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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资讯
【2019年第 2 期】

（总第 5期）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19 年 1 月 25 日

一、【最新政策】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

作的通知》。（新华社 2019 年 1 月 22 日）

◆校车安全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发布 2019 年第 1号预

警，坚决禁止中小学生幼儿乘坐“黑校车”（教育部官网 2019

年 1 月 18 日）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深化

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国教育报》

2019 年 1 月 24 日）

◆人社部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技工院校学生创业创新工作

的通知》。通知指出，推进技工院校学生创业创新工作主要任务

有五个方面：一是普及创业创新教；二是加强创业培训；三是优

化创业服务；四是加大政策扶持；五是开展创业创新竞赛。

◆教育部公布 2019 年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备案和审批结

果。2019 年，经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的高职专业和教育部

审批同意新设的国家控制高职专业共计744个，专业点58085个。

非国家控制高职专业点 57860 个。

二、【特别关注：高考改革】

◆多省推迟新高考改革原因何在？教育部考试中心给出了

答案！

作为通向国内大学的唯一渠道，高考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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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来，试点省份都出现了不同的问题。教育部考试中心评价处

处长韩宁则梳理了六条：第一，走班教学会不会凸显教育资源不

足？第二，考试次数过多会不会加重负担？这个既有学生的负

担，也有老师的负担，也有校长的负担。第三，分散考试、多次

考试、走班教学会不会造成中学教学秩序的混乱？第四，学生选

科比例不合理会不会造成未来国民总体科学素养下降？据报道，

浙江 2017 年高考全省有 29.13 万考生，但是选考物理的只有 8

万人。即便是成绩较好的学生，也担心无法获得较好的位次而选

择放弃较难学科。而物理对于科学的发展又不言而喻。第五，由

于选科造成的学生知识结构差异过大，从而影响大学的培养。第

六，当试点扩大以后，省级考试机构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提供专业

的服务？

“为什么有一些省后来经过研究决定暂时推迟高考改革？

因为在分省命题当中，只有一半的省是分省命题，即使是江苏这

样的教育、经济发达的大省，年年的命题也是不堪重负的，我们

的考试机构能不能有能力负担这个责任？这是我们面临的新情

况、新问题。”

从浙沪经验反思看目前高考改革的困难：

师资配备问题：重新配备整个学校的师资力量，难度太大。”

有老师认为这是新高考“改不动”的“第一难”。

师资数量问题：多数高中几乎每年都在扩招，增添多少师

资力量原本是根据扩招需求决定，但一旦叠加走班选课，如何

确定招聘计划，成为了学校需要考虑的又一问题。

硬件不足与排课难题：想要实行走班制，教室需求会成倍

增加，以许多学校目前的硬件条件来说，是难以满足的。从浙

江和上海的高考改革历程来看，由于师资、场地不足，选课走

班变为“套餐制”已经成为不少高中的“首选”。（来源 澎湃

新闻）

三、【热点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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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做好 2019 年中小学幼儿园寒假

工作的通知》（来源 中国教育报 2019-01-14）

◆广东：向符合条件的男年满 60 周岁、女年满 55 周岁

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广东省教育厅官网

2019 年 1 月 17 日）

◆天津：严禁各校寒假期间组织假期补课，禁止学校给家长

“留作业”。（《中国教育报》 2019 年 1 月 17 日）

◆呼和浩特：乡村教师每人每年发 1 万元专项生活补贴。

（《中国教育报》 2019 年 01月 22 日）

◆江苏扬州：开展师能建设“百千万”工程活动，实施青年

教师启航行动、骨干教师攀越行动和特级教师牵手行动，以项目

化推进教育人才队伍。（江苏省教育厅官网 2019 年 1 月 23 日）

◆江苏：印发《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

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取消教科研训部门

职称比例限制。（江苏省教育厅官网 2019 年 1 月 24 日）

◆安徽：举办 2019 年义务教育“三科”国家统编教材优质

课评选暨优秀课例汇集活动。（安徽省教育厅官网 2019 年 1 月

24 日）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推动新旧动能

转换的实施意见。意见指出，一要强化规划引导，构建教育和产

业深度融合发展格局；二要以深化产教融合为方向，建立教育服

务新旧动能转换的协同机制；三要进校企深度融合，发挥企业重

要主体作用；四要以提高教育质量为核心，加快推进人才培养改

革；五要加强载体平台建设，促进产教供需双向对接；六要坚持

综合施策，强化政策支持保障。

◆五类高技能人才可直接获北京户口。北京市发布《关于全

面加强新时代首都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提出要全面提高高技能人才的政治待遇、经济待遇、社会

