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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资讯
【2020 年第 24期】

（总第 52 期）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0年 12 月 31日

一、【最新政策】

◆教育部制定颁布《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点击查

看（来源：教育部 2020 年 12 月 23 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印发《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点击查看（来源：中国教育在线 2020

年 12 月 29 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的通知（教材〔2020〕6号）（来源：

中共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 2020年12月 31日）

◆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

业建设计划绩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教职成〔2020〕8号）

（来源：教育部 财政部 2020年12月 25日）

◆教育部印发《关于正确认识和规范使用高校人才称号的若

干意见》的通知。通知中强调：不将高层次人才等同于人才称号

获得者，不把人才称号作为评价人才、配置学术资源的唯一

依据，不单纯以人才称号获得者数量评价人才队伍建设成效，

扭转以“帽子”为牵引建设人才队伍的不良倾向。要统筹用

好国内外人才资源，不将国（境）外学习或工作经历作为人

才招聘引进的限制性条件。不得将是否获得人才称号或人才

称号获得者数量作为限制性条件或评价的重要内容，有关申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2/s5911/moe_621/202012/t20201228_507882.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2/s5911/moe_621/202012/t20201228_507882.html
https://www.eol.cn/zhengce/guizhang/202012/t20201229_206406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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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书中不设置填写人才称号相关栏目。消除引进人才和非引

进人才、有称号人才和其他人才之间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来

源 教育部 2020 年 11 月 30 日）

二、【他山之石】

◆北京：以“教育情怀·专业理性·实践智慧”为主题，举

行第四届北京市中小学班主任基本功市级展示活动。点击查看

（来源：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2020 年 12 月 25 日）

◆广东：开展基础教育教研基地项目建设工作，深化教研机

制创新，推进课程教学改革和育人方式变革。点击查看（来源：

广东省教育厅 2020 年 12 月 29 日）

◆浙江：印发《浙江省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行动计划

（2021-2023 年）》，统筹推进浙江省大中小学教材建设，全面提

升教材质量。点击查看（来源：浙江省教育厅 2020 年 12 月 30

日）

◆江苏：举办全省基础教育青年教师教学和班主任基本功大

赛，为青年教师搭建专业成长的平台。（来源：上海教育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山东：东营市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建设显成效 。一是

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不断加强；二是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

人不断深化；三是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不断健全；四是高素质教

师队伍建设不断加强；五是学生综合素质不断提高，职业教育

吸引力显著增强。（来源：山东教育发布 2020年12月31 日）

◆广东：顶尖技能人才遭“哄抢” 有企业开百万年薪。 此

次对接活动搭建了龙头企业、知名企业与获奖选手供需对接平

台，既为广东省现代产业体系输送新鲜血液，也为优秀青年技能

人才扎根广东创新创业提供广阔舞台，17家企业与29名获奖选

手当场签订就业意向协议，有企业甚至为获奖选手开出百万元的

年薪。（来源：中国新闻网 2020年12月31 日）

http://jw.beijing.gov.cn/jyzx/jyxw/202012/t20201228_2187947.html
http://jw.beijing.gov.cn/jyzx/jyxw/202012/t20201228_2187947.html
http://edu.gd.gov.cn/zxzx/tzgg/content/post_3162344.html
http://jyt.zj.gov.cn/art/2020/12/30/art_1532975_589165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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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印发2021年高职院校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提前招

