

 
解析:这种选科组合迎难而上选择了传统理科的物理，
又搭配了两门文科科目，学科跨度依旧较大。

 
该方案人数不多，适用于特定的学生选择。比如，物
理学科强势，又有不错的地理功底的同学。地理学科人
数选择众多，等级赋分下，或许可以拿到不错的分数。

  

三、新举措

1.如何选科
组合特点



                           历史+政治+地理
可报专业比例：52.9%
特点:学科专一型、专业选择少
解析:作为老高考的文科，其专业报考比例虽然少，
但是方案选择人数可不少，排在了前几位。该方案在
诸多分析中，都登上了黑名单。但是在我们看来，却
不这么认为，作为传统文科存在了这么久，是有一定
道理的。学生如果确定了想要从事文科专业，那么这
个可报专业比例存在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因此，该搭配方案也是合理的，学生可自主选择。
适用于致力考取汉语言文学、新闻学、社会学、国际
政治等专业的学生。

三、新举措

1.如何选科

组合特点



                      历史+政治+化学
可报专业比例：88.6%
特点:学科跨度大、方案人数少
 
解析:这是一套偏文科的选择方案，报考专业方向将

会倾向于文科方面。在数据中显示出来的可报专业比
例，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化学单一学科的，作为参考
需谨慎。

 
如果打算报考理科方面的专业，这样的方案适用于

化学学科强势，而其他理科学科薄弱的学生。从选择
方案人数来看，这样的选择学生较少。

三、新举措
1.如何选科

组合特点



                           历史+政治+生物
可报专业比例：75.3%
特点:专业选择少
 
解析:除了专业选择少一点之外，似乎没有太多缺点。

对于倾向于文史哲类型专业的同学来说，是没有太多
非议的。并且这种方案还有一样特点，那就是竞争对
手不是很强。根据数据来看，政治与历史在低分段的
占比很高，生物在中分段学生占比最多。这就意味着，
每一门科目的竞争对手都不算是学霸类型，或许是一
个可以拿高分的契机。
适用于偏好文科，历史、政治成绩较为优秀，且对

生物有一定喜好或生物在3门理科中更为优秀的学生。

三、新举措

1.如何选科
组合特点



                                历史+地理+生物
可报专业比例：77.8%
特点:专业选择少、方案人数多
解析:这样的方案是偏文科的方案，专业选择少，是
因为本身文科专业就少，在老高考时期便是如此。选择
的理科是生物专业，然而生物并没有提供很多的专业报
考范围。所以本套方案专业选择不多，大部分情况下，
只能报考文科专业。不过，对于已经打算文科专业的同
学来说，其实影响不大。
本套方案的选择人数同样位居前列，这可能沾了很多
文科生的光，因为文科中政治不讨喜的原因，所以存在
文科倾向的学生把政治换成生物的情况，水涨船高之下，
该方案人数总体靠前。

三、新举措

1.如何选科
组合特点



                                    历史+地理+化学
可报专业比例：88.6%
特点:学科跨度大
 
解析:这样的学科搭配，偏文科居多，在专业选择方向，
也应为文科方向。由于地理是选择人数最多的学科，在
各个分段均匀分布，根据等级赋分，这样的现象就会导
致，地理学科的排名会被高效的转化为分数。

 
适用于文科优秀、化学基础不错且理科新知识接受速
度较慢的学生。

三、新举措

1.如何选科
组合特点



                          历史+化学+生物
可报专业比例：88.7%
特点:学科跨度大、数据均衡型
 
解析:选择该方案的学生数量处于中游，这套方案放弃了物理学科，

算是顺应了选课潮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放弃物理学科。物理和历
史分别作为理科与文科的基石，虽然本身带着学科偏重性，但是也
需要考虑到生物与化学两门学科的关联性，有一个说法即为“生化不
分家”。在高中，两门学科会有诸多知识交叉点，到了大学，专业的
互相渗透就更多了。

 
所以，在我们看来，这是一门偏向生化专业的选择。整体分析各

科数据与方案数据，该方案数据均衡。有生化专业意向的同学可以
考虑一二。

三、新举措

1.如何选科
组合特点



1.兴趣爱好;

2.思维习惯;

3.分数优先;

4.专业优先;

