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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考内容改革：理论、实践与成效

摘要：高考内容改革是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

意见》明确将深化高考考试内容改革作为主要任务。十年来，新时代高考内容改革坚持全面落实

党的教育方针，建立健全高考立德树人机制，研制发布《中国高考评价体系》，探索完善价值引领、

素养导向、能力为重、知识为基的综合考查模式，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考试评价理论体系。

在高考内容改革实践中坚持以高考评价体系为指导，以立德树人、服务选才、引导教学核心功能为

方向，探索形成了向全面育人载体转变、向解决问题转变、向考教衔接转变三条基本路径，开辟了

具有中国特色的考试评价实践路径，有力推进了教育考试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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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评

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高考是连接

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枢纽，高考改革是新时代

教育评价改革的关键组成部分，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高考制度是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重要

内容和鲜明特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化考试

招生制度改革，维护和增强全国统一高考在人才

选拔培养中的核心地位[1]。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对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进行专门部署，明确了高考

改革的目标方向和任务重点，凸显了高考在深化

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战略部

署中的地位和作用。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

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实施意见》），启动恢复高考以来最全面、最深

刻、最系统的新一轮高考改革。《实施意见》明确

将深化高考考试内容改革作为主要任务，明晰了

高考内容改革的基本依据、方向任务和具体要求，

为深化新时代高考内容改革提供了基本遵循。

《实施意见》发布十年来，高考内容改革坚持

为党育人、为国选才，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建

立健全高考立德树人机制；加强顶层设计，研制

发布中国高考评价体系；确立符合我国教育实际

的高考核心功能体系，高考的考试综合效益显著

提升；探索完善价值引领、素养导向、能力为重、

知识为基的综合考查模式，实现从能力立意范式

向素养评价范式的转向，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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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考试评价理论体系和实践路径，有力推进了

教育考试现代化。

一、新时代高考内容改革的理论构建

高考内容改革是一项政策性、理论性、规范

性、实践性很强的系统工程，需要系统的顶层设

计、科学的理论指导。新中国成立以来，高考先

后出现三次命题范式变化：首先是政治立意范式

向知识立意范式的转换，其后是知识立意向能力

立意范式的转换[2]，当前高考命题正处于能力立

意范式向素养评价范式转换的时期。在纸笔考

试中推进核心素养评价是世界性难题，高考作为

大规模高利害教育考试，深化素养评价尚缺乏可

资借鉴的经验。加强高考内容改革理论研究，总

结高考 70余年命题经验，提出适合我国国情、高

考实际的考试评价理论，有效指导高考实现向素

养范式的转变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高考内容改

革的迫切需要。

（一）把握新时代高考内容改革形势与任务，始终

坚持正确改革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进

入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高考内容改革具有鲜

明的时代特征，在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大背景

下，紧紧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

养人”这个教育的根本问题、建设教育强国的核

心 课题，必须守正创新推动高考理论研究，坚持

正确的改革方向，不断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

协同性。

第一，深刻把握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在对标

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中把牢高考理论研究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深化教

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

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

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

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3]。全国教育大会为教育评

价改革指明了方向，明确了改革重点任务，此后

与高考密切相关的多项改革举措陆续推出。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新时代推进普

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统筹推进普

通高中新课程改革和高考综合改革；2020年，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

总体方案》，强调稳步推进中高考改革，构建引导

学 生 德 智 体 美 劳 全 面 发 展 的 考 试 内 容 体

系[4]；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

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推动有效降低学生过

重学业负担。这些政策文件推进了多项教育领

域重要改革，都与高考改革密切相关，高考内容

改革、高考综合改革、高中新课程改革、高中育人

方式改革、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双减”改革等

多项改革并行推进，在一定意义上重塑了教育评

价的生态，对高考内容改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

响。高考内容改革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聚焦贯彻落实党中央

重大决策部署，紧紧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全面深化改革，在教育领域多项改革协同推进

