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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新高考的背景，高一年级学生面临着关乎其学业生涯发展的选科决策，而目前的选科决策存在性别

分化和盲目短视的问题，分析高中生科目选择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及影响因素，有助于为高中生的学业

发展提供实践建议。对湖北省195名首批选考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选考科目存在性别差异，男生更倾

向于选择物理科目，女生更倾向选择历史科目，影响高中生选择科目的首要因素是学科成绩和科目兴趣，

其次是学生自身的理想和今后的就业需求。学科成绩不够好是高中生在选择科目时所面临的首要阻碍因

素，此外，学生也害怕在科目决策时选择错误。整体而言，高中生在科目决策中有较高的自主决定权，

同时也会在决策中兼顾来自父母和老师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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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re 
faced with the decision of subject selection which is related to their academic career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current subject selection decision has the problems of gender differentiation and 
blind myopia. The analysis of the new phenomena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course selection 
process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s helpful to provide practical suggestions for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the first 
group of 195 students in Hubei Province, there are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subjects selected. 
Boys are more inclined to choose physics subjects, while girls are more inclined to choose history 
subjects. The primary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choice of subjects for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re 
subject scores and subject interest, followed by students’ own ideal and future employment de-
mand. Low academic performance is the primary obstacle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hen choosing 
a subject, in addition to the fear of making the wrong choice when making subject decisions. On 
the whole, high school students have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in subject decision-making, and 
also take into account the opinions of parents and teachers in the decision-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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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 2014 年开始，我国开始逐步推行“新高考”改革，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学业水平考试，所有

科目不再分文理科[1]。2019 年，湖北省人民政府发布《湖北省高等学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简
称《实施方案》)，依据该《实施方案》，自 2021 年起，湖北新高考方案采用“3 + 1 + 2”模式，“3”
为全国统一高考科目语文、数学、外语 3 门，“1”由考生在物理、历史 2 门首选科目中选择 1 门，“2”
由考生在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 4 门再选科目中选择 2 门[2]。需要指出的是，新高考改革为学

生的个性化发展及生涯发展提供了更多自主选择的机会，同时意味着学生需要面临选择的困惑和迷茫，

尤其从高一开始就要考虑选科的问题并提前做好自己的生涯规划。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高中生的科目选择是一项有难度的复杂决策任务，并且影响着大学专业报考

和未来生涯规划的走向与发展。首先，“3 + 1 + 2”模式的科目组合数多达 12 种，这项决策的复杂程

度远高于文理分科。其次，从现实情况来看，较多学校的高中生在高二甚至在高一阶段就要确定选考

科目，做出选择的时间相对比较紧迫，基于学校教学资源、教学进度以及学生的学习时间等限制因素，

学生一旦做出选科决策后较难更改。最后，各个高校会对不同专业提出不同的选考科目要求，学生在

高一或高二所选择的科目组合，将直接影响其在高考时的专业志愿填报范围，进而影响到未来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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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依据苏伯的生涯发展阶段理论，青少年处在人生职业探索的关键期[3]，对于高中生而言，做出

合理的科目决策是其生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探讨高中生的科目选择影响因素具有较强的现

实意义。 
总体而言，以往文献较多调查和分析了东部发达地区(比如北京、浙江)的高中生选科现状及其影响因

素[4] [5]，较少考虑到中西部地区(如湖北)高中生的科目选择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由于我国东部和中西部

的教育水平、资源分配存在一定的差异，并且湖北省的“3 + 1 + 2”模式与“6 选 3”或“7 选 3”模式存

在一定的区别，因此，有待于进一步去发现湖北省第一届新高考的高中生科目选择现状是怎样的？以及

影响湖北省高中生科目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哪些？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湖北省 2018 级高中生是执行湖北省新高考方案的首届学生，本研究采取方便抽样的方法，在湖北省

武汉市，十堰市，宜昌市，随州市抽取了四所高中 193 名高一学生。男生 94 人，女生 99 人，来自重点

中学的人数有 87 人，非重点中学的人数有 106 人。 

2.2. 研究工具 

采用自编结构化调查问卷，具体内容包含学生的人口学信息(如性别、年龄)，以及学生在选择科目时

所考虑的因素和存在的阻碍因素。其中包含 13 个科目选择考虑因素，例如学科成绩、科目兴趣、今后就

业需求等，同时包含 12 个科目选择时面临的阻碍因素，例如自己的学科成绩不够好，父母或朋友反对，

不了解大学招生和专业情况等。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科目组合的现状分析 

在 12 种科目组合当中，被调查的学生选择了其中十种科目组合，各科目组合的人数分布差距相对较

大。人数分布较多的集中在物化生(35 人)，物化地(30 人)和历生地(30 人)的科目组合上。在 10 种科目组

合选择中，选择人数最少的三科为历生政(7 人)，物地政(9 人)和历化政(9 人)。由于 12 种组合有 10 种组

合都有人选择，这一现象也说明了高中生的科目选择呈现多元化趋势，也充分彰显了新高考改革的核心

理念，即赋予学生自主选择权。 

3.2. 单科选择的分析 

在选考的六门科目中，物理和历史是学生必选其一的学科。在调查的样本当中，学生选择物理的有

106 人，选择历史的有 89 人，二者的人数差距相对较小。另外，在其余四门选考科目中，选考科目的人

数差异相对较大，按照选择科目人数由多到少为生物，地理，化学，政治，其中选择最多的科目是生物

(126 人)，地理(112 人)，选择最少的是政治(56 人)。在所有选考科目中，选择生物和政治的人数差距明

显，究其原因，一方面与学生自身成绩、学习兴趣等因素有关，另一方面与学科性质、学校资源等因素

有关。 

3.3. 影响必选科目物理或历史主要因素 

首先，就性别差异而言，男生选择物理科目的人数多于选择历史科目的人数，女生选择历史科目

的人数也明显多于选择物理科目的人数。这表明传统文理分科的遗留现象(如男偏理，女偏文)依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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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次，从统计结果来看，成绩排名对学生选择物理或历史的影响并不显著。最后，学校类型对学

