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偏科情况已不存在
两年半前，本市针对普通高中分高考

科目组织教学做出了若干规定，其中一条
便是要求必须在高二结束后，才能允许学
生选择高考科目并按分科进行分类教学。
然而，这样的规定在执行过程中遭遇

了不少质疑，“违规”情况在基层学校十分
常见。所谓的文理分科，其实就是高考时
选择的“!"#”科目组。据一些高中教师反
映，上海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已经全面推
行，每名高中生都必须在完成所有的高中
文化科目学习的基础上，再逐门参加会
考，而且不合格率基本上控制在 $%以下。
这就表明，沪上 &'%以上的高中生，都达
到了高中各门学科的合格水平。
正是有了会考，上海的高中教育事实

上已经用各科会考的杠杆杜绝了“重理轻
文”或“重文轻理”的情况。因此，即使提早
确定高考的文理选择方向，也不会影响到
学生对所有高中课程的总体把握。这也意
味着再“一刀切”地统一规定分科时间已
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反而会不太有利于
学生的个性发展。

文科略比理科“难”
对学生和家长来说，另一个颇感纠结

的问题便是到底如何选择高考科目组。从

历年的高考来看，文科的录取分数线高于
理科、一本文科比理科竞争更激烈，都是
不争的事实。
有专家分析说，原因之一是重点院校

的理科招生计划要远高于文科招生计划。
总体看来，我国的理工科性质的院校要多
于综合院校，同时很多学科专业也偏向招
收理工科学生，甚至一些文科专业近年
来也实行文理兼招，比如有的学校的历
史学专业也招收理科学生，但传统的理
工科专业基本仍旧只招收理科学生，这
直接导致一本范围内的院校文科的招生
计划偏少。原因之二是选择文科的高中
生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总体成绩
不如选择理科的考生，说白了就是“理科
不行了才去选文科”，他们的应试能力要
略逊于理科生，这也导致了他们在高考时
的不利。

当然，在上海情况有时又有所不同。
以去年为例，文科的报名人数约 $(#)万，
招生计划数为 #*&&万名，理科的报名人
数约为 !*&$万名，招生计划数为 !*$&万
名。但考生不能简单地认为“文科比理科
好考”，而应该仔细看清各批次的文理科
录取比例。事实上，大多数低分段录取的
民办高校，大量招收的是办学成本相对较
低的文科专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冲高”
了文科的整体录取率。

提早选择便于调整
“全班 !! 人，有 ## 人选文科，$$ 人

选理科。其中，选地理 #人，选历史 !人，
选政治 )人；选物理 #!人，选化学 &人，
无人选生物。”这是本市一所实验性示范
性高中高二某班最近的选科情况。该班老
师说，这只是初步选择，有个别学生会在
学习过程中随时调整，这也正是提早让学
生进行选科的好处。因为现在高水平大学
的自主招生、高职高专的自主招生等，均
是在每年年初开始，如果到高二结束再做
选择，留给学生们按科目组准备应试的
时间也就只剩半年多一点的时间了。

虽然大多数学校都会按高考科目
组开足所有课程，但也有个别学校会
因选科的人少而放弃某门学科，主要
是选择人数相对较少的地理、生物
等。如果整个年级只有一两个同学
选择了这些学科，老师会建议他们
更改科目，或到外面自己请家教。
但此举往往会遭到家长反
对，他们认为自己出
了学费，也是按教育
部门的要求选择科
目，学校理应对学生
负责，配备任课教师。

本报记者 王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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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对于现今的高中生而言，
适合自己的学科选择是人生
中第一次的重大选择。上海市
进才中学校长王从连说，做决
定要综合分析自己的兴趣爱
好和学科特长，而不是盲目跟
风、走入不必要的误区。

误区一

哪门学科好选哪门

决定一门课程成绩高低
的因素有很多，因此，不能单
凭成绩来做出选择。王从连
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
在决定文理分科的时候，尤其
是成绩优秀的学生，首先可以
遵循的是自己的兴趣爱好。
“我教过一位优秀的女生，各
学科成绩出色。但她从高一的
时候就决定将来要办一个农
场。这一特立独行的兴趣就决定了她大学专业
必然是农业学院，她在文理选科的时候选了生
物。今年，她非常顺利地考上了心仪的学校。”
其次，职业规划也在文理分科选择中起到

很重要的作用。王从连说，学生进入高一年级，
学校就应该提供人生规划教育。“这能够帮学生
发现自己的潜能，激发兴趣爱好，扬长避短。这
不仅是为了考一所好学校，更有利于学生健康
成长。只有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将来想做什么，
才能够在分科的时候，不迷茫或盲目跟风。”

误区二

成绩不好才读文科

社会上一直都有这样的误解———“成绩不
够好，才选文科”或者“文科比较好考”。王从连
说，这是一种偏见。“学生当然应该选择最适合
自己发展的科目，有不少理科成绩很优秀
但热爱文学的学生选择文科。”

王从连说，除了少量优秀学
生，大多数都是普通的学生。“上
海高考是‘!+,’模式，其中语数外
三门科目的成绩是稳定的，那么加

试的学科会有一些弹性。对于普通学
生而言，以前总认为文科好考，但从高考
成绩而言，近几年加理科的优势反而明显

优于文科。选课时还要综合分析自己的各学
科能力，科目优势比较明显的应该扬长，即理
科强的选理、文科强的选文；总体成绩一般，科
目弱势比较明显的应该避短。”

而对于成绩确实一般的学生，也可以根
据自己的能力在教师和家长的指引下选
择可以享受优惠的方式，比如，选艺术、选
体育等。

本报记者 马丹

会考已经解决了“重理轻文”“重文轻理”，师生们认为———

文理分科太晚 备考时间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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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年开学后，有高
二年级学生开始思忖高
考的选考科目问题。虽然
按市教委的规定，高中
文、理分科时间不得早于
第二学年末，但据记者了
解，事实上大部分学校是
在高二下半学期伊始开
始分科，也有一些学校则
提早到一进入高二就实
行分科。那么，这样的提
早分科究竟是该褒还是
贬呢？学生又该如何选择
自己的高考科目呢？

! 选能让总分更高的学科!进入更好的学校就读!虽然功利却是不得不做的选择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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