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5月24日 星期一
编辑/吴笑文 组版/王贤梅 校对/陈文彪

扫
一
扫
更
精
彩

04

今起高考生
每日自行监测健康状况
高考生及家长原则上不得离皖

星报讯（记者 于彩丽） 2021年高

考在即，日前，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安

徽省2021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防

疫须知，明确高考前14天，请考生及家

长不得去中、高风险地区，原则上不得离

开本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跨市流动。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跨市流动
须知要求考生和家长要密切关注

所在地疫情防控要求，自觉配合防控排

查检查，按规定做好相关准备工作。自

觉通过主流媒体和官方渠道了解新冠病

毒疫情防控和诚信赴考常识，知晓防疫

措施、健康状况监测和入场安检程序、个

人防护注意事项等。

5月 23日前，考生必须申领安康

码，并持续关注安康码的状态。若安康

码为非绿码的，应及时按要求做好安康

码码色转绿工作。

此外，省考试院提醒要尽量减少外

出。考前14天，请考生及家长不得去

中、高风险地区，原则上不得离开本省，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跨市流动，避免去人

群流动性较大的聚集场所。在公共场所

请科学佩戴口罩，保持良好生活习惯，勤

洗手，不随地吐痰。

每日自行监测身体健康状况
考生要积极配合疫情排查，从考前

第14天开始，每日自行监测身体健康状

况，如实完整填写《2021 年安徽省普通

高等学校招生考试考生健康承诺书》（简

称《承诺书》），在首场考试时携带《承诺

书》进入考点，并在进入考场时交给监考

员。如出现发热、咳嗽、乏力、鼻塞、流

涕、咽痛、腹泻等症状，要尽快就医、及时

诊疗。

考生考前身体状况异常和健康状

况监测发现身体异常的、确诊为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疑似患者、

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已治愈未超过14

天的病例、不能排除感染可能的发热患

者，须接受卫生健康部门、疾控机构和医

疗机构等的专业评估，服从教育行政部

门、招生考试机构依据专业评估作出的

相关安排。凡筛查发现考生考前14天内

有境外或非低风险地区活动轨迹的，参

照以上要求进行专业评估。考试当天有

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须安排在备

用隔离考场考试。

考生在考试期间进入考点必须接受

体温测量，体温低于37.3℃方可进入考

点。低风险地区考生在进入考场前要佩

戴口罩，进入考场就座后，考生可以自主

决定是否佩戴口罩；非低风险地区的考生

在当地疾控部门指导下通过专用通道进

入隔离考场参加考试，并全程佩戴口罩。

新增37个本科专业
专业数量占比最多的是工学

根据教育部最新公布的本科专业目录，今年共新增了

37个本科专业，共有43所高校通过了新增专业的审批。

据了解，这些都是根据国家战略发展设置的特色专业，绝

大部分将于今年启动首次招生。

37个新增专业涵盖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理学、工学、

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9大门类，都是根据国家战略需

求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新设的国家最紧缺专业。其中专业

数量占比最多的是工学，其次为农学。

●北京理工大学等7所高校新增密码科学与技术专业

在工学专业中，北京理工大学、山东大学、南开大学等

7 所高校依托强势的学科基础，在今年招生专业中新增了

密码科学与技术。

多个新增专业“智能化”升级
随着我国很多领域智能化升级，此次新增专业部分是

针对本领域的新形势、新需求进行的数字化改造和智能化

升级。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今年新增的智能采矿工程，是

为顺应国家能源工业“少人、安全、增效”的生产模式；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新增的智慧牧业科学与工程，目的是为适应

现代农业发展的新需求。

古文字学专业今年首次招生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追寻和守护历

史根脉，此次有关高校还新增了相关专业。吉林大学

新增的古文字学专业将在今年首次招生，纳入到本科

“强基计划”招生试点，这一专业将为考古学科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打破古文字学人才培养只在研究生阶段

的局面，健全了这一基础学科本硕博士相衔接的完整培

养体系。

为拔尖人才搭建平台 实行个性化培养
近年来，一批高水平大学在高考招生中，每年都会选

拔一批优秀学生，通过量身定制个性化人才培养方案，配

备一流师资和学术环境，为拔尖人才成长搭建平台。今年

在拔尖人才选拔与培养上，各高校有何新的亮点和举措。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全面实施“北斗七星战略”

