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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海市综合素质评价政策解读

1、为什么要增加综合素质评价信息？

我们教改的大方向是从以往的唯分数论向着更加综合全面、以德树人的方向

发展，这其中会重点关注品德发展与公民素养、身心健康与艺术素养等。对于一

个学生优劣的评价不只看成绩，还要看拓展型和研究型课程的学习经历；不只看

校内学习，还要看社会实践。

2、综合素质评价信息有什么用处？

上海春考、综合评价、专科自主招生等涉及面试环节的招生批次，各校招简

均提出要参考《综合素质评价信息》，但具体如何参考，以及具有多大的价值目

前尚无统一标准。相关招生流程依然是文化课成绩占主导、面试/校测占其次，

最后的综评信息只是在其他成绩均已达标后的一个辅助性参考地位。可以说目前

来看综评在实际招生过程中的价值依然比较有限，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在这件事上

就可以敷衍了事，综评信息的填充贯穿整个高中三年，而政策的变化是很快的。

3、综合素质评价信息什么时间填写？

高一下学期开始，每个学期开始的第一个月会开放系统，大家可以针对上学

期相关的内容进行填写。这个流程会经历四次，分别是高一下、高二上、高二下

和高三上的开学第一个月。这个过程大家主要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客观记录集中反

映综合素质主要内容的具体活动(典型事例)，收集相关事实材料。

然后在高三第一学期末，针对高三考生还会有第五次填写，这第五次填写基

本就是将前面 4次积累的各种素材，进行一次总结，整理成自我介绍，体现社会

责任感、专业志向与才能、个性特点与个人爱好等。最终形成一份完整的报告，

供后续高考一些招生环节在录取时进行参考。

所以每个学生在高中三年要进行 5次相关信息的填写。

https://xszp.edu.sh.cn/


4、上海市综合素质评价信息主要包含 6 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中的典型事例及最终的自我介绍、你感兴趣的职业/行业/专业，是

需要大家自己进行填写的；

第五部分的研究生学习专题报告是需要大家在高二下或者高三上的时候完

成报告撰写的；

市级以上的各种荣誉、奖项，有就填，没有也就不用填，市级以下的可以放

在第一部分的自我介绍填写；

第六部分的学校特色指标具体看每个学校的安排，占比不会太大；

其他部分的内容要么是主要由学校填写，要么是学校会给出一些素材收集的

方式方法，学生层面的操作相对简单。

二、上海市综合素质评价各部分具体内容及要求

1、综合素质纪实报告

这部分除了基本信息之外，还有一项“你的志向”，需要填写你感兴趣的职

业/行业/专业，以及重点是最后的“自我介绍”，这部分主要是通过列举典型事

例（如上文所说，前面 4个学期记录，最终第五次撰写成完整版自我介绍）等方

式，介绍学生本人的社会责任感、专业志向与才能、个性特点与个人爱好等方面

的具体突出表现，字数不超过 500 字。

除了典型事例之外，自我介绍部分还可记录区级和校级奖励或证书，以及后

面几项表格中未涉及到的内容。



2、品德发展与公民培养

这部分主要包括学生军训、农村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公益劳动)、社会文化

活动、社会考察(调查)等。其中：

高中学段社会实践不少于 90 天，其中志愿者服务不少于 60 课时。

学生军训、农村社会实践指学校集体组织的学军、学农活动，主要由学校记

录学生的完成情况和表现。

志愿服务(公益劳动)指为孤寡老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提供无偿帮助，到福

利院、医院、社会救助机构、居委会等公共场所、社会组织做无偿服务，为赛会

保障、环境保护等活动做志愿服务(公益劳动)等，主要记录学生参加的项目内容、

次数、累计时间、达标情况、受表彰的次数或调查研究报告。



社会文化活动指在博物馆、美术馆、科普场馆、图书馆、社区等参加的校外

文化科技活动。

社会考察(调查)指学生到社会(社区)就国情、社情、乡情开展的调查研究。

主要记录学生活动的时间和内容或调查研究报告。

以及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市级以上）和违纪违规记录。

3、修习课程与学业成绩

这部分也是主要由学校进行记录，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基础型课程成绩为每学期期末考试成绩或总评成绩，具体由学校定；

2）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主要是合格考成绩以及等级考成绩；

3）国际课程学习经历记录在拓展型课程中；

4）拓展型和研究型课程包括与大学合作开设的课程，相关社会机构开设的

课程或学校与社会机构合作开设的课程，记录应与《上海市学生成长记录册》中

内容相符；

5）“市级以上奖励或证书”，填写学生获得的除先进个人荣誉称号、体育、



艺术和科技活动（这些分别填在其他几个项目中）外的其他所有市级及以上奖励

或证书；

6）学生获得区级和校级奖励或证书可填写在“自我介绍”中。

4、身心健康与艺术素养

这部分主要包括每学年的体质测试（即体育成绩），体育、艺术方面的“市

级以上奖励或证书”（市级以下的可以填在前的“自我介绍”里面）。



5、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这部分主要包含研究性学习专题报告和市级以上科技活动、创造发明、专利

情况（区级、校级科技活动项目名次或等第可填写在“自我介绍”中）。

研究性学习专题报告主要反映学生的调查研究能力、动手操作能力和实践体

验经历，从各类研究活动经历中选择一个最具代表性的调查研究课题或实践项目

进行描述。

关于研究性课题，学生需要提供《上海市学生成长记录册》中的相关内容附

件，包括完整的研究（调查）报告、研究（调查）过程中的照片、社会评价等作

为研究性学习专题报告的佐证材料；学校研究性学习专家委员会要对研究过程和

结果的真实性做出认定；最终还需要指导教师针对课题内容和学生个人角色作出

总体评价，考虑研究的创新性、资料和证据的可靠性、分析和反思的充分性以及

组织和表达的连贯性。





6、学校特色指标

这部分不是每个学校都有的，需要由学校校长进行特色指标的申请，一次最

多申请 3条特色指标。

记录“学校特色指标”的高中学校要同时满足以下 4个要求：一是学校有独

特的育人目标，主要体现学校培养人才的特色内涵;二是有特色课程群的支撑，

仅仅是单个特色项目或活动还不足以形成学校特色指标;三是特色课程群覆盖本

校的全体学生或大多数学生;四是有特色指标的测量评价的具体标准，对学生表

现等第的评定有切实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