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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资讯
【2020 年第 11期】

（总第 39 期）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0年 7 月 15 日

一、【最新政策】

◆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阶段随班就

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点击查看（来源：教育部 2020 年 6 月 22

日）

◆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动

方案（2020—2022 年）》。点击查看（来源：教育部 2020 年 6

月 24 日）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发布 2020 年第 4号预警，

提醒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学校食品安全工作各项要求，确

保学生“舌尖上的安全”。（来源：教育部 2020 年 7 月 1 日）

◆教育部等十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工作 健

全义务教育有保障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点击查看（来源：教

育部 2020 年 6 月 29 日）

◆教育部关于发布《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规范》的通知 （教

职成函〔2020〕3号）（来源：教育部 2020年7月1日）

二、【他山之石】

◆贵州：印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

学良好环境的实施意见》。清理规范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事项，明

确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在现有基础上减少50%以上。（来源：《贵

州日报》 2020 年 6 月 18 日）

◆浙江：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通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31/202006/t20200628_468736.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9/202006/t20200624_468073.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006/t20200629_4689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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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出台六项高考综合改革完善措施。点击查看（来源：浙江

省教育厅 2020 年 6 月 22 日）

◆江苏：南京鼓楼区组建 9个幼教发展共同体，创新幼儿园

课程实施，推进学前教育优质均衡。点击查看（来源：《中国教

育报》 2020 年 6 月 29 日）

◆浙江：发布《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疫情防控常态化条

件下进一步增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的通知》，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全面发展。点击查看（来源：浙江省教育厅 2020 年 7月 1日）

◆天津：制定中小学暑假期间体育锻炼、劳动教育、国防教

育活动指南。（来源：天津市教育委员会 2020 年 7 月 1 日）

◆上海：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以“伟大的起点”

为主题，举行上海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教学观摩系列活

动暨上海学校“四史”学习教育进课堂专场活动。点击查看（来

源：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2020 年 7 月 1 日）

◆上海：开展全市学生职业体验日活动，为学生搭建职业体

验的多元学习与互动平台。点击查看（来源：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2020 年 7 月 3 日）

◆浙江：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健康监测，实施学生体测向社会

公布制度，确保中小学生每周参加 3 次以上中等强度的体育活

动。（来源：《人民日报》 2020 年 7 月 3 日）

◆北京：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认定办法 点击查看（来源：

北京市教委 2020年 7月3日）

◆江苏：设11个行业职教指导委员会 促进职业教育高质发

展。在江苏的职业教育中，各个行指委将充分发挥行业在人才供

需、职业教育发展规划、专业布局、课程体系、评价标准、教材

建设、实习实训、师资队伍、企业参与、集团办学等方面的指导

作用，积极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提供咨询和建

议。（来源：中国新闻网 2020年 6月29日）

http://jyt.zj.gov.cn/art/2020/6/22/art_1543973_48547002.html
http://jyt.jiangsu.gov.cn/art/2020/6/29/art_57810_9266353.html
http://jyt.zj.gov.cn/art/2020/7/1/art_1532981_49604258.html
http://edu.sh.gov.cn/xwzx_bsxw/20200701/3120852a22ec4af19a9e9bf7ac8b5371.html
http://edu.sh.gov.cn/xxgk_jyyw_zyycrjy_4/20200702/63a7f74b3619484289d1e9f483599e23.html
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imestamp=1593959288&ver=2442&signature=UtvXDdiM*j9uIoWjXHgCzSzegK2bDu6HTn3gx-8Vk7ZMYFf1KnI4gPrvDK35xlRaSlHGncYDjWFjMPvJ2YFPPWtgXbdMorlAaY8TIopDTeRhYvO0h8ARH3*D0IasL9Rt&ne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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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快递】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来源：新华

网 2020 年 6 月 30 日）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在“微言教育”和“中国教

育督导”微信公众号同步开通“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举报平台”。（来源：教育

部 2020 年 7 月 1 日）

◆教育部：严查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弄虚作假。针对有些

高校存在毕业生就业虚假签约等行为，教育部印发《关于严

格核查 2020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的通知》等文件，坚决反

对任何形式的就业数据弄虚作假，将对相关违规行为严肃处

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切实保障毕业生就业合法权益。

（来源：新华网）

◆江浙沪将探索跨省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 近日，

《关于支持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

策措施》发布，涉及8方面，共22条。点击查看（来源：文汇企

鹅号 2020年 7月3日）

◆山东：拟实行高等学校学分制收费，由政府定价或政府指

导价。近日，山东省发改委印发通知，就《山东省高等学

校学分制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

征集意见和建议。（来源：央视新闻）

◆山东大学 30 项科技成果获 2019 年度山东省科学技术奖

励。（来源：山东大学网站）

四、【热点关注】

◆教育部：拔尖计划 2.0 致力寻找天才、怪才。吴岩指出，

拔尖计划 2.0 与 1.0 的区别在于，拓围、增量、提质、创新。（来

源：中国教育信息化网）

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imestamp=1593963144&ver=2442&signature=yl0opR50eC1d2VNXJ-ZXCOgtw5CJDxt7gGADB-8WAOfVM1hKj4ln1bQ8ROeg1MxEPJlT5ZqGiFdgCZ2HWPRCys488ElKf0mkRWGlEC3j0LEcXo68OBcb2Wjovd5jJZ56&ne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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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生源卖 6 万，专向农村学生开刀？部分民办中职招生

