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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素质评价
有什么重要意义？

首先，在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时，重

点关注品德发展与公民素养、身心健康

与艺术素养等；不只看成绩，还要看拓展

型和研究型课程的学习经历；不只看校

内学习，还要看社会实践。这些要求将

引导高中学校开展各种素质教育活动，

促进学校特色多样发展；促进校内教育

和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进一步朝着全

面育人、全过程育人的方向发展。其次，

综合素质评价注重体现学生的个性特

长，注重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这将促进学生认识自我、规划人生，

激发潜能，主动发展，走出教室、走向社

会，在社团活动中培养兴趣，在社会实践

中经受锻炼，全面提升各方面素质。

如何确保评价结果
的真实和公平？

开发全省统一的评价信息管理系

统，分学期按照统一的规范组织师生进

行写实记录；核心评价信息如学生身份

信息、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体质监

测评分等，尽可能采用相应系统客观数

据直接导入的方式录入；部分原本难以

考察的主观性指标，转化为内容和格式

统一的活动情况记录来体现。

为确保公平性，将努力推动城乡社会

实践活动资源公平配置，拟联合相关部门

建立省、市、县三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基

地，整合社会资源，为城乡学生创造更公

平的享有校内外素质教育活动的机会；信

息管理系统基于学籍管理系统建立，日常

由信息电教及教研部门专业维护，毕业时

按考生电子档案要求与考试招生系统对

接；建立和完善监督保障措施，实行省、

市、县、校四级管理，建立评价信誉等级制

度、结果公示与举报投诉制度。

安徽省普通高中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出台

五大指标构成评价内容
□记者 王涛 实习生 于彩丽

日前，省教育厅公布了《安徽省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征求意见。依据该《实施
办法》，高中阶段将分年级在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五大指标框架内设置评价内容，评价结果将
作为高校人才选拔的重要参考，该办法将从2017年秋季入学的普通高中一年级学生开始试行。

据了解，普通高中学校可以根据学

生发展的年龄特征，结合学校教育教学

实际，分年级在五大指标框架内增设反

映学校办学特色的评价内容。

思想品德。主要反映学生在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等方面的情况，重点记录学生遵

守日常行为规范，参加志愿服务（公益

劳动）、党团活动等情况。

学业水平。主要反映学生各门课

程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情况以及运用知

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重点记录学

生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期中期末考试成

绩、选修课程学习经历等。

身 心 健 康 。 主 要 反 映 学 生 的 健

康生活方式、体育锻炼习惯、身体机

能 、运 动 技 能 和 心 理 素 质 等 。 重 点

是《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主

要结果，体育运动特长项目，参加体

育 运 动 的 效 果 ，应 对 困 难 和 挫 折 的

表现等。

艺术素养。主要考察学生对艺术

的审美感受、理解、鉴赏和表现的能

力。重点是在音乐、美术、舞蹈、戏剧、

戏曲、影视、书法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兴

趣特长，参加艺术活动的成果等。

社会实践。主要考察学生在综合

实践活动中动手操作、体验经历等情

况。重点是学生参加研究性学习和社

会实践活动的次数、持续时间，形成的

作品、调查报告等，如与技术课程等有

关的实习，生产劳动、勤工俭学、军训，

参观学习与社会调查等。

五大指标框架，艺术素养纳入评价范畴

省教育厅将建立安徽省普通高中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管理系统，分成

长记录和档案管理两个子系统，定期开

放接收、汇总各级各类写实记录和客观

数据，支持普通高中学校开展校内评

价、形成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对接

高校招生录取信息系统。

平时，教师指导学生客观记录集中

反映综合素质主要内容的具体活动，收

集相关事实材料，登录系统及时填写成

长记录，着重记录军事训练、社会实践、

国防活动、党团活动、先进个人荣誉称

号、违纪违规情况、修习课程成绩、研究

性学习专题报告等内容。

每学期末，教师指导学生整理成长

记录、遴选典型实证材料，并在班级进

行展示和自我陈述，班级据此开展教师

评价和学生互评，主要以点评和寄语的

形式进行。高中毕业前，学生遴选最具

代表性的实证材料，撰写自我陈述，提

请导师为其撰写推荐意见。

学生最终遴选的实证材料及其自

我陈述和导师推荐意见，由普通高中学

校组织师生在规定时间内统一录入档

案管理系统。学生每学期对信息管理

系统中的信息进行网上确认，如有异

议，可以向学校提出更正申请。

录入的内容（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

除外）及相关实证材料在录入档案管理

系统之前必须于每学期末在教室、公示

栏、校园网等显著位置公示。学生高中

毕业前，信息管理系统根据过程性记录

和数据自动生成纪实报告，学生需要确

认本人的纪实报告并签字。纪实报告经

班主任和校长签字以及高中学校盖章后

存档，并供高等学校招生参考使用。

学生对信息有异议可申请更正

综合素质评价的结果将作为高校

人才选拔的重要参考。

2017年起，省属职业院校和在皖实

行自主招生的高校，将把综合素质评价

结果作为招生的依据或重要参考。

2018 年起，高等学校在皖招生章

程中应明确综合素质评价的具体使用

办法并提前公布，并以适当方式公开

使用情况。

我省将建立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数

据管理中心，具体负责学生综合素质评

价管理信息系统日常维护和数据对接，

将综合素质评价档案纳入考生电子档

案。综合素质评价由普通高中学校组

织实施。

同时，将建立审核制度和信誉等级

制度。对综合素质评价涉及的社会机

构、普通高中学校、教师和学生等主体，

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联合相关管理部

门通过实地考察、数据抽检等方式评定

信誉等级。连续两年被下调信誉等级

的学校和社会机构将严肃处理。

对公示的综合素质评价内容，学生

可以逐级举报投诉。高等学校在招生

过程中发现不实信息可向省教育厅举

报投诉。对学生个人的举报投诉一经

查实，将按有关规定给予严肃处理。

评价结果将作为高校招生依据，评价内容必须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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