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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素质评价

1 实施意义

对学生全面发展状况的观察、记录、分析，发现和培育学生良好个性，深入推进素质教育

有利于促进学生认识自我、规划人生，积极主动地发展

有利于促进学校把握学生成长规律，切实转变人才培养模式

有利于促进评价方式改革，转变以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评价学生的做法，为高校招生录取提供重要参考



综合素质评价

2 评价内容

思想品德：党团活动、社团活动、公益劳动、志愿服务等的次数、持续时间

学业水平：学业水平考试成绩、选修课程内容和学习成绩、研究性学习与创新成果等

身心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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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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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活动的次数、持续时间，形成的作品、调查报告等



综合素质评价

3 评价程序

写实记录

• 活动记录

• 事实材料

整理遴选

• 整理遴选
重要典型
材料及用
于招生的
材料

公示审核

• 每学期末
材料公示
及审核

形成档案

• 五项成长
记录

• 自我陈述
报告

• 教师评语

• 证明材料



上海市综合素质评价

上海市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化平台，在自主招生、综合评价招生中使用



上海市综合素质评价

上海市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化平台，在自主招生、综合评价招生中使用



浙江省综合素质评价

学生互评和教师评议相结合，按比例合成评定结果，其中学生互评权重不低于

70%

评价结果分三等，用A、B、C表示，原则上A等比例不超过应届学籍人数的25%，C

等比例不超过5%

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生成《浙江省普通高中学生三位一体招生综合素

质信息表》和《浙江省普通高中毕业生综合素质信息表》，提供给高校招生使用



浙江省综合素质评价



浙江省综合素质评价



北京市综合素质评价

思想品德

• 参与党团活动、“一十百千工程”、专题教育活动、公益活动与志愿服务等活动的内
容、次数、持续时间及收获等

学业成就

• 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学习内容和成绩，研究性学习表现与成果等

身心健康

•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主要结果，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习惯、效果，以及自
我调控能力、应对困难与挫折的表现等心理健康情况

艺术素养

• 在艺术、人文等方面的兴趣和特长，以及参加艺术活动的过程和成果，特别是在传承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表现

社会实践

• 参加技术课程实习，游学，到社会大课堂实践基地、高校科研院所、博物馆、科技馆、
企业、社区等社会场所开展参与实践活动的内容、次数、持续时间及收获等

北京市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电子平台



天津市综合素质评价

建立天津市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电子平台

管理综合素质评价的数据

向高等院校提供《天津市普通高中毕业生综合素质档案》。

P020160624597244629260/天津市普通高中毕业生综合素质档案.pdf


天津市综合素质评价



天津市综合素质评价



山东省综合素质评价

建立山东省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管理平台

招生录取的重要参考，总分相同优录的依据

在综合评价招生的录取总成绩中占有一定的比重

山东省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档案

山东省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档案.pdf


海南省综合素质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