4.学校学科强弱 。
 

选科依据
1.如何选科
三、新举措



附中选科

首选科目 再选科目
2018级
人数

2019级
人数

2020级
人数

物理

化学  生物 583 504 628

化学  地理 81 146 96

化学  政治 55 60 19

生物  地理 77 72 112

生物  政治 48 56 53

地理  政治 10 7 0

合计  854 845 888

历史

化学  生物 1 0 0

化学  地理 3 1 0

化学  政治 11 2 0

生物  地理 23 19 18

生物  政治 52 25 17

地理  政治 162 227 223

合计  252 274 252

1.学生选科有感性走向理

性，有12种组合走向8种

组合；

2.物理类比例与文理科时

代总体维持平衡；

3.积极做好引导工作和前

期的准备工作（组织联

考），为学生提供参考

依据（历史类优生）。

4.高一第二期高考后进行

三、新举措

1.如何选科



大走班：选科定1（物理/历史）走2（4选2科目）
     优点：学生可以自由选科；便于分层与评价
     缺点：不好管理，排课表、组考太难
中走班：选科定2（物理+1/历史+1）走1
不走班：优先选科3科，尽量不走或少走
     优点：便于管理，与以前的文理分科区别不大
     缺点：会限制部分学生的选科；不便于分层与评价

附中走班调整：“同类捆绑式走班”
       中走班内部任意走调整为同层次两个班级之间走；
       两个走班3间教室，有一间公用自习教室；
       上下午第一节不安排走班课；
       优化走班，尽量不走或少走，考虑哪些人走。

2.如何走班
三、新举措



附中走班趋向小走班2.如何走班
2020-2021学年度高一年级教师安排（试跑班）

班级
选科

班主任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政治 历史 地理

备课组长 刘芳 欧阳普 周彦 何艳君 明正球 彭青春 蒋平波 李珊 肖雨琳

  课时+人数 6+13 6+13 6+13 5+11 4+8 4+8 4+6 5+3 4+4

2001 物化生 刘婧 竞赛理实班 刘婧 李昌平 雍琼 李毛川 刘冉旭 朱昌明 蒋平波   

2002 物化生 刘雄昆 竞赛理实班 陈超 李昌平 刘雄昆 张光新 明正球 朱昌明 蒋平波   

2003 物化生 张光新 一层次班级 肖莉 吴锦坤 邓慧 张光新 明正球 刘忠诚 蒋平波   

2004 物化生 肖莉 一层次班级 肖莉 吴锦坤 刘雄昆 彭知文 周泽宇 汪训贤 唐海燕   

2005 物化生 祝琳丽 二层次班级 梁梁 吴浩 祝琳丽 刘静 明正球 汪训贤 唐海燕   

2006 物化生 梁梁 二层次班级 梁梁 欧阳普 祝琳丽 刘静 周泽宇 罗娟 唐海燕   

2007 物化生 李小军 二层次班级 李小军 欧阳普 周彦 何宗罗 王建 罗娟 熊珊   

2008 物化生 彭晓红 二层次班级 张静桃 彭晓红 袁秀 郭志君 王建 罗娟 熊珊   

2009 物化生 刘惠平 二层次班级 刘芳 贺忠良 袁秀 郭志君 刘惠平 赵彩凤 熊珊   
2010 物化生 张婷 二层次班级 张婷 贺忠良 雍琼 王海波 刘惠平 赵彩凤 李云虎   

