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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资讯
【2020 年第 14期】

（总第 42 期）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0年 8 月 16 日

一、【最新政策】

◆教育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印发全国综

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评议考核办法。点击查看（来源：教

育部 2020 年 8 月 7 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印发《高等学校秋

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更新版）》《中小学校秋冬季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更新版）》和《托幼机构秋冬季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更新版）》。点击查看（来源：教育部

2020 年 8 月 13 日）

二、【他山之石】

◆浙江：组织实施全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

程 2.0，支撑教育改革发展，助力“重要窗口”建设。点击查看

（来源：浙江省教育厅 2020 年 8 月 7 日）

◆浙江：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出炉，同步提供个性化诊断报告，

诊断报告包含试题得分、学科知识、学科能力、考核目标等四个

方面信息，反映学生个人在全体学生中的相对水平，共分为五个

层级。（来源：浙江省教育厅 2020 年 8 月 7 日）

◆天津：出台《天津市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实

施细则》，鼓励公办、民办幼儿园开设托班，招收 2 至 3 岁的婴

幼儿。点击查看（来源：《每日新报》 2020 年 8 月 12 日）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008/t20200807_477173.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9/202008/t20200813_477911.html
http://jyt.zj.gov.cn/art/2020/8/7/art_1532971_54213482.html
http://jyt.zj.gov.cn/art/2020/8/7/art_1532971_54213482.html
http://jy.tj.gov.cn/JYXW/TJJY/202008/t20200812_34642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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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教育系统启动“奋进之笔”行动，共计 276 个项目，

内容涉及大力加强普惠性幼儿园建设、规范义务教育招生入学、

提升教育系统安全稳定工作水平、加快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等教

育系统工作的方方面面。点击查看（来源：《中国教育报》 2020

年 8 月 12 日）

◆海南：印发《海南省学校食堂标准化建设指南》，作为编

制、评估和审批海南省内各级各类学校食堂建设项目建议书、可

行性研究报告、食堂规划设计的重要依据，以及项目设计审查和

工程监督检查的尺度标准。（来源：《中国教育报》 2020 年 8

月 14 日）

◆江苏：计划建20个高职教育示范专业集群 （来源：人民

日报 2020年 8月12日）

◆四川：推进职业体系建设 围绕技能提升促就业。重点围

绕四川省委、省政府构建“5+1”现代工业、“10＋3”

现代农业和“4+6”现代服务业体系的战略部署，着眼

于劳动者稳岗稳就业、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劳动力转

移就业等实际，大力推进职业体系建设。（来源：职

教界 2020年 8月10日）

三、【信息快递】

◆全国普通高中新课程实施“领航计划”培训团队研修班在

厦门开班，通过开展“培训者”培训，为普通高中新课程实施培

训“种子”教师，从而推动普通高中新课程的顺利实施。（来源：

中国教育新闻网 2020 年 8 月 3 日）

◆为切实解决涉未成年人网课平台突出问题，维护未成年人

合法权益，促进网课平台规范有序发展，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决

定启动为期 2 个月的涉未成年人网课平台专项整治。（来源：人

民网 2020 年 8 月 7 日）

http://jyt.jiangsu.gov.cn/art/2020/8/14/art_57810_94527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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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来教育】

◆教育信息化 21 条（分 7 个维度）：国际启示

（一）潜心发展，稳健推进：辩证看待中国教育信息化的

领先性

1.合理判断国际形势，有效辨识国际压力、有力应对国际

竞争；

2.均衡准确地对外讲好“中国教育信息化故事”；

（二）回扣本质，坚守初心：教育信息化要优先承载教育

本质与国家价值传统

3.传承共同价值与文化基础是教育信息化的起点；

4.深入辨析中国语境下的教育本质与教育目标；

5.精细化“以能力为先的人才培养理念”；

（三）正视英才，重启部署：尽早推动拔尖信息化人才的

有效甄别和针对性培养

6.重启对“英才教育”的战略性认知与部署；

7.处理好群众基础和拔尖人才培养之间的关系；

（四）有所取舍，辩证发展：重视宏观、中观、微观三

个层面的策略性留白

8.宏观上不能全然仰仗“计划经济思路”应对中国教育

的巨大体量与信息技术的迅速更迭；

9.中观上要尊重信息化和智能化在教育垂直领域

的独特发展节奏；

10.微观上要警惕技术对个体状态的过度迎合，辩

证看待流行的“个性化培养”；

（五）关键变量，有效驱动：撬动教育信息化未来发展

的四个重要自变量

11.教龄变量，年轻师资是推进在线教育的重要支撑；

12.学段变量，低学段是释放教育信息化潜力的重

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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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升学压力，对教育信息化发展具有直接制约力

量；

14.多元投资，是驱动教育信息化、也是驱动宏观

经济增长与社会福祉增加的先导因素；

（六）重点群体，精准关照：有效聚焦教育信息化进程

中的三大群体

15.高度重视教育信息化进程中的男女性别差异；

16.加快同步推进信息化时代的特殊教育；

17.始终将教师群体置于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核心

位置上；

（七）实时总结，及时参照：追踪新冠疫情期间全球教

育信息化集中经验

18.预判教育停摆对各领域的次生影响，及时推出应对

举措；

19.迎接“两线并行”新常态，打好教育战线持久

战；

20.分级分类为所有关涉人群提供精准关怀；

21.重视全球疫情本身的教育意义，升级迭代“国

际理解教育”。

五、【专家视点】

◆我国人工智能+教育的问题与未来

我国人工智能+教育现存三大问题：1.先天受限，落地迟缓。

教育行业由于数据储备、数据感知、数据标准化受限，跨介

质互联困难，情感计算与认知计算难以突破等约束条件，自

然呈现的发展规律确实是慢一拍，迄今为止多数解决方案的

落地效果仍然表现一般。2.重复建设，粗放演进。所谓重复

体现在，当前“人工智能+教育”在所谓的“精准化监测与个

性化评价”这一功能上，探索过于集中，用力过于聚焦，甚

至少有过度监控、过度反馈、过度迎合的辩证性反思。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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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粗放，是指当前教育口的这只“人工智能大筐”，实际上

装进了与人工智能沾边或不沾的各类技术，装进了各路概念、

噱头甚至利益诉求，实质的进步、真实的助力很大程度上被

淹没在粗放的统计口径与表面的虚假繁荣里。3.审慎不足，

导向模糊。教育领域难以对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提出准确需求，

而技术人员难以深度理解教育、设计出符合理性需求的应用

形态——是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参与教育过程、大力发展智能

教育的最为掣肘的问题。

我国人工智能+教育未来发展策略：稳健以求，方能致远。

1.宏观上，不能全然仰仗“计划经济思路”应对中国教

育的巨大体量与智能技术的迅速更迭。

2.中观上，要尊重信息化和智能化在教育垂直领域的独

特发展节奏，避免急于求成。教育领域是“人”的密集程度

最大的领域，教育涉及的人群是超大规模的、甚至是全民的，

其复杂性与牵涉面超乎寻常，在教育智能化在理念更新、模

式变革、体系重构，尤其是利益重组上不能激进。

3.微观上，要警惕技术对个体状态的过度迎合，辩证看

待流行的“个性化培养”。

（来源 2020 年 7 月 28 日《光明日报》第 15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