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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
常言道，每所大学都

有其独特气质 ： 北大自
由 ， 清华严谨 ， 剑桥浪
漫 ， 牛津古典……中学
也如此 ， 经过数十年甚
至上百年的发展 ， 历史
文化、办学理念 、育人目
标等 ， 都沉淀和焕发出
属于这所学校独有的品
质和气度。每个孩子都是
独一无二的个体，有属于
自己的性格特点和气质
特征，如何选择与孩子气
质相符的学校呢？

品 质 是 一 个 人 行
为、思想 、品性和作风的
底色 ， 学校的品质更是
质量 、内涵 、文化 、特色
和信誉的集合体。 《羊城
晚报》即日起推出 “一校
一品”栏目 ，记者深入学
校采访 ， 发掘每所学校
的品质与特性 ， 为莘莘
学子选择气质相匹配的
学校提供参考。

高分生携笔从戎
广附今年10 人考入军校

为学生搭建多元成才之路，做最好的自己

文 / 陈晓璇 何宁

近日，电影《八佰》的热映，再次
燃起了广大国人的爱国热情。 高考
放榜录取，从广州大学附属中学（下
称“广附”）传来好消息，今年该校有
10 位学生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
技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大连
舰艇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工程
大学等军事院校录取。 可以说这是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的一份特别
的献礼。 连日来，广附这些学生陆续
前往军校报到，军人生涯即将开启。

广附校长欧卫国接受《羊城晚
报》 独家采访时表示， 广附自 2012
年成立国防班以来，六年来超过百名
学生考入军校，占军校在广东省录取
人数的 10%。 近几年来，广附越来越
多学生报考军校和警校，今年更是不
少高分考生携笔从戎。“从高考高分
屏蔽生到竞赛尖子生，再到军校录取
生，可以看到广附为学生搭建的是一
条多元发展的成才之路，并且是面向
未来，可持续发展的。 ”

“谁说学霸只能读‘985’、‘211’？ 学
霸也可以满腔热血， 成为像谢晋元一样
有勇有谋的优秀军人。 ” 杨宇超是广附
2020 届国防班学生，今年高考理科 667
分，是广东省报考国防科大的最高分。

三年前， 从军报国的理想就开始
扎根杨宇超的内心， 初中就读于番禺
区洛城中学的他毫不犹豫报考了广附
国防班。“我中考才考了 712 分，当时
广附国防班是独立批招生， 我的分数
没达到，只是提前批考进了广附。 ”杨
宇超没有气馁， 高一上学期除了认真
学习外， 每天还坚持锻炼身体，“我喜
欢短跑，每天至少跑 6 次 100 米，还学
会了散打和短棍。 ”

只要一有机会， 他都会去看国防
班学生训练，“每次看到他们边喊口号
边打军体拳、 扛着枪进行战术基础动
作训练，我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进国
防班，而且我对自己有信心。 ”

功夫不负有心人， 高一上学期期
末， 杨宇超凭借优异的成绩和过硬的身
体素质，向学校申请进入国防班。当时的
级长周建国看到杨宇超如此坚定的信念
以及良好的综合素质，同意了他的申请。

进入国防班以后， 杨宇超每天严
格按照国防班的要求训练和学习。 他
深知报考军校对身体和视力要求很
高，除了坚持锻炼身体外，还特别注重
保护好眼睛，看书累了会极目远眺，早

晚各做一次眼保健操。 在保证成绩的
同时，裸眼视力 5.2。

高考成绩出来后， 杨宇超想报考
国防科大， 但家里人觉得这个分数可
以冲一下 C9 院校， 杨宇超很苦恼，于
是向学校老师求助。“很感谢广附的老
师和教官，他们让我坚持自己的理想，
同时也跟我父母分析了很多， 最后父
母尊重并支持了我的选择， 也为我的
选择感到高兴。 ”

9 月 4 日，杨宇超奔赴长沙，去国
防科大正式报到， 他对记者说：“我很
兴奋，军校是一条全新的路，从此就入
了军籍成为一名军人了， 我对自己的
未来充满期待。 ”

2013 年至今， 广附的高考
重本率从 43%上升到 95% ，每
年跃上一个新台阶 ， 被外界誉
为“广附奇迹 ”，而这成绩的背
后， 作为学校德育工作抓手的
国防班功不可没。“广附把国防
教育辐射到全校， 在思想上增
强了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国
防意识 ， 坚定了学生携笔从戎
和报考军校的理想信念。 ”广附
副校长席长华说。

外界普遍认为， 学生在广附
学习压力很大。 欧卫国却不这么
认为：“我觉得， 学生在学校是要
给他们一定的压力， 不能太轻松
了， 只不过学校要根据不同的学
生施加不同的压力， 而且学校的
教育不能只关注学习和成绩，更
要强调活动中育人， 让学生在活
动中成长，在活动中感悟，在活动
中成才， 在活动中培养面向未来
发展的潜力和动力。 ”