生选择物理或历史有一定影响，相对而言，重点中学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物理科目，而非重点中学的

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历史科目。究其原因，其一，物理科目学习难度大，学习投入也需要更多，重点中

学的学生在物理学科上的学业成绩更为突出和优异，而非重点中学的学生有畏难情绪，更愿意选择历

史等偏文科的科目。其二，对于物理这一学科而言，重点中学的师资力量较强，学校鼓励和支持学生

选择物理。 

4. 影响学生选择选考科目的主要因素 

4.1. 选择科目时考虑的因素 

针对学生在选择科目时的影响因素调查发现，在众多因素中，学生的选择人数由多到少的排序是：

“学科成绩”和“科目兴趣”并列第一位，“自己的理想”，“今后就业需求”分别处于第二、第三位，

然后依次是“科目的使用价值”，“科目的发展优势”，“学业信心”，“父母老师意见”，“师资力

量”，“学校政策”，“科目的要求”，“学费及经济能力”，最后是“性别差异”，各选项的人数见

图 1。 
 

 
Figure 1. The main influential factors of subject decision 
图 1. 科目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 

 
通过高中生对科目的考虑因素调查发现，高中生选择高考选考科目时最在意的是“学科成绩”和“科

目兴趣”，“自己的理想”，“今后就业需求”也是影响其科目选择的重要因素，对“父母老师意见”，

“学校政策”和“学费经济能力”考虑较少。说明现在高中生选择科目时重点考察的是自身因素，对自

己的学科成绩和学好所选科目的能力的看得比较重视。而外在因素考虑较少。 

4.2. 选择科目时面临的阻碍因素 

另一个问题调查了学生在科目决策时所存在的阻碍或者障碍性因素。学生回答人数最高的是“自己

的学科成绩不够好”，其次是“害怕决定错误”，“不了解大学招生和专业情况”，“自身条件限制”，

然后依次是“理想与现实不符”，“不了解自己的学科兴趣和能力”，“喜欢的科目将来收入可能不高”，

“不清楚科目特点和用途”，“喜欢的科目需求下降”，“喜欢的科目多”，“父母或朋友反对”，最

后是“学费太高”。各选项的人数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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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main obstacles of subject decision 
图 2. 科目决策的主要阻碍因素 

 

与学生选择科目时所考虑的因素相比，学科成绩都是考生最看重的因素，其次是“害怕决定错误”、

“不了解大学招生和专业情况”也成为重要的阻碍因素，由此可见，学生做出选科决定时，缺乏对自身

认识和缺乏对大学专业的不了解会加剧其科目决策的困难程度，有必要对这部分学生进行生涯教育。 

4.3. 科目选择自主权的现状 

调查问卷针对“科目选择自主权”设置了四个选项。学生实际选择人数由高到低排序为：“自己做

主”，“服从父母安排”，“学校统筹安排”，“由老师安排”。其中“自己做主”占比高达 89%，其

次为“服从父母安排”，没有人选择“由老师安排”这一项。可见，在科目决策中，真正做出决定的还

是取决于学生自己。 

5. 总结 

本文调查发现，选考科目呈现较为典型的性别差异，男生更倾向于选择物理科目，女生更倾向选择

历史科目，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成果比较类似。从选科倾向与性别的关系来看，呈现出男偏理女偏文，

男不选政治、女不选物理[4]，科目选择呈现传统文理分科趋向，男生选择物理、化学和生物三门课作为

高考科目的比例较高，表现出传统的理科倾向，而女生选择政治、历史、地理三门课作为高考科目的比

例较高，表现出传统的文科倾向[6]。 
本次调查发现，影响高中生选择科目的首要因素是学科成绩和对科目的信心，这一结果与以往针对

浙江高中生的调查分析结果相对一致[4] [7]，其次是学生自身的理想和今后的就业需求，针对北京市高中

生的选科调查结果表明，学生的选科意向与其大学专业的报考意向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学生报考专业意

向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兴趣爱好、专业学习信心和专业发展前景[5]，这反映了学生在选科时具备一定的未

来规划意识。值得注意的是，学科成绩不够好是高中生在选择科目时所面临的首要阻碍因素，并且高中

生害怕在科目决策时选择错误。此外，教师、同伴竞争、教学管理等其他因素对科目选择也有一定程度

的影响[8]。 
整体而言，高中生在科目决策中有较高的自主决定权，同时也会在决策中兼顾来自父母和老师的意

见。具体说来，学生在选择科目时考虑最多的群体是父母，其次是老师。自由选择科目组合提升了学生

的自主选择权，促进了高中生个性化发展，这一结果与新高考改革的目标导向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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