黑幕重重。应对措施：一手抓监管一手抓发展，从源头斩断

灰色利益链。点击查看 （来源：《半月谈》2020 年第 13 期 ）

◆教育部给本科教学打分：尚存在四大问题。教育部发布

的《全国普通高校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报告（2018 年度）》指

出，部分高校本科教育教学工作尚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人才培

养中心地位未完全落实；二是教学模式创新性不足；三是学习

过程管理总体不严格；四是师德师风建设未形成长效机制。点

击查看 （来源 教育部）

◆首次系统提出“四个评价”。6 月 30 日，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

改革总体方案》，首次提出了“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

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点击查看 （来源 里瑟琦

科教观察）

五、【未来教育 专家视点】

◆未来教师的 5 个画像。未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

术加快普及应用，教育将会迎来“人机共教”的新格局，教

师角色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教师角色面临时代转型。1.未

来教师是读懂学生的分析师；2.未来教师是重组课程的设计

师；3.未来教师是塑造品格的工程师；4.未来教师是陶冶情

感的咨询师；5.未来教师是联结世界的策划师。点击查看（来

源《中国德育》2020 年第 10 期）

◆“未来学校”展望：将颠覆所有当前教育模式。未来的

学校学什么呢，就是要让孩子全面发展，也就是指心

智和体力都要发展。美国人认为核心是能力——创新、

批判、沟通、合作。未来教室将会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学习的内容是跨学科的，是整合的。第二，学

习的方法是以项目为主的。第三，学习的环境是探究

的，是互助的，是团队的。第四，教师的角色是辅助。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U4Nzc0Mg==&mid=2658668757&idx=1&sn=47dba46ae963c70209682a0469c777b2&chksm=bcb58a248bc20332bf59bee3da3463d6c97a280ad435c07d95e0ef3466631a81ce34700e9614&mpshare=1&scene=23&srcid=0715Uv6W7z46ZO7I7XB9BgPO&sharer_sharetime=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OTk4NjI0NQ==&mid=2650319687&idx=2&sn=997697305938de5f33d98def9edf2118&chksm=881e8eedbf6907fbaf58ad7b907d3228ae47ed7ff7f9fd96b0bd21ce0f51cbf622554ed107f9&mpshare=1&scene=23&srcid=0715J8lsbMUfRlj1bC3fEw67&sharer_sharetime=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OTk4NjI0NQ==&mid=2650319687&idx=2&sn=997697305938de5f33d98def9edf2118&chksm=881e8eedbf6907fbaf58ad7b907d3228ae47ed7ff7f9fd96b0bd21ce0f51cbf622554ed107f9&mpshare=1&scene=23&srcid=0715J8lsbMUfRlj1bC3fEw67&sharer_sharetime=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OTk4NjI0NQ==&mid=2650319819&idx=1&sn=a4b2df549d41379420e99933589c5ed8&chksm=881e8e61bf690777ed2de4e449ea4248f7eeb5dea7555bd2fb3009b65ebf2e24c3cd727aadb0&mpshare=1&scene=23&srcid=0715vuwhiODwN1MjY8ksOHtr&sharer_sharetime=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jM2NjM1Nw==&mid=2647872559&idx=1&sn=2103c35885763c341113e06ccdd1549f&chksm=be809e5589f7174375acfb29f5c5e20573eb71aa5c89cb46f72bee50810db9ad1dc6ed533a0c&mpshare=1&scene=23&srcid=0715wzCF2sLlLRcSg5gMK3ZR&sharer_shar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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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学校将面临如下变化：1.未来学校，让孩子全面发

展。也就是指心智和体力都要发展，心智方面又包括学术

的和非学术的，学术里面又包括知识和能力的，知识又包

括考核制度；2.未来学校更强调 “核心素养”；3.写作能

力日益重要；4.未来的课程是跨学科学习；5.在探究性项

目实践中实现学习。 点击查看（来源严文藩 教育思想网）

◆展望 21 世纪"20 年代"的教育。面向未来，我们需要

建立新的教育理想，促进教育创新和教育治理的现代化，

构建“低竞争、低评价、低管控”的教育生态，走向公平

而有质量的教育，走向学习化社会：1.思考“后普及教育

时代”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任务；2.教育环境的改变：互联

网和智能机器人时代的教育；3.教育供求关系的改变，重

新认识资源配给和教育目标；4.世界范围的教育竞争。（来

源 《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20)》）

六、【教育规划 专家视点】

◆“十四五”教育规划的基本方位和主要思路。张力认为，

2020 年前我国教育事业的基本面，也是“十四五”教育规划

的坐标点；研制“十四五”教育规划，非常重要的一点，就

是需要基于新时代我国教育体系基本框架。根据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认可多种学习成果的

终身学习立交桥”的总体要求，当前我国教育体系基本框架

由三条基本通道构成，如图 1 所示的普通教育、职业技术教

育、继续教育三大体系之间相互链接，不同层次类型教育的

横纵交接方式有所差异，逐步形成覆盖所有学龄人口和其他

公民的终身学习立交桥。点击查看（来源 张力 国家教育

咨询委员会秘书长 原载《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0 年第 4 期）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3Nzg3OTU5MQ==&mid=2247496800&idx=1&sn=2b0e8554bc4e496e2e6756b17a81db4a&chksm=fd7f5f28ca08d63e0208badf0ebe6601828c33e62dc0e997fc6c188447a8931634efee878649&mpshare=1&scene=23&srcid=0715KkGO2L4iQCNZrL0TZS0B&sharer_sharetime=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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