2011 物化生 王璐珠 二层次班级 张婷 谭泽仁 王思为 王璐珠 喻诗琪 赵彩凤 李云虎   

2012 物化生 刘忠诚 二层次班级 李小军 吴浩 朱蔚 王璐珠 喻诗琪 刘忠诚 李云虎   

2013 物生政 彭青春 二层次班级 张静桃 彭萍 周彦 李昕玲  彭青春 熊珊   

2014 物生地 闵娟 二层次班级 闵娟 彭萍 罗晓雯 何艳君  彭青春 李云虎  杨帆

2015 物生地 邓芳 二层次班级 刘芳 龚红玲 邓芳 李昕玲  刘忠诚 李云虎  肖雨琳

2016 物化地 祝航 二层次班级 黄靖雅 龚红玲 罗晓雯 何艳君 刘冉旭  李云虎  祝航

2017 物化地+物化政 陈媛 二层次班级 黄靖雅 谭泽仁 朱蔚 王海波 刘冉旭  李云虎  陈媛

2018 史地生+史政生 王思为 二层次班级 彭君辉 黄祖军 王思为 唐利辉  赵彩凤 唐海燕 李勇 祝航

2019 史地政 李珊 二层次班级 彭君辉 黄祖军 邓芳 唐利辉   唐海燕 李珊 陈媛

2020 史地政 王丹 一层次班级 陈超 王丹 邓慧 唐利辉   蒋平波 唐建祥 肖雨琳

2021 史地政 熊珊 二层次班级 李钊 肖婕 王蔚蓝 马顺存   熊珊 张云礼 陈媛

2022 史地政 唐建祥 二层次班级 刘倩 肖婕 王蔚蓝 马顺存   吴卿 唐建祥 肖雨琳

2024 国际班 吕发林 国际实验班 屈雪辉 吕发林 杨洁 马顺存   李云虎   

2025 史地政（体育） 邓轶轩 体育实验班 刘倩 王丹 杨洁 马顺存   蒋平波 张云礼 祝航

三、新举措



3.如何开课
三、新举措



3.如何开课
三、新举措



3.如何开课
三、新举措



4.如何评价
三、新举措



三、新举措
4.如何评价



三、新举措
4.如何评价



1.副班主任育人1.副班主任育人1.副班主任育人

2.科任教师导师育人2.科任教师导师育人2.科任教师导师育人

3.家长育人3.家长育人3.家长育人

4.同伴育人4.同伴育人4.同伴育人

5.自我教育5.自我教育5.自我教育

6.班主任育人6.班主任育人6.班主任育人

三、新举措

4.如何落实教育工作



1.副班主任育人1.副班主任育人1.副班主任育人

(1)班主任工作的“督察员” ；

(2)班主作工作的“托”；

(3) 班主任工作的“智囊”。

三、新举措

4.如何落实教育工作



2.科任教师导师育人2.科任教师导师育人2.科任教师导师育人
教师 刘芳 肖婕 李艳 王海波 王建 杨群英

学优生 邓景文 刘权毅 吕俊萱 戴卓霖 唐妍 张馨予

学困生 王耑宸 章玮 沈起盛 邓敬霖 杨巧 郭子健

学困生 陈宸（G）  
廖千策

（G）
李燕杰（G）

聂子轩

（G）
 

三、班主任工作三、班主任工作



3.家长育人3.家长育人
（1）指导家长如何做优秀家长（1）指导家长如何做优秀家长（1）指导家长如何做优秀家长（1）指导家长如何做优秀家长

（2）指导学生如何感恩父母（2）指导学生如何感恩父母（2）指导学生如何感恩父母（2）指导学生如何感恩父母

（3）指导家委会如何协助班级建设（3）指导家委会如何协助班级建设（3）指导家委会如何协助班级建设（3）指导家委会如何协助班级建设

三、班主任工作三、班主任工作



4. 同伴育人4. 同伴育人
（1）成长小组育人；（1）成长小组育人；
（2）学习伙伴育人；（2）学习伙伴育人；
（3）值日班长育人；（3）值日班长育人；
（4）班级公约育人；（4）班级公约育人；
（5）同伴心理辅导育人。（5）同伴心理辅导育人。
  

三、班主任工作三、班主任工作



4. 同伴育人4. 同伴育人
（1）成长小组育人（1）成长小组育人

第二组

 

第三组

 

第六组

 

