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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普通高中学业水平

选择性考试科目等级赋分办法（试行）解读说明

一、等级赋分办法如何制定的？

认真学习领会教育部相关文件，借鉴已经启动高考综合改革

省市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区实际，分析往年高考数据，开展系统

调研，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该办法。

二、选择性考试科目成绩如何呈现？

首选科目以原始分呈现，再选科目以等级分呈现。

三、为什么首选科目按照原始分计入高考总分？

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深化普通高

等学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我区新高考采

用“3+1+2”模式，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按物理、历史两个类别，

分列计划、分开划线、分开投档录取。因此，选择物理（或历史）

的考生将使用同一物理（或历史）试卷、考生群体相同，成绩具

有可比性，可以使用原始成绩计入考生总成绩。所以首选科目按

照原始分计入高考总分。

四、为什么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 4门再选科目按

照等级分计入高考总分？

首选科目为物理（或历史）的考生可以在思想政治、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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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生物学 4门科目中，结合兴趣、特长、生涯规划和院校专

业选考要求等选择两门科目作为再选科目，物理（或历史）组有

6种选择组合。由于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 4门学科试

题难度差异和报考相应学科的考生群体不同，考生选考科目的原

始分不具有可比性。如，考生甲选考思想政治，考生乙选考化学，

两人都考了 80分，考生甲排在所有选考思想政治考生的第 100

位，考生乙排在所有选考化学考生的第 1000位。若简单将他们

各科成绩相加计入考生总成绩并进行比较，既不科学也不公平。

因此，需要将不同科目的原始分按照一定规则通过转换得到等级

分，以解决选考科目的原始分不具有可比性的问题。

五、等级赋分的规则及优点是什么？

以近年高考成绩数据为基础，经过反复测算，确定等级赋分

具体参数。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 4门科目每科原始成

绩满分为 100分，等级赋分以 30分作为赋分起点，满分为 100

分。转换时将考生原始成绩从高到低划分为 A、B、C、D、E共

5个等级，各等级人数所占比例分别约为 15%、35%、35%、13%

和 2%。将 A至 E等级内的考生原始分，按照确定比例，依照转

换公式，分别转换到 100～86、85～71、70～56、55～41、40～

30五个分数区间（具体见表 1），四舍五入取整后得到考生的等

级分。经过转换，考生在相应科目群体中的位次不会下降。每科

计算等级转换的考生人数即转换基数，具体为实际参加该科目考

试并取得有效成绩的人数（不含缺考及因违纪作弊已被取消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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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的人数）。

表 1 等级赋分人数比例和赋分区间

等级 A B C D E

人数比例 约 15% 约 35% 约 35% 约 13% 约 2%

赋分区间 100～86 85～71 70～56 55～41 40～30

等级转换公式：

Y2 − Y
Y − Y1

=
T2 − T
T − T1

其中：Y1、Y2分别表示某等级原始分区间的下限和上限；Y表

示某等级内某考生的原始分；

T1、T2分别表示相应等级赋分区间的下限和上限；T表示相应

等级内某考生的等级分。

等级赋分的优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能够较好解决思

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 4门科目之间分数不等值、学生选

考科目分数不能直接相加参加高校招生录取的问题；二是等级区

间比例依据我区往届考生的实际状况划定，符合实际情况；三是

经过转换，考生在相应科目群体中的位次不会下降，确保成绩转

换的公平公正；四是能够最大限度保证考生的成绩具有良好的区

分度，满足高校人才选拔需要。

六、等级赋分转换示例。

根据考生再选科目位次，确定其等级，再按照考生原始分数、

等级分数在该等级原始成绩和赋分成绩区间比例相等的原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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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考生等级分。

假设某考生思想政治科目合格性考试成绩达到合格，选择性

考试科目原始分为 80分。第一步，将该科目选择性考试原始分

从高到低进行排序，按照规定的等级比例将该考生划定为 B 等

级，该科目 B 等级的原始分分布区间为 82～61；第二步，根

据分数转换参数设置，将 B 等级内的该考生原始分，依照等比

例转换法则，转换到 85～71 分数段。原始分所在区间的下限

Y1为 61分，上限 Y2为 82分。相应等级赋分区间的下限 T1为 71

分，上限 T2为 85分。那么该生的等级分为：

82 − 80
80 − 61

=
85 − T
T − 71

解得，T≈ 84（四舍五入取整），即该考生思想政治科目等级分

为 8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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