中，战略定位更加突出、明晰，内涵不断丰富，改

革协同效应持续增强。

第二，聚焦服务教育强国建设，在助力全面

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中丰富高考理论研究内

涵。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教育、科技、人才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

性支撑的重要论断，赋予教育以新的战略地位和

历史使命，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完善教育

评价体系提出更高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

人才[5]。2023年 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教

育强国进行第五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构建多元主体参

与、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

系[6]。高考作为考试招生制度的关键环节，在我

国教育评价体系中具有核心地位，对国家人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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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储备和创新型人才成长成才具有全面性、长期

性和系统性影响。高考内容改革要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把高考纳入到党中央加快教育现代

化、建设教育强国重大决策的全局中来考量，面

向科教兴国战略，加强内容改革的系统性设计，

加快中国特色高考理论体系研究，聚焦服务学生

全面发展、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更好发挥高

考的人才选拔培养功能和积极导向作用，服务培

养一代代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

身的有用人才。

（二）加强高考内容改革顶层设计，构建中国高考

评价体系

《实施意见》对加强高考内容改革顶层设计

提出要求，明确“依据高校人才选拔要求和国家

课程标准，科学设计命题内容”[7]。为贯彻落实

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中央决策部署，在多项改

革并行推进的背景下，进一步增强改革协同效

应，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提出，构建中国特色高考

评价体系 [8]、构建包括“核心价值、学科素养、关

键能力、必备知识”在内的高考考查内容体系 [9]1。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牵头组织华南师范大学、北

京师范大学等五所高校 150余位专家，经过三年

深入、系统的研究探索，研制完成并于 2019年发

布《中国高考评价体系》和《中国高考评价体系

说明》。

高考评价体系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

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根本问题，深入研究回

答“为什么考、考什么、怎么考”的考试本源性问

题，在教育评价领域深刻回答服务素质教育、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问题。高考评价体系由“一

核”“四层”“四翼”组成。“一核”指立德树人、服务

选才、引导教学的高考核心功能，构成高考整体

的考试效益观和功能机制，充分发挥高考在人才

选拔培养中的核心地位和关键作用。“四层”指核

心价值、学科素养、关键能力、必备知识的考查内

容，核心价值指向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起到方向

引领作用，学科素养既承接核心价值，又统领关

键能力和必备知识，四者紧密关联构成评价学习

成果、引领学生发展的有机整体，使素质教育目

标在高考领域得到系统的落实。“四翼”指基础

性、综合性、应用性、创新性的考查要求，是联结

“四层”与高考命题实践的纽带，是高考进行素质

教育评价的基本维度。高考评价体系还规定了

高考的考查载体——情境，以此承载考查内容，

实现考查要求[9]7。

中国高考评价体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

体系，在高考领域推进了教育考试评价理论的系

统性探索和创新性实践。第一，高考评价体系是

一个内在融洽的科学理论体系。高考评价体系

“一核”“四层”“四翼”从“为什么考、考什么、怎么

考”三个维度系统回答考试的功能效益、理念构

建、实操要求等考试设计的核心问题，在广泛吸

收借鉴国际先进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充分总结

高考命题 70年实践，实现了理论内部各要素的高

度自洽、科学理论与高考实践的具体统一。第

二，高考评价体系是一个操作性很强的科学理论

体系。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实践，缺乏可靠实践路

径和技术支撑的教育理念是难以发挥和实现其

价值的。高考评价体系基于新时代高考内容改

革实际，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突出考教衔接，

契合大规模高利害考试实际，能够为命题实践提

供具体的、可靠的框架设计和路径方法。高考评

价体系在研究的全过程均紧密结合各学科考试

命题实际，高考九个学科的学科化的研究成果与

高考评价体系成果同步完成。第三，高考评价体

系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高考评

价体系发布以来，各学科不断在实践中创造性运

用，积累了许多丰富的经验。高考评价体系在总

结概括各学科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围绕引导学生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加强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