第七组

  郭子健 谢之骄 彭星冉 肖凯   

肖若诗 李燕杰 刘景鸿 陈宸 梁银 聂子轩 黄茗誉 钟源

邹子郁 刘子韬 陈玺翰 唐铭 王锦 陈信 刘旺 魏涵希

吕俊萱 张晗 张馨予 唐婧雯 邓景文 杨宇轩 产沛扬 邓敬霖

第一组 第四组 第五组 第八组

刘权毅 程雨昕       

彭余佳 王耑宸 唐妍 陈奕琦 徐家豪 杨巧 肖颖 莫亦嘉

武婧怡 章玮 黄弥雅 陈一鸣 林志豪 戴卓霖 章天成 沈起盛

向楚凡 王欣然 周懿韬 廖千策 詹祉怡 陈紫怡 旷羽宸 彭格非

1 2 3 4 5 6 7 8

门                             讲台                              窗

三、班主任工作三、班主任工作



4. 同伴育人4. 同伴育人
（2）学习伙伴育人（2）学习伙伴育人

学号 姓名 姓名 学号 姓名 姓名

一帮一（1） 刘权毅 黄弥雅 一帮一（15） 陈一鸣 程雨昕

一帮一（2） 吕俊萱 肖颖 一帮一（16） 詹祉怡 杨宇轩

一帮一（3） 张馨予 刘景鸿 一帮一（17） 林志豪 陈紫怡

一帮一（4） 唐妍 邹子郁 一帮一（18） 黄茗誉 魏涵希

一帮一（5） 戴卓霖 肖若诗 一帮一（19） 谢之骄 王欣然

一帮一（6） 邓景文 周懿韬 一帮一（20） 陈信 刘子韬

一帮一（7） 莫亦嘉 向楚凡 一帮一（21） 陈玺翰 郭子健

一帮一（8） 产沛扬 梁银 一帮一（22） 沈起盛 王耑宸

一帮一（9） 徐家豪 彭余佳 一帮一（23） 邓敬霖 章玮

一帮一（10） 旷羽宸 陈奕琦 一帮一（24） 张晗 杨巧

一帮一（11） 唐婧雯 彭格非 一帮一（25） 聂子轩 廖千策

一帮一（12） 王锦 彭星冉 一帮一（26） 肖凯 陈宸

一帮一（13） 刘旺 章天成 一帮一（27） 钟源 李燕杰

一帮一（14） 唐铭 武婧怡    

三、班主任工作三、班主任工作



4. 同伴育人4. 同伴育人
（3）值日班长育人（3）值日班长育人

三、班主任工作三、班主任工作



4. 同伴育人4. 同伴育人
（3）值日班长育人（3）值日班长育人

三、班主任工作三、班主任工作



4. 同伴育人4. 同伴育人
（4）班级公约育人（“束人亦树人” ）（4）班级公约育人（“束人亦树人” ）（4）班级公约育人（“束人亦树人” ）（4）班级公约育人（“束人亦树人” ）

共1608字

三、班主任工作三、班主任工作



4. 同伴育人4. 同伴育人

（1）成长小组育人；（1）成长小组育人；
（2）学习伙伴育人；（2）学习伙伴育人；
（3）值日班长育人；（3）值日班长育人；
（4）班级公约育人；（4）班级公约育人；
（5）同伴心理辅导育人。（5）同伴心理辅导育人。
  

三、班主任工作三、班主任工作



5. 自我教育
（1）成长记录册

三、班主任工作三、班主任工作



5. 自我教育5. 自我教育
（2）百日 “蛰伏” 本（2）百日 “蛰伏” 本（2）百日 “蛰伏” 本（2）百日 “蛰伏” 本

三、班主任工作三、班主任工作



6. 班主任育人
 

 

（1）班级评价育人；

（2）调查研究育人；

（3）班主任学习育人；

三、班主任工作三、班主任工作



6. 班主任育人
 （1）评价育人

三、班主任工作三、班主任工作



6. 班主任育人
（2）调查研究育人

三、班主任工作三、班主任工作



6. 班主任育人
（2）调查研究育人

三、班主任工作三、班主任工作



6. 班主任育人 （2）调查研究育人
三、班主任工作三、班主任工作



语文（    ）

A：90分钟以上 B：60－90分钟 C：50分钟左右

D：40分钟左右 E：30分钟左右 F：20分钟以下

数学（    ）

A：90分钟以上 B：60－90分钟 C：50分钟左右

D：40分钟左右 E：30分钟左右 F：20分钟以下

英语（    ）

A：90分钟以上 B：60－90分钟 C：50分钟左右

D：40分钟左右 E：30分钟左右 F：20分钟以下

物理（    ）

A：90分钟以上 B：60－90分钟 C：50分钟左右

D：40分钟左右 E：30分钟左右 F：20分钟以下

化学（    ）

A：90分钟以上 B：60－90分钟 C：50分钟左右

D：40分钟左右 E：30分钟左右 F：20分钟以下

生物（    ）

A：90分钟以上 B：60－90分钟 C：50分钟左右

D：40分钟左右 E：30分钟左右 F：20分钟以下

 