从广附红色基因提炼出的亮

剑精神， 很注重学生意志品质的
培养。欧卫国表示，广附希望学生
具备坚强、抗挫折力等，这是面向
未来发展必须具备的良好品质。

除了在国防教育和活动中培
养学生的意志品质外， 为了培养
学生过硬的心理素质， 广附国防
教育配套的几个基地，如攀岩、高
空心理行为训练场、绳攀基地、百
米障碍等也向所有学生开放。 高
考前， 学校要求所有高三学生都
要从高空心理行为训练场十几米
高空跃过，“尽管我们做好了充分
的安全保障工作， 仍有学生不敢
跳， 但老师和学生都会给这些学
生打气和鼓舞， 最后学生战胜自
己的畏惧，一跃而过。很多学生因
此克服了恐惧心理， 对于高考就
不在话下了。 ”欧卫国指出，高考
最后考的就是心理素质， 广附很
多学生在高考中能正常发挥甚至
超常发挥， 与平时重视心理素质
的培养密不可分。

无论是高考还是学科竞赛，
广附这些年的表现都非常亮眼，
加上国防教育特色， 广附近年来
考上军校人数位居全省之冠。

学生进入广附后， 通过一系
列的活动， 找到属于自己的特长
和兴趣， 学校会鼓励学生特长发
展，并且根据学生的发展方向，制
定三年或者六年的成长路径，激
励学生成功成才。 学生在兴趣的
推动下，会充分发挥学习的潜能，

结出意想不到的成功果实。
近几年来，广附每年都有学生

考上中国顶级艺术院校，如中央戏
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清华大学
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等，这也
是广附学生成才的另一条路径。

“我们的育人模式主张的是
兼顾学生的特长和多元发展，让
每一个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
发展方向，做最好的自己。 ”欧卫
国说。

九月， 初三学子们开始全身心投入中考
复习。明年新中考时代来临，从考试科目、内容、
计分方式都有大变。 考试分值、计分科目、考核
模式、综合素质等都对考生提出了新的挑战，如
何“吃透”政策，做好准备？ 这些攻略请收好。

培养历史思维，政治注重知识迁移
新增历史、政治闭卷，将带来哪些影响和挑战？
广州市第一中学特级教师杨穗福建议， 学校

要严格落实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方案和新课程理
念，合理安排教学进度，开齐开足历史课；历史老
师要深入理解部编教材“点—线”结构，合理整合
课程内容，科学建构历史认知体系；聚焦历史学科
核心素养，有效设计教学过程，培养学生的历史思
维能力和历史理解能力；准确把握学业质量水平，
注重课堂学习评价与反馈， 充分发挥评价对学生
学习的促进作用。

对于道德与法治的全闭卷考试方式， 广州市
第六中学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林伟洪表示，对学
生而言，要努力克服“开卷就是抄书”“闭卷就是背
书”的错误认识。 道德与法治是一门涉及心理、道
德、 国情、 法治等诸多学科的综合性人文社会学
科，无论是开卷还是闭卷，都不会考查死记硬背和
机械训练的效果，而是注重对学生的思维能力、表
达能力、知识迁移能力的考查，以及考查学生是否
具有正确的价值观念。

林伟洪建议学生，平时的学习不仅要关注书
本知识的理解，更要理论联系实际，多联系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多联系个人不断扩展
的社会生活，将个人的学习、成长与社会的发展、
进步有机融合起来，实现知识、能力、觉悟的共同
提高。

此外，历史和政治两科在同一时间段考试，先
考一门，收卷后再考一门。 对于考生来说，在时间
分配和心理压力上，无疑也是新的挑战。

理化要考实验操作，对考生能力
提出新要求

物理和化学的笔试部分也是“合考不合卷”，
此外， 新中考还增加了对这两个科目实验操作的
考察。

广州市教育研究院化学科科长李南萍认为，
动手实验是培养实验探究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前提
条件。 实验既是化学学习的重要内容，也是化学学
习的重要手段。 学生只有通过亲自动手实验，才能
真切地感受到物质的性质和变化， 才能深刻理解
实验作为研究工具的运用。 在教学中，学校应按规
定配备实验室和实验员，保证教学需求。 同时，建
议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实验操作比赛， 探索开放
实验室的方式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动手
操作能力。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蒋 隽
实习生 曾颖仪

2018 年 12 月，广州市教育局
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高中阶
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
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 》），实施有
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 28 日。《意
见》规定，2021 年起，广州中考录
取计分科目采用“4＋4”模式，即
语文、数学、英语、体育与健康，道
德与法治、历史、物理、化学，满分
仍保持 810 分。

其中， 历史满分为 90 分，为
新增计分科目。

语数英三科的总分都由原来
的 150 分变成 120 分， 体育与健
康分值提高到 70 分，道德与法治
分值由 100 分降至 90 分，且取消
了开卷的内容，改为闭卷考试。 物
理和化学科目总分不变， 但新增
设了 10 分的实验操作分数。