评价等重大课题，不断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实现

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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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务教育强国建设，探索建立中国特色高考

理论体系

教育强国建设对高考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

更高要求，高考内容改革要聚焦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服务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全面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更好解决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

形成中国理论，建立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高考理论体系。

第一，形成科学的高考难度理论与质控体

系。高考难度不仅是测量学指标问题，更是教育

问题、社会问题。树立科学难度观，就要从政治

上看待难度，从教育上理解难度，从技术上调控

难度。不同主体对高考难度的认知差异表明，可

以将高考难度划分为测量难度、感受难度和印象

难度三个维度，并以此为基础构建高考难度分析

框架[10]。构建契合高考实际的难度分析框架，才

能更全面地把握高考难度的实质，整合考生、教

育教学人员、各类考试利益相关群体的认知视

角，为解决高考测量难度设置、感受难度管理、社

会印象难度降低难等问题提供坚实理论基础。

要科学把握高考难度分析的三元结构，加强理论

分析、调查研究、宣传引导等，打造基于中国国情

的难度理论体系，并形成考试命题、阅卷评分、统

计分析等一体化的难度质控体系。把难度控制

放在人才选拔培养的全局来考量，总体目标是难

度适当，统筹好考试的育人功能和区分选拔功

能，整体赋能基础教育的教与学，减轻不必要的

学业负担，夯实拔尖创新人才更为广泛的选拔和

培养基础，更好服务教育强国建设。

第二，进一步深化中国高考评价体系研究。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在实施中

国高考评价体系的过程中，高考命题和评价实践

不断深化，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新任务，必须继

续推进实践基础上高考内容改革的理论创新。

坚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在理论上深化命

题依据，实现科学选拔人才的目标，在实践中能

测量、可操作、经得起检验，在评价目标、评价内

容、评价过程、评价结果等方面发挥积极导向作

用。研究重点是进一步构建完善引导学生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内容体系，强化“四翼”与

考查内容、考查载体的联系，加强情境研究，创设

既符合素养评价要求又有利于教育公平的试题

情境。推进高考评价体系学科化，更好发挥理论

对学科命题操作的指导功能，服务考教衔接，助

力课程改革、学生全面发展。

二、新时代高考内容改革的实践路径

新时代高考内容改革坚持以高考评价体系

为指南，以立德树人、服务选才、引导教学高考核

心功能为方向，探索形成向全面育人载体转变、

向解决问题转变、向考教衔接转变三条基本路

径，高考的育人功能和积极导向作用显著提升。

“三个转变”是高考适应时代要求、我国教育和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基于高考评价体系的系统性命

题实践变革。

（一）以立德树人为引领，建立健全高考育人体系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高考上联高等

教育，下接基础教育，是立德树人的枢纽环节。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考始终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核

心，全面深化高考内容改革，不断增强高考育人

功能。“一点四面”考查和“一体四层四翼”高考评

价体系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系列组合创

新，从方向引领到标准建设，使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落实得到制度和技术的支撑，从而提升到新

的水平[11]。

第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铸魂育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

成果，是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

器。用党的创新理论培育时代新人，推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入考试标准、融

入试题设计，是高考的重要历史使命。将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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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融入高考，精

心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融入考试内容，

引导学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渗透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引导学生领会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深

化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系统认识，领会其精神实质

和丰富内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夯实支撑终身发展的思想政治基础。

第二，健全引导学生坚定“四个自信”的高考

试题育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学生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立志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

任[3]。高考坚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融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强

化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考查，引导学生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巧妙融入新