（2）调查研究育人

6. 班主任育人

三、班主任工作三、班主任工作



（一）科学计划（一）科学计划

（二）集体智慧（二）集体智慧

（三）因材施教（三）因材施教

（四）寓教于乐（四）寓教于乐

（五）教学相长（五）教学相长

（六）有教无类（六）有教无类

三、新举措

6.如何落实教学工作



周次 日历 教学内容

1 2.12~2.18 第1讲 物质的组成、性质和分类
第2讲 化学计量及常用计量
第3讲 离子反应

2 2.19~2.25 第4讲 氧化还原反应
第5讲 物质结构和元素周期律

3 2.26~3.4 第6讲  化学反应能量
第7讲  电化学

… … …

（一）科学计划（一）科学计划

1.学期总计划



2.创新“周计划”

（一）科学计划（一）科学计划



集体备课：每周一次

（二）集体智慧（二）集体智慧



讨论问题，出台办法，落实到位！

小练习
中练习
大练习

学
生
错
误

提炼共
性问题

确定
专题

专题
训练

专题
讲解

（二）集体智慧（二）集体智慧

提炼错点，确定专题，形成成果。



（三）因材施教（三）因材施教
1.了解学情，每天统计



2.了解学情，问卷调查
（三）因材施教（三）因材施教



2.了解学情，问卷调查
（三）因材施教（三）因材施教



2.了解学情，问卷调查
（三）因材施教（三）因材施教



3.了解学情，错题重做
（三）因材施教（三）因材施教



（三）因材施教（三）因材施教（三）因材施教
 4.分层教学 4.分层教学 4.分层教学

（1）理实班作业：一轮资料书每讲内容安排2课时；完
成优化重组卷；

（2）高实班作业：一轮资料书每讲内容安排3课时；完

成部分重要优化重组卷；

（3）平行班作业：一轮资料书每讲内容安排3课时；自

愿完成优化重组卷；



（三）因材施教（三）因材施教（三）因材施教
 5.落实作业 5.落实作业 5.落实作业
统一作业批改要求：
（1）每周检查查2次以上；
（2）错题统计（每天进行）；
（3）抽查小部分学生全批全改；
（4）周考和月考后尖子生和学困生面批。

处罚学生艺术



（四）寓教于乐（四）寓教于乐（四）寓教于乐

1.课前演讲 2.小组合作
3.社会实践 4.试验探究



（四）寓教于乐（四）寓教于乐（四）寓教于乐



（四）寓教于乐（四）寓教于乐（四）寓教于乐



（四）寓教于乐（四）寓教于乐（四）寓教于乐



（五）教学相长（五）教学相长（五）教学相长
1.研讨课堂

1.有目标 2.有引入 3.有体系 4.有板书 5.有思维
6.有讨论 7.有练习 8.有互动 9.有总结 10.有作业



2.全面研究，形成体系

（五）教学相长（五）教学相长（五）教学相长



2.全面研究，形成体系

（五）教学相长（五）教学相长（五）教学相长



2.全面研究，形成体系

（五）教学相长（五）教学相长（五）教学相长



2.全面研究，形成体系

（五）教学相长（五）教学相长（五）教学相长



（六）有教无类（六）有教无类（六）有教无类
1.答疑课1.答疑课1.答疑课



（六）有教无类（六）有教无类（六）有教无类
2.答疑本2.答疑本2.答疑本



年
级
工
作
六
条
主
线

年级工作小组

备课组工作

班主任工作

学生干部工作

家委会工作

借力工作

拔尖
学生
进步
学生
培养

两
个
目
标



高一年级：适应形成期
1.励志教育；
2.书写教育；
3.时间管理能力；
4.习惯教育（礼仪、落实、阅读、体艺、专注、高效）；

高二年级：蛰伏成长期
1.心理品质；
2.夯实基础，
3.限时训练；

高三年级：冲刺爆发期
1.构建体系；
2.落实高频考点和重点；
3.突破难点；
4.不丢分能力培养；

“三年一体”的培养策略“三年一体”的培养策略



我的汇报完毕，我的汇报完毕，
谢谢聆听！谢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