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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背景下对民族地区高中教育
教学质量调查研究

———以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 Y中学为例

●毛一博

　　

[摘要]面对新高考改革背景下的课程改革,笔者通过下沉调研,收集并整理相关材料,以甘南藏族自治州合

作 Y中学作为个案研究对象,调查研究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来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变化,分析教育教学中存在的

问题,并结合当前民族地区普通高中教育教学质量的现状,提出可供参考的解决方案.笔者通过调研结果所

反映出的问题,制定了符合当地教育发展的普通高中教育质量评价方案,并在笔者所在的学校甘南藏族自治

州合作 Y中学试行检验,以期为进一步向全州推广奠定坚实的基础.本研究更多地关注学校基于教育质量

的自我评价,评价的是学生的学习质量、教师的教学质量和教学管理的管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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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是学校

工作的永恒主题，是学校办好教育的具体表现。 基

于当下新课改、新高考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全面实施，作为少

数民族地区教育的领头羊，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 Y 中学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学校基本情况

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 Y中学建校于１９５８年，是一所省

级示范性高中。 学校自创办以来备受瞩目，得到州教育部

门的关心和支持。 学校秉持全面发展思想，落实“为学生

终身发展奠定基础”的办学理念，全力推进新课程改革，为

全体学生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 Y中学

毕业学生受到高校和社会的肯定认可，学校不仅美誉全州，

在全省也有很好的声誉。

学校教学情况

(一)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学校高考录取总体情况

表１中的数据反映了学校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高考情况，由

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１)近五年的本科提前批次录取人数基本持平，学校多

年来坚持办适合学生的教育，努力帮助每个学生找到适合自

己的发展方向，使每个学生都可以取得进步。 为此，学校

针对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因材施教，组建各类专业特长班，

并聘请专业教师对学生进行针对性地训练。 学校每年都有

一批具备不同特长的学生通过单独招生、艺术、体育类考试

考入各级各类大学。 (２)五年来重点率表现略有差距。 总

体上来看，学校重点率偏低(均未超过１０％)，重点推进率整

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２０２１年，和上一年比较变化幅

度接近５个百分点。 (３)五年来本科率表现有较大差距。

从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本科推进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推进率达

到３１．１８个百分点。 但是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本科推进率呈现阶

梯式下降，下降幅度每年超过１０个百分点。

(二)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高考各分数段人数分布情况

笔者通过对学校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高考各分数段人数分布

情况的比较得出如下结果。

(１)五年来，６００分及以上人数空缺，说明该校在尖子

生(特别是甘肃省前百名)的培养上亟待加强，该校在步入甘

肃省一流高中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２)５００分至

５９９分的学生人数在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呈现增长态势，２０１９年

最高时可达１０７人，但是从２０１９以后呈现下降态势，特别

是２０２１年最低时只有３３人。 这说明近两年来该校优质生

源急剧减少，学校发展遭遇瓶颈。 (３)３００分及以下的学生

人数在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均在１００人以下，但是低

分考生人数呈增长态势，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２１年低分考生人数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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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其中２０１８年１２４人，２０２１年１２３人，说明该校生源质