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

史性变革，采用符合高中学生认知特点的呈现方

式，把显性考查和隐性教育结合起来，各学科形

成合力，不断完善高考试题育人体系，为立德树

人提供全面支撑。

第三，构建适应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要求的

考试内容体系。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明确把“努

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

为根本目标。德智体美劳五育具有内在关联性，

命题应找准各学科与体育、美育或劳动教育的内

在关联性和结合点，在解决综合性问题的过程中

激活体美劳相关认知[12]。高考命题针对“弱于体、

少于美、缺于劳”的现象，各学科结合自身性质特

点，各有侧重、协同发力，将对体美劳教育的引导

与考查内容、考查要求、考查载体有机融合。通过

情境浸润式、体验式的考查和引导，促使学生体

会到体美劳教育对于个人成长和发展的重要性，

引导学校构建支撑全面发展的良好教育生态[13]。

（二）以服务选才为基点，构建高考综合考查模式

服务高校选才是高考的基本功能。高考为

全国不同类型的高校选拔合格新生，高考的人才

选拔质量直接关系高等教育质量。从某种意义

上说，高考成为高等教育的起点，高考的评价导

向和内容选取将对高校新生的知识结构和素质

构成产生直接、深远的影响。高考必须始终把握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时代和高等教育人才培

养要求，不断完善选拔标准、优化考试内容、改进

考查方法，不断提高人才选拔质量。命题探索

“价值引领、素养导向、能力为重、知识为基”的综

合考查模式，不断增强试题的应用性、探究性、开

放性，把考查的重点放在学生的思维品质和综合

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上[14]。

第一，聚焦独立思考，科学评估学生认知能

力，培育学生发展潜能。《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

改革的意见》强调，培养认知能力，引导学生具备

独立思考、逻辑推理、信息加工、学会学习、语言

表达和文字写作的素养，养成终身学习的意识和

能力[15]。高考注重培养支撑终身发展、适应时代

要求的关键能力，通过优化考查内容、丰富呈现

方式、创新设问角度等途径，在考查学生学科基

础知识、基本能力的基础上，强化学生关键能力

培养，让善于独立思考、认知能力强的学生脱颖

而出，有效鉴别学生发展潜质。

第二，科学创设情境，有效评估问题解决能

力，培育学生实践能力。在信息时代，为应对知

识爆炸性增长，需要以实践为导向为知识内容定

向，通过考试引领教育教学回归培养人、培养改

造世界的实践能力。“情境”即“问题情境”，指的

是真实的问题背景，是以问题或任务为中心构成

的活动场域[16]。国际知名测试项目 PISA 非常强

调情境的真实性，认为学生只有在真实的情境中

体现出的能力才是他们真正的能力[17]。高考注重

理论联系实际，以生活实践问题情境与学习探索

问题情境为载体，从国际政治经济、党和国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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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改革、社会发展、历史实事、科技前沿等方面选

材，创设贴近生产生活实际的典型情境，巧妙结

合学科内容，在考查学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

基础上，评价学科素养发展水平，引导价值取向，

从而实现价值引领、素养导向、能力为重、知识为

基的考试目标。

第三，鼓励开放探究，科学评估学生创新潜

质，培育学生创新精神。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

产业变革迅猛发展，解决“卡脖子”问题，实现更

多从 0到 1的突破，国家对拔尖创新人才的需要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培养和造就创新