今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针对拔尖创新人才，将全面实

施“北斗七星战略”，设置七个试验班进行招生，分别是计算

机拔尖计划、空天力学拔尖计划、华罗庚数学拔尖计划、未来

空天领军计划、医工交叉试验班、国际通用工程学院和中法

工程师学院，计划招生350人左右。其中，前四个“计划”是

北航今年新增的4个特色试验班，实现8年制本博贯通培养。

●哈尔滨工业大学：院士领衔拔尖创新人才特色班

哈尔滨工业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主要采用书院制、

导师制、本硕博贯通、跨校区个性化培养的方式，考生可通过

高考填报工科试验班（英才本硕博连读）专业志愿或入学后

选拔等方式进入，预计招生规模为300人左右。其中，小卫

星班、智能机器人班、永坦班三个特色班由院士领衔。

●西北工业大学开设“三航+”等3个拔尖人才培养项目

今年，西北工业大学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开设了

“三航+”（航空、航天、航海）“信息+”“材料+”三个拔尖人才培

养项目，就是由院士和首席科学家设定教学大纲，采用本研衔

接方式，实行3~6年弹性学制培养，计划招生150人左右。

●北京化工大学新设弘德书院

北京化工大学新成立的弘德书院，采用“导师制”管理，对

拔尖创新人才进行培养，将在化学工程与工艺、生物工程、高分

子材料与工程、化学四个专业进行大类招生，计划招生120人。

整合资源 多校启动跨校联合培养新模式
在今年的高考招生中，部分高校启动跨校联合培养新

模式，发挥各自专业优势，整合两校优质资源，培养具有跨

界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资源共享 跨校开设涉外法治人才法学班
今年起，中国政法大学将与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开展

涉外法治人才法学班，计划招生15人。学生本科阶段主要

在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进行学习，第二学年集中到北

京外国语大学学习。符合两校学位授予标准的，将授予联

合学士学位。

●西南财经联手电子科技大学打造智能金融人才

今年，西南财经大学与电子科技大学将联合开展学士

学位培养项目，将在金融学专业（智能金融与区块链金融方

向）每年招生30人，项目实施小班化、个性化定制方案，实现

计算机、金融学、经济学、数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

创新机制 人才培养模式更国际化
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学生在国内接受国际化教

育的需求大大增加。在今年高考招生中，更具“国际视野”

的人才培养模式成为不少高校的新亮点。

●华南理工大学打造全英文授课校区

今年，华南理工大学被教育部和广东省列为粤港澳大

湾区国际化教育改革试点，将把学校广州国际校区打造成

全英文授课的校区。目前开设了生物医学工程等8个新工

科专业，全部为前沿交叉学科。

据介绍，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目前面向广东、

上海、江苏、山东、浙江五个试点省市和港澳台地区进行招

生。在招生录取上，采取“6+3+1”的综合评价录取方式，放

在提前批招生，也就是在普通本科录取批次之前。

各高校为学生打造多层次国际交流平台
为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各学校还根据自身特色，

积极与国外高水平学校开展合作。

北京化工大学已与48个国家（地区）的156所大学、机

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学生可以通过“北化-世界百强

高校本硕博精英计划”，赴世界百强高校或世界高水平大

学进行暑期学习、短期研修或者攻读博士学位。

地处新时代丝绸之路起点西安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已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高校联合建立了8个海外农业示

范园和3个海外人才培养基地。

在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矿业工程、安全工程等双一

流学科群专业，每年将遴选20余人组成拔尖人才培养国

际班，学生可赴德国、奥地利等国家的高水平大学访学。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际通用工程学院从全球引进

师资，采用全英文小班授课。本研一体化的培养，不仅在

学期间，将为学生提供100%出国交流机会，本科阶段学习

结束后，学生还将由学院推荐赴国际一流大学攻读研究生

或在学院及其他理工类前沿交叉学科方向继续深造。

@2021高考生，今年高校招生有这些变化

距离高考还有两周的时间，全国各高校的招生章

程陆续发布。今年各高校新增了哪些招生专业？招生

政策有什么变化？市场星报记者梳理部分重点高校招

生新变化，供考生和家长参考。■ 记者 于彩丽 整理

省考试院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