待遇。其中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高技能人才等五类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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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规定直接办理人才引进，获北京市户口，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

可一并随调随迁。

◆广西：到 2022 年基本建成 10 所智慧校园示范职业院校。

日前，广西自治区教育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广西职业教育信

息化发展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到 2022 年，广西要基本

建成 10 所智慧校园示范职业院校，培育 100 个信息化融合创新

示范专业，建设 1000 门信息化融合创新示范课程，培训 10000

名熟练掌握信息化教学能力的职业教育教师，全面提升职业教育

信息化发展水平，基本实现“三全两高一大”发展目标。

◆江苏：部省共建 15 所“双一流”建设高校。教育部与江

苏省人民政府正式签署关于共建南京大学等 13 所“双一流”建

设高校的意见，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与江苏省人民政府正式

签署关于共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的意见。至此，

江苏 15 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全部进入部省共建行列。（来源《中

国教育报》2019 年 01 月 16 日第 1 版）

◆广东省教育厅首次公开举行听证会。中国教育新闻网讯

（记者 刘盾 通讯员 黎鉴远）近日，广东省教育厅首次公开举

行听证会，就《关于实行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择业期

政策（试行）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广泛听取来自学生、学生

家长、高校、用人单位及相关省直机关等代表的意见建议。据悉，

广东高校毕业生或将无须办理暂缓就业手续，即可自动在一定时

间的择业期内，在广东省就业、升学方面享有与应届毕业生同等

的待遇。（来源 中国教育新闻网 2019-01-10）

四、【MY 数说】

◆调查了 QS 世界大学排名，发现了三个问题。根据 QS 网站

上的说明，QS 是按照 6 项指标打分，再按权重算出总分，最后

根据总分对全球高校进行排名。根据 QS 网站提供的大学排名的

6 个单项指标数据，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王明睿、姜新雅、

储瑞秋重新计算了一遍，发现了以下三个问题。问题 1：QS 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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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分与我们根据 QS 公式计算得出的分数不一样；问题 2：指

标数据为空，如何计算？王明睿三人推测，调查的某一项没有

获得反馈，QS 无法处理，只能用“-”填充。这些“-”是按“0”

来计算，还是通过一些手段进行特殊处理，折算成一定分数，QS

没有给出公开明确的解释。问题 3：六项指标得分的量化标准是

如何计算出来的？除了总分出现大幅偏差，六项指标得分有缺

失，那些明确给出的得分会不会也存在问题呢？以上三个问题，

让王明睿三人不禁对 QS 世界大学排名这样一件严肃的事情产生

了怀疑。既然自称是影响广泛、声誉显著的大学排名，应该经得

起推敲，不能给人留下如此多的疑问。[来源 澎湃新闻 作

者 王明睿、姜新雅、储瑞秋（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五、【教改启示】

平度农业职业教育教改 30 年经验及启示。平度职教中心通

过 30 年卓有成效的农业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为我国农村职教发

展提供了可充分研究参照的“平度样板”。梳理教改历程，其成

功在于对“双元制”教学理念 30 年持之以恒的学习、本土化改

造，使其真正扎根中国的大地，引领支撑地方农业产业发展升级。

平度教改的成功显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身

在农村产业发展中引领者的角色，担负起历史的责任与使命；在

学习借鉴他国先进教育教学理念时，必须处理好学习与本土创新

的关系，使其更好的在中国茁壮成长。“平度样板”表明，农村

中等职业教育的生命在于高质量培养服务农村发展的人才，而其

核心是高质量的教育教学实践。

六、【国际教育】

◆马克龙时代的教育公平：政策与改革。2017 年 5 月

颁布了《学校信任法草案》（Le projet de loipour l’école

de la confiance），其核心目的就是为了建设人人都能享受

公平的教育，从多个维度积极推进教育公平。（一） 增加贫

困学区的教育资源；（二）提升学生学业成功率；（三）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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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背景和地区差异所带来的学业差异；（四）为残疾学生提

供更加包容的教育；（五）实现更有质量的教育公平。法国教

育公平未来开展的重点工作：（一）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二）

加强各类教育之间的有效对话；（三）评价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七、【学界视点】

◆熊丙奇：职业技术人才缘何缺口大，生难招。一边是技工

缺口巨大，另一边却是技校办学萎缩，这表明我国学校教育与社

会需求之间已经脱节，而导致脱节的原因是全社会存在的学历情

结与学历导向。以学历为导向管理评价教育、人才，也让我国学

校办学出现不安于定位，盲目追求上层次的问题。要形成淡化学

历崇尚技能的社会氛围，最为关键的是，必须认清政府部门发展

教育的责任。（摘自：光明日报 作者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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