人才，不仅要重视培养创造性思维，而且要特别

关注创造性人格的训练；不能简单地将创造性视

为天赋，而更重要地要看作是后天培养的结果[18]。

高考既要发挥区分功能，把具有创新潜质的学生

选拔出来，更要激发学生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

兴趣，培养其探索性、创新性思维品质。高考注

重考查联想思维、发散思维、逆向思维、批判性思

维等与创新密切相关的思维方式，创新试题设

计，丰富题型考查功能，从材料信息的丰富性、试

题要素的灵活性、解题路径的多样性等方面增强

试题开放性，鼓励学生多角度主动思考、深入探

究，发现新问题、找到新规律、得出新结论，增强

创新意识、形成创新思维、培育创新精神。

（三）以引导教学为重心，推动形成考教衔接格局

考试内容改革是引领教育教学最核心的指

挥棒，是引导基础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

途径，也是招考制度改革的重点与难点[19]。高考

深刻把握引导教学这一重要功能，主动加强考教

衔接，与高中课程改革同向同行、同频共振，落实

高中课程标准理念，引导注重作业减量提质，回

归课标、回归课堂、回归学校教育，服务“双减”工

作，逐步形成考试与教学良性互动、有机结合的

一体化育人格局。

第一，遵循课程标准，引导依标教学。高中

课标制定了各学科的学业质量标准，并划分了相

应的水平，更能体现能力立意，应加强课程标准

对高考试题开发的指导作用[19]。2020年起，高考

不再制定发布考试大纲，命题严格以各学科的高

中课程标准为依据，考查内容不超出课程标准规

定的范围内，考查要求遵循学业质量标准。

第二，注重以考促教，服务教学提质增效。

在命题中注重深化基础性考查，强调对学科基础

知识、基本方法的深刻理解，不考死记硬背、不出

偏题怪题，引导中学把教学重点从总结解题技巧

转向培养学生学科核心素养，提升课堂效果和作

业效率。

第三，创新试题设计，服务“双减”落实落地。

在反对“机械刷题”中勇于创新，强化思维品质的

考查，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积极思考、关注现

实，培养深层学习的兴趣，摒弃惰化思维能力、影

响独立思考的不良学习方法。强化思维过程的

考查，创新命题思路和技术方法，把学生内在的

思维过程外显，“让套路限行、让刷题失效”。

第四，坚持稳中求进，助推育人方式改革。

在高考内容改革、高考综合改革、高中新课程改

革、高中育人方式改革并行推进的背景下，新老

高考衔接、新旧课标交叠，改革难度大、风险挑战

多。高考更加注重加强学情调研、适应性测试等

工作，科学制定改革方案与策略，把握改革力度

和教学接受度，确保改革平稳，有利于考生正常

发挥，有利于教学有序开展。

三、新时代高考内容改革的主要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考改革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高考大

规模高利害考试的基本特点，增强问题意识，聚

焦解决时代课题，构建了中国考试的自主知识体

系——中国高考评价体系，形成适应中国国情、

教情、考情的实践路径，高考在人才选拔培养中

的核心地位更加巩固，权威性、公信力显著增强。

第一，在评价理念方面，建立了适应国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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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功能体系论。高考核心功能的提出，意味着

考试效益观的根本性转变，是考试命题领域测评

理念的重大变革。高考评价体系明确提出立德

树人、服务选才、引导教学核心功能，从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

政治高度，立足服务高中育人方式改革、发展素

质教育的全局视野，立足我国高考实际，融合文

化传统，以立德树人贯穿高考核心功能体系，使

高考在实现选拔功能的过程中，更加注重选拔区

分作用与教育引导效果的统一，将引导教学纳入

基本功能，推动高考在反对机械刷题、深层学习、

价值引领上充分发挥积极导向作用，高考的功能

适应培养时代新人的时代要求、高等教育高质量

发展、群众公平而有质量教育的期盼，发生历史

性转变。高考功能体系论的提出，丰富发展了高

考的功能体系和考试效益观，是具有鲜明特色的

中国考试评价功能体系。《国务院关于考试招生

制度改革情况的报告》对改革成效进行总结，将

“改革考试内容和形式，实现从‘考知识’向‘考能

力素养’转变”作为重要内容，并指出，“从考试科

目的设置到考试内容的改革，全面体现对考生德

智体美劳的考查，更好地引导中小学实施素质教

育”[20]。高考功能体系论的完善不仅是考试评价

理念的转变，更是考试命题实践转变的动力系

统、理论基石，提出并引领了考试命题技术系统

转变、推进素养评价范式的重大课题。

第二，在考试发展方面，构建了具有中国特

色的高考评价理论体系与实践路径。1952年，我

国创建了全国统一的高考制度，为公平公正选拔

人才创立了制度保障，为高等教育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1977年，高考恢复，使社会上形成尊重

