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高考之下，“3+1+2”模式与传统模式存在较大差异。传统模式只

有文科、理科两种选择。但新高考以历史、物理为首选科目，一共有 12
种组合供学生选择。那么，考生如何选科，首选科目为物理或历史分别

会有哪些特点？对此，相关专家进行了分析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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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模式怎么组合
优势劣势需分析

3+1+2模式和传统模式有什么不同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副校长刘瑞
军说：“首先是名称不同。在新高考中，语文、数
学、外语考试，叫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
试，其余的 3门选考科目考试，叫普通高中学业
水平考试，是选择性考试。其次，新高考的选择
性增强了。传统模式只有文科、理科两种选择，
新高考以历史、物理为首选科目，一共有12种组

合供学生选择。”
同时，新高考中高校录取要参考学生的综合

素质评价，学生日常要注意搜集和整理自己成长
经历中比较典型的材料和突出成果，按照学校部
署及时录入自治区综合素质评价管理系统，形成
综合素质电子档案，供高校录取参考。且考试成
绩的计算方法不同了，新高考两门再选科目成绩

以等级转换分数计入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总成绩。
最后，招生录取不同。自2025年起，普通高

等学校统一考试招生按物理科目组合和历史科
目组合分列招生计划、分别划定最低录取控制
分数线；合并一本二本批次，实行平行志愿投档
录取模式。具体招生录取办法在当年招生录取
文件中明确。

首选科目为物理：适合逻辑思维能力强的学生

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仝静说：“首选科目为物理科目，主要以报考理工
科专业为主；物理组可报的专业范围很广；物理组
在高校招录人数多，高中开设的班级相对较多。”

举例来说：如“物理+化学+生物”。选择这
个组合的优势是专业选择面广，学科之间关联
紧密，记忆内容较少，理解的内容较多。“物化
生”三个科目偏重于理解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的考查，一般记忆的内容很少。但是，这个组合
的学习难度大，选科人数多且优生多，竞争尤为
激烈。这个组合适合理科逻辑思维能力大幅度
优于文科，目标工程类院校，同时大学不考虑学
习哲学、历史类专业的学生。

从专业角度看，“物化生”组合的可选专业
较多，专业覆盖率达95%左右，不能选择的专业
基本为哲学类、历史类专业。除此之外，其他绝

大多数专业，该选科组合的学生未来都可报考。
再比如：“物理+化学+地理”。仝静介绍：这

个学科组合的优势是专业覆盖率高。学生可选
择专业面广，除限制必选科目的专业外，该组合
适用于理学、工学、经济学以及部分文学专业。

学科关联度高。地理科目的研究学习离不
开物理基础，此外物理、化学、地理三门科目与
数学学科中一些通用理科思维以及计算等都是
互通的。学科学习关联度高，不会有科目之间
的割裂感。

得高分概率高。对于成绩优秀但又不是顶
尖的学生，可以通过选择物理、化学、地理的组
合提高排名，一定程度上避免与顶尖学霸的正
面竞争。

学习有一定调剂性，不至于太枯燥。“物化
地”科目组合，学习过程中可以互相调剂，避免

沉溺在枯燥的刷题中。
当然，这个学科组合的劣势同样存在。仝静

说：“这个组合的学习难度大。特别是物理学科，
化学和地理虽然相对简单，但是偏向理科思维考
查，学生拿高分也不是易事。同时，其竞争压力
大。选择该组合的考生，一方面物理、化学要与顶
尖学霸竞争，另一方面地理科目选考人数较多，整
体竞争压力较大。还有就是目标专业选择可能受
限。地理科目对于计划学习工科和医学类的学生
帮助不大，在专业的选择上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那么，这个学科组合适合哪些学生？仝静
表示，其更适合逻辑思维严谨，善于总结思考；
偏爱动手实验，且理科优势明显；记忆力尚可，
不排斥背诵；喜欢研究开发性工作，生涯规划偏
向于科研技术型；一般目标基于高层次院校，成
绩次顶尖的学生群体。

首选科目为历史：优劣势各有不同

首选科目为历史的组合，又有哪些优劣
势？仝静进行了举例说明。

比如“历史+政治+地理”学科组合，它的优
势是对文科专业非常友好，利于以后考研、考公
务员及事业单位。学科之间关联度很大，文科
学霸在赋分后易得高分。

其劣势是整体专业覆盖率低。这个“老文
综”组合最大的缺点还是总体专业选择受限，未
来可选专业不足 50%，尤其是在理工类专业选
择上受到很大限制。因为不少高校专业要求是
必须要搭一门理科，所以一门理科都不搭的纯
文科组合在专业上就受到很大限制。其次是试
题灵活，难拿高分。再者区分度小，竞争激烈。
若大学学习理科知识，难度可能会变大。

仝静分析，本组合适合的学生类型：文科成
绩优异或理科成绩很弱，且对大学的专业选择
有明确的目标；喜欢历史、关注社会时政，文科
思维明显强于理科；在各类国学大赛、作文大赛
中取得优异的成绩；致力于考取汉语言文学、新
闻学、社会学、国际政治等专业；想选艺术专业、
传媒专业的学生。

再比如“历史+政治+化学”。仝静说：“此学科
组合的优势是文科优势较强，学科关联度较高。
组合中两个文科之间本来学习关联度就很大，要
求的都是文科思维能力。化学相对于物理，逻辑
思维要求不高，反而要求有很高的文科能力，如记
忆、归纳总结等；专业覆盖率高于其他偏文组合。
组合中历史和政治都是文科，但由于有一个理科

的加入，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专业覆盖的问题。”
仝静认为，该学科组合的劣势在于理工科

专业受限。毕竟组合整体偏文科，专业覆盖面
还是没有物理的可选范围广，不适合工科尖子
生，因为只有学了物理才有机会考进工科名校
的相应专业学习。其次是需要一定的思维转换
能力。在三个科目兼顾的同时，需要学生在各
种思维中灵活切换。适合的考生类型是比较偏
好文科，历史、政治成绩在校内较为优秀；对化
学有一定喜好，或化学成绩在3门理科当中更为
优秀；有文科偏好但对地理学科不感兴趣；文字
表达能力和记忆能力强，逻辑思维相对不太强；
未来报考专业主要集中在人文社科类；有考研、
考公务员目标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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