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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资讯
【2019 年第 16期】

（总第 19 期）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19 年 8 月 18 日

一、【最新政策】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学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

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点击查看 来源：教育部 2019 年 8 月 15

日）

二、【他山之石】

◆浙江：着力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多途径补充乡村教师

数量，多举措提升乡村教师水平，全方位提升乡村教师待遇。（来

源：浙江省教育厅 2019 年 8 月 2 日）

◆江苏：发布《关于高考综合改革背景下加强普通高中教学

组织管理工作的意见》，深入推进省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和高考招

生制度改革。（来源：江苏省教育厅 2019 年 8 月 9 日）

◆上海：出台《关于加强本市中小学体育艺术工作的指导意

见》，提出将跨越学段“一条龙”式强化中小学体育艺术特色。

（来源：《中国教育报》 2019 年 8 日 13 日）

◆天津：在中小学幼儿园周边试设“护学泊位”，为开学后

接送学生车辆提供方便。（来源：《天津教育》 2019 年 8 日 13

日）

◆陕西：建设中小学“三级三类”（省市县三级教学能手、

学科带头人、教学名师）骨干教师体系，修筑教师成长高速路。

（来源：《中国教育报》 2019 年 8 月 14 日）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zMyMjUxMw==&mid=2652835420&idx=1&sn=af57a71f55604a21899a9a0eefbe48c6&chksm=84b86e22b3cfe73439003841c992bc6b5c100b2fa6d69295c3be4d922a60244496b392e0dfe9&mpshare=1&scene=23&srcid=&sharer_sharetime=1566186793084&sharer_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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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石家庄市成立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指导中心，配齐

配强专职思政课教师。（来源：《中国教育报》 2019 年 8 月 14

日）

◆河南加快建设发展新工科，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

计划 2.0。河南省将建设 200 个省级一流工科专业点、600 门

体现产业和技术最新发展的省级线上线下新工科课程、100

个新工科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三、【信息快递】

◆教育部组织开展高中统编三科教材国家级示范培训。（来

源：《中国教育报》 2019 年 8 月 15 日）

◆2019 年度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 50 强出炉。8 月 5

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公布 2019 年度全国创新创业典型

经验高校名单的通知》。本次入围的 50 所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

高校中，有部属院校 8 所，省属高校 31 所，高职高专院校 11 所。

我省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入选。

◆辅导员最高可享正处级实职待遇，这所高校动真格！

今年起，江苏大学一位在学工领域工作了 21 个年头的老辅导

员正式享受正处级实职待遇。（来源：综合整理自：新华网（陈

席元）、中国教育报（潘玉娇 吴奕）、教育部官网、半月谈）

四、【热点聚焦】

◆为学校减负，为何那么难？笔者调研发现，学校的负担

主要集中在以下四方面：一是检查验收多。二是政府其他部

门无关抽调多。三是“婆婆”众多，落实工作变成安排工作。

四是相关性不大的主题和宣传活动进校园多。如何让学校回

归正常的教学秩序，让老师安安静静教学？笔者认为，可从

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尽量避免多层级政府和部门在学

校重复落实工作，与教育教研主业无关的各类检查和无用软

件，要精简，更要注重质量。第二，与学校相关的管理部门

要立足自身职能定位，为学校服务，指导和检查工作要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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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出发，避免形式主义和向学校推卸责任。第三，警惕各类

无谓活动进校园，警惕学校被用来应付检查 点击查看 （来

源：《半月谈》2019 年第 15 期）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关于开展 2019 年全国高校毕