量亟待提升。

(三)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学校入口成绩与出口成绩比较

结合表２中的数据，笔者通过对学校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入

口成绩与出口成绩进行比较得出以下结果。 (１)入口分差的

大小代表了生源质量的好坏，分差为正值且绝对值越大，代

表生源质量越好；分差为负值且绝对值越小，代表生源质量

越差。 五年来看，２０１８年、２０２０年生源质量较好，２０１９
年、２０２１年生源质量较差。 (２)出口分差的大小代表了高考

教学质量的好坏，分差为正值且绝对值越大，代表教学质量

越好；分差为负值且绝对值越大，代表教学质量越差。 五

年来看，理科成绩２０１７年至２０１８年教学质量较差，且退步

明显；２０１９年教学质量较好，进步显著；２０２０年教学质量

较２０１９年有所退步；但２０２１年教学质量较２０２０年又有所

进步。 文科成绩２０１７年至２０１９年教学质量有显著的提

升，进步明显；但２０１９年以后至２０２１年教学质量显著下

降，退步明显。

表１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学校高考录取总体情况

　　　　　　　　　　　年度

项目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毕业人数 ５８９ ５５１ ５５７ ５２３ ５５５

高考人数 ４８３ ４７５ ４９２ ４４４ ４６０

本科提前批录取人数(单独招生、艺术、

体育、民族专项、贫困专项等)
１６６ １４１ １７１ １５４ /

一本录取人数
文科 ７ １０ １０ １２ ３

理科 ３０ ２６ ２２ ２４ １９

重点率 ７．６６％ ７．５８％ ６．５０％ ８．１１％ ４．７８％

重点推进率(与上年比较) / －０．０８ －１．０８ １．６１ －３．３３

本科录取人数
文科 ３５ ２０ ９８ ６５ ２２

理科 ４３ ３２ １２８ ８０ ９０

本科率 ２４．６４％ ２１．２６％ ５２．４４％ ４０．７７％ ２９．１３％

本科推进率(与上年比较) / －３．３８ ３１．１８ －１１．６７ －１１．６４

表２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学校入口成绩与出口成绩比较

年份 入口成绩∗ 入口分差∗∗ 出口成绩∗∗∗ 出口分差∗∗∗∗ 入口分差—出口分差

２０１７ ５２４．９０ １０１．４０
理:３６４．８８ 理:－４３．１２ １４４．５２

文:３９７．７０ 文:－６０．３０ １６１．７０

２０１８ ４９８．０６ １２３．０６
理:３２９．８２ 理:－１０６．１８ ２２９．２４

文:４０４．５６ 文:－５１．４４ １７４．５０

２０１９ ４３２．２７ ７２．１７
理:３６９．７１ 理:３．７１ ６８．４６

文:４０１．００ 文:１．００ ７１．１７

２０２０ ５１５．９３ １１７．９３
理:３５９．７０ 理:－１２．３０ １３０．２３

文:４２１．４０ 文:－１７．６０ １３５．５３

２０２１ ４８５．４２ ７７．４２
理:３２８．５９ 理:－７．４１ ８４．８３

文:３６８．００ 文:－６４．００ １４１．４２

(注:“∗”,指当年录取总成绩的平均值;“∗∗”,指当年录取总成绩的平均值与地区录取分数线之差;“∗∗∗”,指当年参加高考总成绩的平均值;

“∗∗∗∗”指当年参加高考总成绩的平均值与甘肃省本科录取分数线之差)

学校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学生层面

全校的重点率整体偏低，原因是班级内缺乏尖子生。

受中考招生政策的影响，合作市优质生源绝大多数进入西北

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酒钢三中、兰州新区舟曲中学等学校，

留给合作Y中学的优质生源很少，班级内部缺乏领头羊，学

生之间没有形成良好的竞争机制，学习氛围不浓，学生学习

效率比较低。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主能力不强，两极分化

现象比较严重，学生各学科之间发展不平衡，存在着明显的

偏科的现象。

(二)教师层面

由于优质生源的流失，教师教学缺乏动力和成就感，部

分教师出现职业倦怠现象。 调查发现，多数优秀教师的离

职成为合作地区优质师资流失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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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教师对教学方法研究不多，不注重教学经验的积累

和总结，教学思想僵化。 在教学方法方面，文科教师强调

学生多“背”，理科教师强调学生多“做”，没有引导学生

运用合适的学习方法，不注重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应用，导

致学生不能适应新课改形势下的高考。

(三)学校层面

近几年来，学校生源质量逐年下滑，教学管理难度加

大，学校虽组织学校中层管理者、教研组长、一线教师多次

赴天津、西安等教育发达城市学习先进的教学管理经验，但

受到地缘差异、政策差异、校情差异和生情差异等诸多因素

的制约，使很多的教学管理措施无法在学校落地生根，执行

困难。 同时，学校硬件条件比较差成为制约教学质量提升

的重要因素。 随着新一轮课程改革的到来，教育部提出了

“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这对学校的硬件设施和软件实力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家庭和社会层面

受社会大环境及区域内诸多因素影响，一些家长忙于生

计，常年在外打工，较少过问孩子的学习，对孩子的学习情

况了解得比较少。 同时，单亲家庭学生数量增加。 这部分

学生不仅在学习层面上难教难管，而且在行为习惯上难以约

束，给学校的教育教学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影响了学校教育

教学质量的提升。

提升学校教学质量的有效措施

(一)学生层面

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行为习惯。 学校可以

通过团会、班会、年级会等多种形式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行

为习惯，使学生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 教师要加

强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 各学科教师要根据学科特点，

加强对学生预习、听课、复习、完成练习等学习方法的指

导，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让学生掌握科学合

理的学习方法。

(二)教师层面

(１)转变教学理念，增强质量意识。 学校可以利用每一

次的教职工大会和相关活动加强对教师的“初心教育”和

“使命教育”，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消除教师中出现的职

业倦怠现象。 (２)优化教学方式，构建高效课堂，切实提高

教学工作的有效性。 各教研组对课堂教学进行精细化研

究，研究课堂教学的讲授内容、习题及训练设计等，把重难

点、易错易混易漏点和解题思路、方法、规律、技巧讲清

楚，讲透彻，让每一个学生在每一节课都有收获、有进步、

有提高。 (３)加大课后辅导力度，讲练结合、注重实效。

教务处要加强课后作业布置的督促、检查工作。 教师要重

视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 尤其对学困生、问题学生，教

师要认真分析学生的学习情况，找出学生成绩落后的主要原

因，增强辅导的实效性。

(三)学校管理层面

(１)实行精细管理，狠抓措施落实，切实提高教学工作

的实效性。 学校将从管理的理念、组织和制度入手，增强

教师“敬业、勤业、精业”意识；进一步细化完善各类管理

制度，对各部门的工作予以综合量化考评，使各项管理制度

能够促进学校的稳定发展。 (２)重视学生管理，向教学过程

要质量。 学校教务处要进一步加强教学效果与绩效考核的

紧密联系。 学校教务处要对每位老师的教学质量予以综合量

化考评。 如结合大数据分析教师所带班级学生的学习成绩，

对于班级总体成绩退步较为明显的教师，学校要对其进行合

理的指导，并执行考核制度的末位问责制。 (３)进一步完善

教学质量分析制度，使分析成果落到教学实处。 针对各类大

型考试，学校管理者要下沉到年级组、学科组和包班组。 通

过层层剖析，找出问题症结，从而更好地指导教师的教育教

学工作。 (４)因材施教，分层教学，走特色发展之路。 教务

处提供各学科培优名单和促率名单，各年级组制定方案并具

体执行。 突出学校在单独招生及艺术类、体育类招生方面的

优势，努力帮助每个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

(四)家庭和社会层面

加强学校与学生家长的沟通，确保学生能保持较好的学

习状态。 针对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学生，做好学生的思想

教育是教师工作的重中之重，班主任、各学科教师要在平时

的教育教学中多关注、多关爱这些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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