知识、尊重人才的价值观和社会风尚，为科教兴

国、人才强国战略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为民族复

兴伟业提供了坚实支撑。大国之大，也有大国之

重。高考作为大规模高利害考试，在国家人才选

拔培养中处于核心地位，在国际上没有现成的经

验可以照抄照搬，必须通过回答高考实施中遇到

的现实问题、形成理论成果、开辟实践路径来实现

发展。进入新时代，高考通过破解考试落实立德

树人、考教衔接等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的现实

问题，形成注重育人功能和教育评价积极导向的

中国特色考试招生内容改革理论和实践路径，

“从能力立意走向素养导向、从单一评价走向多维

评价，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考试评价范式”[14]。

第三，在考教关系方面，形成考教衔接新格

局。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分配高等教育资源，对高

中教育教学必然会产生重要的牵引力。在我国重

视教育、望子成龙的文化传统下，这种牵引力产生

的影响更加凸显。为确保教育公平，我国考试招

生制度注重以学生考试成绩为主要依据择优录

取，高考以纸笔考试的形式进行人才选拔，这样的

形式有利于大规模、公平、经济、高效地选拔学

生，但也对考试内容改革提出了很高要求。高考

深刻把握考试对中学教学的导向作用，主动研究

教育教学规律，解决衔接高中课程标准、反对机械

刷题、引导强化体美劳教育等现实挑战，科学发挥

了指挥棒作用，有力引导了高中育人方式转变。

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龙头是高

等教育，高考作为连接基点和龙头的枢纽环节，

在我国教育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

显。在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大背景下，教

育评价、教育系统的生态正在发生历史性变革、

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新时代高考内容改革

要聚焦服务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拔尖创新

人才造就，以高考核心功能引领改革，扎根中国

教情学情考情，融汇价值、素养、能力和知识，融

通育人、选才、引导，加快向素养评价范式转变，

推动高考在破解实践难题、时代课题中实现高质

量发展，引领中国式教育考试现代化不断取得新

进展、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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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as a key task. Over the past decade, Gaokao reform has focused on fully implementing the education
polici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for morality educa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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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Extracurricular Tutoring Improv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Evidence Obtained Using Meta-Analysis

ZHANG Linjing
（Guangdong Academy of Education, Guangzhou 510035, China）

Abstract: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has achieved preliminary results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yet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extracurricular tutoring institutions remain influential factors in its implementation.
To explore the tru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tracurricular tutoring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this study
conducted a meta-analysis of 21 original studies involving 54 independent samples, 79 effect sizes, and 242,
601 participants. Th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extracurricular tutoring had a minimal impact on improving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after modification, no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was observed between
extracurricular tutoring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Among all nine moderator variables, only motivation and
publication type had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s on academic performance. Variables such as students'
gender, study stage, socioeconomic status, region, tutoring subjects, duration of tutoring courses, and types of
extracurricular tutoring had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ffect of extracurricular tutoring. These findings
challenge the one-sided perceptions regarding the role of extracurricular tutoring and provide novel insights
for education policymakers, researchers, teachers, parents, and students.
Keywords: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extracurricular tutoring; academic performance; meta-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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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okao, formulating and promulgating the Gaokao Assessment Framework, exploring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mode that emphasizes values as guidance, literacy as orientation, ability as focus, and knowledge
as foundation. It has shaped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ssessmen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Gaokao Assessment Framework, Gaokao reform focuses on its core functions, which include moral
education, talent selection, and guiding teaching. It aims to transform into thorough talent cultivation, problem-
solving based on authentic situations, and integrating teaching with learning, thereby paving the way for a
Chinese approach to assessment and vigorously promoting modernization in education assessment.
Keywords: Gaokao content reform; Gaokao Assessment Framework; Gaokao core function; moralit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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