生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点击查看（来源：荔枝网新闻 2020年12月

30 日）

三、【信息快递】

◆首届全国中小学和高校健康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发布《中

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行动方案（2020—2030）》，为全国的

学校、家庭、社区以及有关部门提供了一套系统完整且兼具操作

性的体育健康促进实施策略。（来源：《中国教育报》 2020 年

12 月 30 日）

◆12 月 24 日，教育部召开第七场教育 2020“收官”系列新

闻发布会，介绍“十三五”期间教材建设工作有关情况。坚持正

确方向，突显类型特征，开创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教材建设新局

面。（来源：教育部 2020 年 12月 24日）

◆全国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专家委员会发布《关

于公布全国高职试点院校诊改复核结论的通知（第三批）》（来

源：现代职业教育网 2020年12月25 日）

◆教育部印发意见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不良

导向。（摘编自《中国教育报》）

◆教育部发文成立教育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指导

委员会。（摘编自教育部网站）

◆复旦大学多措并举推进“三全育人”综合改革。（摘

编自复旦大学新闻网）

四、【教育盘点 2020】

◆ 2020 高教 10 大关键词：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十四

五”规划；第五轮学科评估；在线教学；研究生教育改

革；就业；课程思政；新文科建设；首批国家级一流本

科课程；独立学院转设。

◆ “双一流”高校“十三五”规划学科建设的关键点：

http://news.jstv.com/a/20201230/0f305bae662c4a9d8b13dd623ead27c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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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建设；优化布局；交叉创新培育；组织管理创新；

评价考核。（来源 由麦可思研究整理）

五、【关注“十四五”】

◆“十四五”教育规划需要更加关注的十个问题：教育如

何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如何同人民群众期待

相契合？如何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是“十

四五”教育规划必须思考并很好回答的战略性问题。为更

有质量、更加高效地做好“十四五”教育规划，中国教育

学会副秘书长高书国提出以下十个方面的建议：1.更加关

注制度建设；2.更加关注治理能力；3.更加关注优质均衡。

从基本均衡到优质均衡的转变是一次基础教育发展模式的

战略转变。在优质均衡方面，“十四五”教育规划将聚焦

以下五个重点问题：以课程改革和标准建设为重点，构建

中国特色义务教育发展质量体系；以生均经费和教师工资

为重点，形成优质公平的资源配置方式；以高考改革和育

人模式为重点，着力提升普通高中教育整体质量；将结果

评价、过程评价、增值评价和综合评价紧密结合，建立以

质量为核心的教育评价体系；总结、提升、凝练中国教育

均衡发展经验，提升基础教育的国际影响力。4.更加关注

家庭教育；5.更加关注教师发展； 6.更加关注人工智能；

7.更加关注终身教育；8.更加关注资源配置。第一，要实

现教育资源配置方式转变，调整和改善教育投入结构；第

二，要逐步扩大公共教育服务能力，补齐教育发展投入短

板；第三，要更加重视教育经费与项目评估，不断提升经

费使用效益。9.更加关注理论创新：总结中国教育实践的

成功经验；讲好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故事；形成新时代中

国特色教育理论体系。10.更加关注竞争力影响力：第一，

积极应对国际教育发展的复杂挑战，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

局，持续构建与世界各国友好平等交流合作的新格局，为



5

中国教育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第二，深入开展国际

理解教育，培养青少年国际沟通、国际交流和国际参与能

力，利用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优势，以开发国际课程，培训

国际教师，促进双向、多向国际理解与交流；第三，持续

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

入世界一流行列，提升高等学校知识创新、人才培养、服

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第四，扩大国际学生

评估项目的参与地区，展示中国学生能力和中国教育成就，

改进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模式；第五，持续实施“留学中

国计划”，提高准入标准和准入门槛，宁缺铁滥，吸引国

际优秀学生进入中国高等学校学习；第六，构建中国特色

国际课程体系，推广中国教育教学先进经验，为世界教育

改革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做出中国贡献。（来源中国教育

学会 高书国，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长）

六、【国际前沿】

◆《STEM 横向技能评估概念框架》发布。近期，由爱尔兰

都柏林城市大学、芬兰坦佩雷大学等 12 个教育机构合作开

展 ， 在 欧 盟 8 个 国 家 实 施 的 “ STEM 横 向 技 能 评 估 ”

