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改革实施办法》问答 

 

1.《实施办法》出台的背景和改革目标是什么？ 

2018 年 3 月，本市出台了《上海市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中考改革方案》），明确了

3项主要的改革任务：一是“完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二是“完

善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三是“深化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

改革”。截至目前，本市已经配套出台了《上海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实施办法》《上海市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等文件。此次

出台的《实施办法》是为了进一步深化招生录取改革研究制定的。 

此次中招改革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科学有效、统筹兼顾的原则，

充分发挥招生录取改革的正面导向作用，与义务教育阶段“公民同招”

“民办超额摇号”以及初中强校工程等形成合力，实现两个主要改革

目标：一是进一步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办好家门口的每一所

学校，积极探索将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大部分招生名额直接分配到每

所不选择生源的初中学校，兼顾各类型初中学校的发展机会公平；二

是进一步改变原有的“见分不见人”的招生方式，破除招生过程中的

唯分数论，积极探索建立健全多元综合评价录取体系，引导初中学校

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和能力培养，促进高中学校研究和建立客观公正

的综合评价体系。 

 

2.相较于 2018年出台的《中考改革方案》，此次出台的《实施办法》



做了哪些方面的细化？（相关名词解释参见问题 5） 

2018年出台的《中考改革方案》，明确提出了完善高中阶段学校

自主招生、推行名额分配综合评价录取、完善高中阶段学校统一招生

录取的改革任务和基本框架。在此基础上，此次出台的《实施办法》

就自主招生、名额分配、综合评价录取等方面进行了细化，进一步明

确了具体要求。 

 

（1）自主招生方面做了哪些细化？ 

一是明确了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和市特色普通高中的自主招生

计划，面向全市范围内有创新潜质、学科专长、体育或艺术特长的初

中毕业生。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和市特色普通高中自主招生计划总数

不超过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总数的 6%，其中优秀体育学生、艺术骨干

学生自主招生计划合计不低于该类自主招生计划的 15%（即 6%×

15%）。 

二是明确了试点“探索建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项目的普通

高中学校（目前为上海中学、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复旦大学

附属中学和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和市特色普通高中的自主招生计

划占比相较于当年度其他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自主招生计划占比可

适当增加。 

 

（2）委属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名额分配招生做了哪些细化？ 

一是明确了委属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名额分配到校的比例。分配



到各区的计划中须有不低于 20%的比例以均衡、随机为原则分配到不

选择生源的初中学校。 

二是明确了委属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名额分配的测算依据。原则

上以各区当年度中招报名人数占全市中招报名人数的比例为测算依

据分配到各区。 

三是明确了委属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分校或校区，原则上按照

区属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招生录取政策执行。 

 

表一：委属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名额分配表 

名额 分配比例  分配 到区测算依据  分配 要求  

委属市实验性示范性高

中招生计划的 65% 

原则上 以各 区当年 度中 招报名 人

数占全 市中 招报名 人数 的比例 为

测算依据分配到各区  

分配到各区的招生计 划中须

有不低于 2 0 %的比例，以均

衡、随机为原则分配 到不选

择生源的初中学校  

 

（3）区属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名额分配招生做了哪些细化？ 

一是明确了区属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名额分配到校的基本原则。

每所该类高中的名额分配到校计划，要分配到区内每所不选择生源的

初中学校，实现名额分配全覆盖。若某所该类高中分配到校计划数大

于等于区内不选择生源初中学校数时，须确保区内每一所不选择生源

初中学校至少获得该高中 1个名额；若某所该类高中分配到校计划数

小于区内不选择生源初中学校数时，则以均衡、随机为原则将计划分

配到区内不选择生源初中学校。 



二是明确了区属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名额分配到校的测算依据。

若某所该类高中分配到校计划数大于等于区内不选择生源初中学校

数时，在保障区内每所不选择生源初中学校都能获得区属各市实验性

示范性高中至少 1个名额前提下，其余计划原则上以所属区内各所不

选择生源初中学校中招报名人数占本区该类学校中招报名总人数的

比例为测算依据进行分配。  

 

