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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颁布的课程方案对普通高中教育进行了新的描绘，并将由此引

发普通高中定位转变，启动普通高中新的征程。 

教育部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颁布了新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

文等 14 门学科的课程标准。过去 15 年，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发

生了巨大变化，普通高中教育也有了长足发展，此次新方案充分考虑

到了当前的问题与未来的挑战，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定位与策略措施，

可以预见，随着新方案与课标的颁布与实施，将会引发普通高中新一

轮的改革热潮。 

随着新课程方案与课标的颁布，完成了普通高中教育发展的完整

制度设计，为新一轮改革提供了基本依据与操作框架。2014 年国务

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要求对高中课程

和高考改革进行统筹谋划，做好衔接。2017 年教育部等四部门关于

印发《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 年）》的通知，进一

步提出要使高中教育质量明显提升，办学特色更加鲜明，吸引力进一

步增强。要改革人才培养模式，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提高学

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增强普通高中课程选择性，推

进选课走班，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2018 年颁布的新课程方案与课

标则从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内容确定原则、实施评价、条件保障等

具体方面进行了明确。可以看出，考试招生意见为普通高中进行了出

口设计，普及计划完成了高中的教育体量规划与发展要求，而新课程



方案与课标则将高中教育发展的核心内容进行了一一明晰，至此完成

了制度闭环，形成了相互衔接、彼此过渡的文件群。 

新颁布的课程方案对普通高中教育进行了新的描绘，并将由此引

发普通高中定位转变，启动普通高中新的征程。2003 年版的课程方

案中提出普通高中教育是在九年义务教育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国民素

质、面向大众的基础教育，要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刚颁布的

课程方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拓展和延伸，提出普通高中新的定位，即

“一个中心，三个适应，一个奠定”。所谓“一个中心”，指的是普通

高中的中心任务，即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这相比 2003 年

所提出的“为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

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奠定基础”而言，更加体现了对“人”的关注，

对人的个体价值的认可，同时也呼应了普通高中教育的宽口径、广领

域、多选择、开放性、多元化等时代新特征。“三个适应”，一是适应

社会生活，意即普通高中的未来发展要突破象牙塔教育，要打破学科

边界，突破学校围墙，开放学校与社会的接口，在学校的符号世界与

社会的真实世界之间搭建桥梁。二是适应高等教育。适应高等教育不

是强化应试教育，再进一步强化高中生千军万马抢过独木桥的能力，

而是要弥合合格的高中毕业生与合格的大学新生这一对多年矛盾。所

以说，这一要求的提出切中了高中教育多年来的顽疾。多年来，高中

教育一直将培养合格的高中毕业生作为责任边界，而作为与高中衔接

的高等教育则需要的是合格的大学新生，两者之间常常颇有出入，以

至于高等教育不满意所招的学生，而学生又常常不喜欢甚至是抱怨被



录取的专业。适应高等教育的提出，笔者认为将会伴随着在普通高中

教育过程中体现高等教育的要求，高等教育将会以适合的形式进入高

中阶段，高中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壁垒将被打破，高中教育作为大

学预科的角色将会进一步凸显。三是适应未来的职业发展。此举可以

看出未来将会把三年的高中教育放在学生一生的发展中去布局和思

考，高中教育要引导学生基于一生的长度去思考当前的学习与生活，

基于未来可能的职业角色去分析当前的基础与不足，既要学会自我认

知，又要学会了解环境，还要储备职业素养。 

“一个奠定”指的是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笔者认为这一

自 2003 年延续至今的定位再次重申了普通高中对学生一生的延伸价

值，此次新方案指出普通高中的培养目标是进一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

质，着力发展核心素养，使学生具有理想信念和社会责任感，具有科

学文化素养和终身学习能力，具有自主发展能力和沟通合作能力。每

个学生的人生是不同的，每个学生的终身发展之路也是不同的，普通

高中必须从提升“过独木桥能力”转向形成终身受益的核心素养，实

现学生学业、人格、价值观的完整发展。 

随着新方案、标准的颁布，普通高中教育改革的大幕再次拉开，

普通高中教育将翻开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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