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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资讯
【2020 年第 16期】

（总第 44 期）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0年 9 月 16 日

一、【最新政策】

◆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

的意见》。点击查看（来源：教育部 2020 年 8 月 28 日）

◆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

理的意见》。文件明确指出，学校不得在代收费中获差价，不得

变相违规补课加收费用，不得强制或者暗示学生及家长购买指定

教辅资料。点击查看（来源：教育部 2020 年 8 月 31 日）

◆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举办 2020 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

周的通知》。点击查看（来源：教育部 2020 年 9 月 2 日）

◆教育部发布《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教师节重要寄语

精神的通知》。点击查看（来源：教育部 2020 年 9 月 11 日）

◆教育部关于印发《国家开放大学综合改革方案》的通知

（教职成〔 2020〕6 号）点击查看（来源：教育部 2020
年 9 月 2 日）

二、【特别关注】

◆今年教师节 读懂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希望的时代内涵。习

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探索新时代教育教学方法。（来源：新华网）

◆农村中小学“心理孤儿”现象亟待关注。调查发现，农

村中小学留守儿童、单亲家庭中“心理孤儿”现象较突出。

留守儿童与单亲家庭的叠加，让农村中小学成为“心理孤

儿”重灾区。从农村中小学学校层面来看，由学生原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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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不幸引发的教育问题层出不穷，学习态度不端正，学

习习惯较差；缺乏安全感，容易情绪化；自信心不足，自

尊心过强，抗挫能力较差等现象较普遍。农村中小学“心

理孤儿”现象对学校教育及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

深远，亟待社会、家庭、学校共同关注。（来源 中国教育

之声 8 月 31 日）

三、【他山之石】

◆重庆：印发《重庆市中小学社会实践教育基地建设指南》，

规范和引导中小学社会实践、研学旅行活动的组织实施。点击查

看（来源：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2020 年 8 月 27 日）

◆江苏：发布《关于推进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的意

见》，深入实施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切实提高普通高中教育质量。

点击查看（来源：江苏省教育厅 2020 年 9 月 3 日）

◆浙江：印发《之江汇教育广场 2.0 行动计划(2020-2022

年)》，提高全省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水平。点击查看（来源：

浙江省教育厅 2020 年 9 月 7 日）

◆北京：印发《北京市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工作方

案》，不断提高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点击查看（来源：北京

市教育委员会 2020 年 9 月 9 日）

◆上海：为做好 2021 年由市教育部门组织统一命题、统一

考试、统一网上评卷工作，公布 2021 年上海市普通高中语文、

数学和外语 3 门科目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命题要求。点击查看

（来源：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2020 年 9 月 9 日）

◆广东：发布《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培养

节俭美德的通知》，要求加强教育引导，在校园营造浪费可耻节

约为荣的氛围。点击查看（来源：广东省教育厅 2020 年 9月 9

日）

◆上海：出台建设产教融合型城市试点方案 点击查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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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上海发展改革 2020 年 9 月 4 日）

◆湖南：职教围着产业转 把学校建在“开发区”里；把专

业建在“产业链”上；用“高技能人才”支撑“高质量发展”。

（来源：新华网 2020 年 9 月 12 日）

四、【信息快递】

◆在第三十六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

社会公开发布 2020 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点击查看（来源：

教育部 2020 年 9 月 10 日）

◆高校不得强迫毕业生签约。中组部、人社部等七部门近日

印发《关于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推进行动的通知》，规范就

业协议签订，高校不得以任何方式强迫毕业生签约，或劝说虚假

签约，用人单位不得出具虚假用人证明，不得随意毁约，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不得参与签订不实就业协议。规范招聘市场秩序，依

法打击“黑中介”、虚假招聘、就业歧视等违法违规行为。(来

源：中国新闻网)

◆关乎职校绩效工资分配！教育部肯定了山东省的分配办

法。近日，教育部办公厅转发山东省《关于完善高等学校

绩效工资内部分配办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指出山东省

将高等职业院校绩效工资总额核定系数最高提高到事业单

位人员工资基准线的 5 倍，充分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

有力推动了职业教育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地。（来源：教育

部网站）

五、【疫情应对】

◆“后疫情”进行时，全球范围内的教育变动显现五

大特征。

1.经济衰退与教育停摆同时共现。长时间封校迫使

相当一部分劳动力离开岗位照顾子女，造成直接经济损

失并冲击各国 GDP 数据，此外还造成教育与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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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失序、贫困家庭与贫困地区辍学潮出现、教育财政

供给失衡等诸多动荡——教育从经济社会的缓冲器变换

为增压泵。

2.集中化与分散化教育体制分野明显。从世界范围

内的教育领域来看，有着集中管理传统的国家明显比教

育领域分权管理的国家，为抗疫大局争取了更多回旋时

间与回旋余地。

3.“数字鸿沟”在国别间更加凸显。教育信息化语

境下的“数字鸿沟”从人力资本与社会秩序的源头上，

在国别间拉开了更为深刻的差距。

4.在线教育规律得到陆续总结。伴随疫情的持续与

一线实证经验的沉淀，各国教育围绕将知识传授轻量化、

热点化、娱乐化以有效引夺学生注意力、维系在线互动

性展开了深度探索，成为全球教育信息化“危中取机”

的一大重要进展。与此同时，此次疫情更孕育了一种反

向思辨，即强调技术的渗透与介入，终究是为了配合育

人规律、实现教育初衷。教育信息化要优先承载教育本

质与国家价值传统，注重回扣本质、坚守初心。

5.在线教育国际合作仍待全面突破。此次疫情事实

上为国际教育合作带来了非同一般的契机。在线教育的

优势在于最好的资源能以最低成本、最大规模、最高效

率进行扩散和传播，这为地区间、国际间的教育融合与

协作发展带来突破口。

◆广州市番禺区职业技术学校：同心战“疫”迎挑战，落

细落实见真功。在非常时期，财经商贸系会计组的全体老师认

真贯彻执行学校“停课不停学”线上教育实施方案，表现出一

如既往的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一、

群策群力，狠抓教学常规；二、精品课程大放异彩；三、宅家

练技能，远程指导备赛。（来源：职教圈 2020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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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市创新实施“八个一”机制复学防疫取得双丰收。抗

疫宣传一首歌；师生分布一张图；防疫宣传一幅画；线上教学一

张网；组织建设一支部；包保推进一专班；物资保障一统筹。

六、【学界视点】

◆ 我国“十四五”教育规划编制面对的形势

（一）从“软约束”走向“硬依据”：规划编制工作面

对新要求 表现在以下三方面：1.规划编制工作的科学性有

了新要求；2.规划编制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有了新要求；3.规

划编制工作质量标准有了新要求。

（二）从“教育大国”走向“教育强国”：经济社会发展

提出新期待：1.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加强；2.经济

的本土化区域化趋势将更加凸显；3.新时代爱国主义文化将持

续繁荣发展；4.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越来越受到重视；5.生态

文明的理念和实践将更加广泛深入；6.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

实践向纵深发展。

◆我国“十四五”教育规划编制面对的：从“基本现代

化”走向“总体现代化”——教育改革发展面临新任务。表

现在：1.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落实中央重大教育改

革战略部署;2.聚焦经济社会重大需求，全面加强教育支撑经

济社会发展能力;3.聚焦关键领域重大改革，全面推进教育治

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4.聚焦学习方式变革创新，全面推进信

息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5.聚焦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全面

强化师生和校园安全体系建设

(来源 《中国教育学刊》2020 年第八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