表二：区属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名额分配表 
名额 分配

比例  
分配 方式  比例 划分  测算 依据  分配 要求  

区属市实

验性示范

性高中招

生计划的 5

0 %-6 5 % 

名额分配

到区  
3 0 % 

分配到外区的名额原

则上以各区当年度中

招报名人数占全市中

招报名人数的比例为

测算依据  

本区 5 %-1 0 %外区 9 0 %-

9 5 % 

名额分配

到校  
7 0 % 

原则上以区内各所不

选择生源初中学校中

招报名人数占本区该

类学校中招报名总人

数的比例为测算依据  

分配到本区每所不选择

生源的初中学校实现名

额分配全覆盖  

 

（4）综合评价录取方面做了哪些细化？ 

一是明确了在名额分配综合评价录取批次，考生可以填报 1个名

额分配到区志愿和 1个名额分配到校志愿，按名额分配到区、名额分

配到校依次开展招录工作。 

二是明确了设立相应最低控分线的要求。招考机构根据考生志

愿、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计分科目总成绩（含政策加分，下同）进行排

序，对达到“名额分配综合评价录取”相应最低控制分数线的考生，



按招生计划 1︰2 的比例从高分到低分依次投档，参加报考学校组织

的综合考查（满分 50分，具体办法另行颁布）。 

三是明确了学校综合考查实施要求。各招生学校结合学校办学特

色和人才培养需要，自主制定公示综合考查方案，不得组织任何形式

的学科类测试，并做好组织实施保障工作，确保过程规范、结果公平。 

 

3.需要提醒家长关注的几个问题 

（1）本次中招改革的适用对象是哪些人？ 

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改革从 2022 年开始实施，适用对象是自

2022年起参加本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的考生。参加 2021年中招

录取的考生不受本次改革影响，仍按照原有招生录取方式进行。 

 

（2）哪些考生可以填报名额分配到校招生志愿？ 

名额分配到校招生志愿，仅限不选择生源初中学校（毕业学校）

在籍在读满三年的应届初三学生填报。 

选择生源的民办初中 2022届和 2023届应届毕业生，可参加自主

招生录取、名额分配到区招生录取以及统一招生录取，不能参加名额

分配到校招生录取。鉴于本市从 2020 年起，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

入学实行“民办超额摇号”政策，从 2024 年中招开始，本市所有初

中学校原则上都是不选择生源初中学校。因此，从 2024 届应届初中

毕业生开始，原则上都可参加当年度的名额分配到校招生录取。 

 



4.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后中职校招生办法有什么变化？ 

改革后中职校招生分自主招生和统一招生录取两个批次。中本贯

通、五年一贯制和中高职贯通以及需要面试或测试的部分中职专业在

自主招生批次录取，其余专业在统一招生批次录取。 

 

5. 此次出台的《实施办法》涉及的部分名词解释 

（1）什么是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录取? 

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录取是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和市特色普通高

中，面向全市范围招收有创新潜质、学科专长、体育或艺术特长的初

中毕业生进行的招生办法。招生学校采取综合评价的方式，按招生计

划 1:1进行择优预录取。预录取考生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计分科目总成

绩达到当年度相应最低控制分数线方可被正式录取。 

 

（2）什么是名额分配综合评价录取？ 

名额分配综合评价录取是此次中招改革推行的招生录取新办法。

这种招生办法仅在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推行，在招生计划安排的时候

采用名额分配的方式，在招生录取时采用综合评价录取的方式。招生

学校采用名额分配综合评价录取方法招生时，不仅要看考生的计分科

目总成绩，还要结合考生综合素质评价情况进行综合考查，按照考试

计分科目总成绩和学校综合考查成绩的总分进行录取。 

名额分配综合评价录取包含“名额分配到区招生录取”和“名额

分配到校招生录取”两大类。其中，名额分配到区招生录取，以区为



单位，依据总分排序录取；名额分配到校招生录取，以初中学校为单

位，依据总分排序录取。 

 

（3）什么是统一招生录取？ 

统一招生录取指高中阶段学校根据考生志愿、录取总成绩，由招

考机构统一投档录取的招生方法。招生志愿包含中考前填报的“1至

15志愿”和录取期间的征求志愿。 

 

（4）什么是委属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 

委属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是指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直接或共同

管理的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学校，主要指上海中学、华东师范大学第

二附属中学、复旦大学附属中学、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5）什么是区属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 

区属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是指由区教育局管理的市实验性示范

性高中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