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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深化高

等学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闽政

〔2019〕5号)，2021年起，福建省高考考生总成绩将由

统一高考科目成绩和学业水平考试选考科目成绩共

同构成。其中，统一高考科目有语文、数学、外语 3门

科目，每科均按满分 150分的原始分计入考生的总成

绩；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在物理、历史两门必选科

目中选择 1门科目，按满分 100分的原始分数计入考

生的总成绩；在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 4门科目

中，选择 2门科目，按每科满分 100分进行等级划分，

并计入考生的总成绩，满分为 750分。至此，福建省高

考正式进入“3+1+2”时代。

一、职业生涯规划的指导意义

“3+1+2”高考模式，除了 3门统一的考试科目，每

位考生还要在物理、历史中任选 1门科目，在思想政

治、地理、化学、生物中任选 2门科目，这样就有 12种

学科组合。与文、理科二选一相比，这样的选择更加多

样化，但学生的困惑也大大增加。学生在选择学科组

合前，应先做好职业生涯规划。

1.理想的职业生涯是高考的目标

学生高考的目的是在大学继续学习自己所需的

专业知识及技能，获得相应的从业资格，从而步入职

场。因此，高考科目的选择应视为学生人生职业生涯

规划的开始。

2.职业生涯规划要依据个人的思维特点

（1）个人思维特点存在差异

人与人之间存在认知能力差异。认知能力差异

在高中学习阶段的体现就是“偏科”，即人们所说的

“文科思维”“理科思维”。在这种认知差异下，个人思

维特点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2）个人思维特点差异对学习阶段的影响

个人思维特点差异导致部分学生在学习某一学

科时会遇到阻碍，出现“偏科”。现阶段，高考科目及大

学专业都是依据不同学科来设置的。学生的个人思维

特点会影响学习效果和学习成绩。

有的学生虽然被理想的高校录取，但就读的却

是不符合自己思维特点的专业。专业思维欠缺，大大

降低了专业知识的接受效果，导致学生在学习专业知

识时力不从心，痛苦迷惘。因此，高校中每年都有学生

换专业或选择弃学复读等。

学生林某，最怕数学，偏偏被某校的计算机专业

录取了。入学后，他感到学习很吃力，第一学期专业课

考试就挂科，他认为自己不擅长此专业的学习，就毅

然选择弃学复读，隔年考入某校医学专业。他凭借自

己的能力，学习成绩处于全校中上水平，在研究生毕

业后进入一家县级医院，工作十分出色，颇受人们好

评。可见，他能从自己不擅长的专业中及时脱身，这才

是明智之举。

虽然大部分学生都能坚持完成不符合自己思维

特点或不喜欢、不擅长专业的学习，但是专业成绩大

都是中下水平，毕业求职时就会输人一筹。个人思

维特点差异对学生有很大的影响，学生一定要加以

重视。

（3）个人思维特点差异对职业生涯的影响

职业专业技术体系是学校学科体系的延伸。各

专业技术工作与各学科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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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思维特点差异对职业生涯的影响很大。学

历不代表能力。没有职业所需的思维能力，就不可能

干好所从事的专业工作。在市场经济下，企业之间竞

争残酷，用人单位对员工是有工作业绩要求的，用人

单位不可能聘用不能很好完成本职工作的员工。

学生翁某，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异，从某 211大

学建筑学专业毕业后，顺利进入业内口碑不错的设计

院，但他确实没有建筑艺术方面的天赋，工作总是无

法让客户满意，他在单位逐渐被边缘化，不得已辞

职，转而从事快递行业，着实让人惋惜。

因此，依据个人思维优势进行相应的职业生涯

规划，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价值。

二、高考学科组合选择的具体原则

学科选择应根据学生的个人思维特点以及人生

职业生涯规划，选择最有感觉、最具潜力的最强学科

组合。

1.最强学科组合的定义

判断最强学科的依据，不仅要看学生平时各学

科的考试分数，以及学生各科考试成绩在可知范围内

的排名（班级和年级学科成绩排名），还要综合参考学

生在县、区、市、省的成绩排名。平时学科成绩的排名越

靠前，那该学科在竞争中就越具有优势，排名相对好

的学科就是最强学科。

2.选择最强学科组合的原因

最有感觉、最具潜力的学科，实际上就是学生最

喜欢、最擅长的学科。选择最有感觉、最具潜力的最强

学科组合，不仅可以在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还可以

进入符合自己思维特点的高校，选择适合自己的专

业，学习自己喜欢的专业知识，进入自己心仪的行业，

取得事业上的成功。

3.选择最强学科组合的优势

（1）绝对分数的决定性作用

“3+1+2”的高考模式是在高考成绩公布后填报

志愿再录取，考生之间拼的是总分。学生只有选择最

强的学科组合，才能在高考中发挥最大优势，考出理

想的分数，增强竞争力。

（2）学生必须扬长避短

在“3+1+2”高考模式下，竞争对手都会选择自己

最强的学科，因此，学生必须扬长避短，选择自己最

强的学科组合，以确保在高考竞争中赢得优势。

三、结语

在“3+1+2”高考模式下，学生选择最有感觉、最

具潜力的最强学科组合，才是明智之举，才能在“3+1+

2”的新高考模式中发挥出自己的优势，考出理想分

数，增强竞争力，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高校与专业，从

而更好地为国家做出贡献。面对新高考模式，广大师

生应砥砺同行、团结一致，把握机遇与挑战，共同创造

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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