业生就业服务行动的通知》。8 月 12 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

布《关于开展 2019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行动的通知》。通

知指出，本次的服务对象为 2019 届有就业意愿的离校未就业高

校毕业生，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通知要求，落实实名制就业

服务，深入开展分类帮扶，对未就业毕业生组织不少于 2 场专场

招聘，提供不少于 3 次有针对性的岗位推介。

五、【视角转换看教育】

◆半月谈刊文让学生“在最美的季节，去领略大好河山”，

建议缩短暑假，增加“动态春秋假”！换个视角，丰盈孩子的假

期体验。2014 年 8 月 9 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

发展的若干意见》第十六条就明确指出：“在教学时间总量不变

的情况下，高等学校可结合实际调整寒、暑假时间，中小学可按

有关规定安排放春假，为职工落实带薪年休假创造条件。”济南

市舜文中学校长张子辉在与同事一起就“动态春秋假”建议讨论

后表示，在寒暑假的基础上，从暑假中掐头去尾各拿出 5 天，分

别设立春假和秋假，这个建议实在是太好了。这不光是减少旅游

景点的拥堵问题，其更大意义在于让学生有机会在最美的季节，

去感受最美的祖国河山，去体验生活的五彩斑斓。春夏秋冬一年

四季都有假期，孩子们的人生体验该增添多少亮色啊！点击查看

（来源 《半月谈 2019 年第 15 期》）

◆走出“只游不学”的窘境：研学旅行课程化要做好四

方面建设。中小学研学旅行的兴起顺应了教育服务供给的改

革需求。研学旅行课程化是研学旅行走向科学、规范和有效

的必然要求，也是其常态化开设的实然路径。然而由于研学

旅行课程化的发展牵涉到多方主体利益，加之作为新生事物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U4Nzc0Mg==&mid=2658641250&idx=1&sn=43958fa23f50738e11a2773b27922558&chksm=bcba3f938bcdb685f947a5dcc839c1c09a6b3b5455a67ad200aead101b658bc7d2d8b391f792&mpshare=1&scene=23&srcid=&sharer_sharetime=1566197116723&sharer_sha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U4Nzc0Mg==&mid=2658641232&idx=1&sn=e83d892be0a2898db8ec6ca7b388075a&chksm=bcba3fa18bcdb6b7ea75324278bae612ed83e981552626d4ab5a443608b14e36f24dd3577db8&mpshare=1&scene=23&srcid=&sharer_sharetime=1566197842398&sharer_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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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发展出完善的配套保障制度，因此其在实施过程中出现

了“研而不学”“学而不研”“不研不学”等现象。如何推进

研学旅行课程化？如何充分发挥研学旅行在立德树人中的作

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卢立涛、王泓瑶认为，借助治理

视域对研学旅行课程化进行观照，有利于澄清研学旅行课程

开发中的问题。借助治理视域对研学旅行课程化进行观照研

学旅行课程化首先应解决“物”与“物”的问题，即研学旅

行的活动组织和物质保障问题；其次应解决“人”与“物”

的问题，即如何将研学地点转换为学习情境的问题；最后应

解决的是“人”与“人”的问题，即各课程主体之间如何互

动协商的问题，尤其是教学情境中的师生关系问题。正是问

题的不断出现与解决，才推动了研学旅行课程化建设的不断

发展。点击查看 （来源《中小学管理》2019 年第 7 期 ）

六、【数说教育】

◆三年后，毕业生认为哪些大学活动对职位晋升有帮助？

2015 届本科毕业生认为对职位晋升有帮助的大学活动主要

是课上所学的知识和技能（45%）、课下自学的知识和技能

（含培训）（44%）。2015 届高职高专毕业生认为对职位晋

升有帮助的大学活动主要是课上所学的知识和技能（35%）、

扩大社会人脉联系（35%）、假期实习/课外兼职（34%）等。

（数据来源：麦可思-中国 2014 届、2015 届大学毕业生三

年后职业发展跟踪评价。）

七、【关注 探索】

◆人工智能引领教育的跨越发展。我国正在积极推动人

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发挥人工智能在促进教育公

平、提升教育质量方面的作用，推动教育理念、教学

方式、管理模式创新，加快发展伴随每个人一生的教

育、平等面向每个人的教育、适合每个人的教育、更

加开放灵活的教育。而《北京共识》提供了国际的共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IyMTIyMw==&mid=2655304614&idx=1&sn=7ff2503031a03af4cde8ff42255b798c&chksm=8b35b02ebc423938b9c1bda48a12f946b21009c381cea8cc86b9cb583e437a89c3b7047dc90d&mpshare=1&scene=23&srcid=&sharer_sharetime=1566195960987&sharer_sha


5

识、思路与经验，也体现了中国主张，为我们工作的

进一步开展提供了指导。点击查看 （作者任友群系教育

部教师工作司司长、共识起草小组中方代表，刘志鹏系教育部教

师工作司综合处干部 来源 《中国教育报》）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ExNTE2Nw==&mid=2655386005&idx=2&sn=528e431b5abe0d21ad96939563d13474&chksm=bdf8eda58a8f64b396e0e9fac7094f759eeff8440c4539b00a97bcec83b2c88c41f85a0a614c&mpshare=1&scene=23&srcid=&sharer_sharetime=1566186403701&sharer_sh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