此外，按照广东省的要求实行
“全科开考”，有地理、生物、音乐、
美术、 信息技术 5 门录取参考科
目，以 ABCDE 的等级方式计分。

具体考试方式如下：
语文、数学、道德与法治、历

史和地理 5 个科目实行闭卷笔
试； 英语实行闭卷笔试和听说能
力考试；

物理、化学、生物 3 个科目实
行闭卷笔试和实验操作考试，其中
实验操作成绩不低于每门科目考
试总成绩的 10%，积极探索应用计
算机进行理化生实验操作考试；

信息技术、 音乐和美术 3 个
科目实行现场操作考试；

体育与健康考试分为平时考
核和统一考试， 平时考核由各学
校自行组织实施， 统一考试具体
方案由市另行制定。

变化

注重考查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意见》指出，考试内容严格按

照国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7-9
年级 ）科学确定各学科考试命题内
容。 试题要体现立德树人根本要
求， 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根本，
注重体现学生的科学素养、人文素
养和实践能力。 进一步增强基础
性、综合性、应用性和创新性，注重
考查学生对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情
况，特别是在具体情境中运用所学
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记者分析变化发现，中考从 7
科变为 8 科，政治全闭卷，背诵压

力增加，对考生熟练运用知识的能
力也要求更高；物理和化学从“笔
试 100 分”变为“笔试 90 分 + 实
验操作 10 分”，要求学生熟悉实验
仪器的操作、 实验流程和细节；体
育从原来的 60 分变为 70 分，满分
标准愈加严格，能够拿满分的概率
在降低。 这些都要求学生更合理地
安排学习和运动时间。

立尚教育周晓胧提醒，明年开
始中考将取消考试大纲，意味着对
于广大考生的学科素养和学习能
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初中生尤其需要
注意体育考试规则
的变化。 市教育局对
2021 年和 2022 年 、
2023 年及以后的考
试项目和标准作了
调整。

体 育 考 试 由 统
一考试和体育素质
综合评价两个部分
组成，总分为 70 分，
其中统一考试 50 分，
体育素质综合评价 20
分，计入考生学业考试
总成绩。

2021 年至 2022
年，普通考生须参加
两类项目的考试 ：一
类 项 目 包 括 中 长
跑 、100 米 游 泳 ， 考 生 任 选 一
项；二类项目包括跳类 、投掷类
和球类 ， 考生在八个项目里任
选两项。

2023 年开始， 普通考生须参
加三类项目的考试，二类项目调整
为立定跳远、三级蛙跳、一分钟跳
绳、投掷实心球、推铅球，三类项目
为球类。

此外， 中长跑和跳绳两项考

试项目评分标准将逐年提高。
2021 年满分标准为 ： 跳绳

182 次 、800 米 （女 ）3'22 "、1000
米（男）3'37"；

2022 年满分标准为 ： 跳绳
188 次 、800 米 （女 ）3'14"、1000
米（男）3'29"；

2023 年满分标准为 ： 跳绳
194 次 、800 米 （女 ）3'06"、1000
米（男）3'21"。

明年，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将会
作为高中阶段学校录取的依据或
参考，主要内容包括学生的思想品
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
和社会实践 5 个方面。综合素质评
价作为学校自主招生和名额分配
招生的重要依据，学生若要被示范
性高中录取，参考科目成绩均须达
到 C 级及以上; 若要被普通高中
录取， 参考科目成绩均须达到 D
级及以上。

7 月 20 日， 广州市教育局对
2019 年出台的《广州市教育局关
于印发广州市初中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实施办法 (试行 )的通知》进行
了优化，提出，以后重要观测点计
分评价调整为重要观测点评价，不
再计分、不再分等级，在评价程序
的公示确认环节不需对重要观测
点计分进行公示。 同时，凡是学校
组织开展的教育教学活动，由学校
直接认定， 不需要提供佐证材料。
学生需填写自主参加的活动，并提
供佐证材料，减轻学生和学校填报
负担。

同时，综合素质评价还将作为
高中学校自主招生与名额分配招
生的重要参考。

？
语数英降总分，新增历史科目

体育：明年和大后年要求不同 想读示范性高中，
综合评价需 D 以上

对策

2021~2022 年广州中考体育

一校校一品品

理科 667 分选择报考国防科大 “学霸也可以满腔热血”

“不同的学生施加不同的压力”
坚强、抗挫折力是面向未来发展必备的品质

为学生搭建多元成才之路
让每个孩子都成为最好的自己

高空行为训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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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宇超，被国防科大录取

明年广州中考科目有变

如何吃透政策提前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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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中考分值变化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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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按省的要求实行 “全科开
考 ”，各学科考试的具体实施办法将
由市统一制定 ，另行颁布 。

语文 数学
英语（含听说 30 分）

体育与健康

物理 化学
（含实验操作 10 分）

道德与法治 历史

地理 生物 音乐
美术 信息技术

历历
史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