（Assessment of Transversal Skills in STEM，ATS STEM）

创新政策实验项目成果报告《面向 ATS STEM 的概念框架》

（Towards the ATS STEM Conceptual Framework）发布。

该报告为“STEM 横向技能评估”项目的第五份成果报告，

提出了一个评估 STEM 横向技能的综合概念框架。该报告概

述并讨论了在 STEM 教育中设计和评估综合 STEM 主题的四

个基本组成部分：核心 STEM 能力、STEM 学习设计原则、

形成性评价 STEM 任务、数字评价工具。

该报告指出，近年来，STEM 教育被认为是未来全球经济繁

荣的关键，因此已成为各国政府和教育决策者的高度优先考虑的

问题。关键的潜在假设是，具有活力经济的国家往往拥有将 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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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优先考虑的有效教育体系。然而，STEM 是一个有争议的概

念，具有特定的语境，在不同的社会政治语境中有着不同的驱动

因素和约束条件。为了帮助学生理解如何利用 STEM 学科获得的

知识来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问题，许多教育系统都面临着深刻的系

统性问题。该报告的基本前提是，决策者采用一种连贯的概念框

架，概述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四门学科之间的关系和

实践整合，可以缓解其中一些系统性问题。建立在此前提上，该

报告提出了一个 STEM 横向技能评估概念框架，以帮助欧洲教育

者就什么是综合 STEM 教育以及如何在学校使用一系列数字工具

对其进行评估形成共识。（来源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

六、【调研反馈】

◆山东省中小学教师学习需求

山东省教科院教师发展研究中心持续关注了不同学科、不同

年龄阶段和不同性别的教师学习现状及需求现状。从 2019 年 3

月开始，对 18 所学校的 47 名教师进行访谈，意在以“教师学习

需求”为切入点了解教师学习的现状和需求，为激发教师学习内

生动力、改善教师学习的现状、构建教师学习的支持系统提供政

策和实践支持。

教师发展研究中心从教师学习需要的内容、教师学习的需要

方式、教师学习的动力三方面设计制作了调研问卷，从“不认同”

到“非常认同”，采用李克特量表 5 点计分，共获得 27591 名教

师完成网上问卷。

调研显示，我省中小学教师学习需求情况如下：

整体情况：1.中小学教师学习需求较为强烈，95.96%的教师

认为自己需要学习；2.中小学教师对学习的成效评价较高，

90.57%的教师，认同“参加培训、学习，总体来讲对我帮助很大”；

3.围绕课堂教学开展的学习活动更为有效；4.教师在学习内容需

求上非常广泛，各类知识学习需求不存在显著差异；5.教师内在

学习的动机较强。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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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队伍学习差异分析:1.小学教师在学习内容、学习方式

和学习动机三个方面都显著高于初中教师和高中教师；2.除正高

级教师与其它职称教师、以及高级教师与一级教师之间不存在显

著差异之外，其它职称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三项得分随职称的

提升而降低；3.教龄对教师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和学习动机不存

在显著影响；4.女性教师在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和学习动机这三

个方面均显著高于男性教师；5.农村教师在学习内容、学习方式

的得分显著低于县镇学校的教师。在学习动机上显著高于城市学

校教师。

调研得出如下结论：1.中小学教师学习需求较强，且多为内

在动机；2.中小学教师对课堂教学有关的学习最感兴趣；3.中小

学教师对自身专业发展短板缺乏明确认知；4.中高职称教师的学

习活动更需要关注。5.乡村教师的学习质量和学习方式有待提

升。

教师发展研究中心最后提出了对策建议：1.以教学能

力提升为重点为教师学习提供支持；2.提升教师职业发展意识与

能力，为教师提供科学的专业能力诊断；3.设立教师学习资源中

心，为不同需求的教师提供针对性的学习支持；4.以任务驱动点

燃中高职称教师学习热情；5.提升乡村教师培训层次和质量。

（来源 山东省教科院教师发展研究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