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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资讯
【2021年第 1 期】

（总第 53 期）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1年 1 月 20 日

一、【最新政策】

◆教育部发布《关于设立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战略研究基地

（北京、西北）的通知》。点击查看（来源：教育部 2021 年 1

月 5 日）

◆教育部关于成立全国师德师风建设专家委员会的通知（教

师函〔2020〕8号）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张金刚、山东商业职

业技术学院 张志东等多位职教专家入选。（来源：教育部 2020年

1月 4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

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人社部发﹝2020﹞96号）（来源：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2021年1月 6日）

二、【他山之石】

◆北京：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中小学学位建设的工作

方案》的通知，推进解决中小学学位供给问题，有效保障群众“学

有所教”。（来源：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2021 年 1 月 5 日）

◆浙江：打造全省域推行新时代城乡义务教育共同体的浙江

方案，促进乡村教育振兴和教育现代化。点击查看（来源：浙江

省教育厅 2021 年 1 月 5 日）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2101/t20210115_509930.html
http://jyt.zj.gov.cn/art/2021/1/5/art_1532973_589166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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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印发《关于加强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阶段随班就

读工作的实施细则（试行）》，加强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阶

段随班就读工作管理，保障残疾儿童少年受教育权利。点击查看

（来源：广东省教育厅 2021 年 1 月 7 日）

◆上海：印发《上海市幼儿园发展性督导评价指导意见》，

积极构建有利于各级各类幼儿园规范办园、特色发展的督导保障

机制。点击查看（来源：上海教育 2021 年 1 月 13 日）

◆上海：成立上海市自闭症儿童教育指导中心，为自闭症儿

童群体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教育教学及相关专业服务，提升特殊教

育专业指导与服务水平。点击查看（来源：上海教育 2021 年 1

月 13 日）

◆上海：发布 2020 学年中小学生寒假安全提示 10 条，保障

广大中小学生安全快乐过寒假。点击查看（来源：上海教育 2021

年 1 月 15 日）

◆江苏：出台《关于加强与改进中小学幼儿园家庭教育指导

工作的意见》，明确中小学、幼儿园的家庭教育指导职责，推动

家庭教育指导纳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来源：《新华日报》

2021 年 1 月 15 日）

◆河南：印发《河南省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提出 16 条措

施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1 年 1 月

15 日）

◆天津：出台《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若

干措施》，把劳动素养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来源：《中

国教育报》 2021 年 1 月 18 日）

◆山东枣庄：职业教育助力学生“赢未来” 营造“匠心

文化”传承工匠精神；注重技能培养 擦亮“金字招牌”；注重

顶层设计 做好产教文章。（来源：中国教育报 2021年1月4

日）

http://edu.gd.gov.cn/zxzx/tzgg/content/post_3168216.html
http://edu.gd.gov.cn/zxzx/tzgg/content/post_3168216.html
http://edu.sh.gov.cn/xxgk2_zdgz_jxdd_02/20210112/36c4f02832ec44c090649cfaabbf02ce.html
http://edu.sh.gov.cn/xxgk2_zdgz_jcjy_03/20210112/611d925d459f4a8a8b0148b8437500a8.html
http://edu.sh.gov.cn/xxgk2_zdgz_wcnrbh_01/20210113/a64c96ffe4504bc59c8188aae9979a5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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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职业院校探索校园学徒制——企业员工当师傅 学生

高效学技术 “企业师傅和学校学生建立师徒团队，改变了传统

的教学安排，也重新定义了校企关系、师生关系、作品与产品的

关系。”（来源：人民日报 2021年1月13 日）

三、【信息快递】

◆2021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要认真

学习深刻把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强化使命意识；坚持人

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强化宗旨意识；推进改革成果系统集成，强

化协同意识；切实推动实际问题解决，强化担当意识；牢牢守住

安全发展这条底线，强化风险意识。（来源：教育部 2021 年 1

月 8 日）

◆中职教师从业满意度调查报告出炉！对全国中等职业学

校教师从业满意度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中职教师从业总体“基

本满意”，从业体验高于预期；教育预期、学校管理和政府保

障对教师从业总体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与 2016 年调查相

比，政府保障力度提升幅度较大，受到教师认可。但中职教师

社会地位感知依然偏低，对学生学习能力的期望过低，工作成

就感不高，教师培训体系不完善，教师个体成长机会少，职业

倦怠感强。（来源：职教帮 2021 年 1月 13日）

四、【教育盘点 2020】

◆盘点职业教育 2020 年：“后疫情时代”需求不止 风口

不停。在“后疫情时代”，随着政策的支持、资本的涌入、社会的观

念转变，我们不难预见，等待着职业教育赛道的，将是持续的走高和向

好。风口一：愈发多元化的泛职教赛道；风口二：市场政策双向推动

高校职教利好；风口三：“产教融合”打通数字化人才需求痛点。（来

源：现代职业教育网 2021年1月5 日）

◆我国高等教育评估政策大盘点。就高等教育领域来说，

除了线上教学成常态外，我国高等教育评估政策也迎来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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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在这一年里，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科技部和

财政部针对评估导向不良等问题，提出了改革方案和意见。

具体政策文本如下：

（一）2020 年 2 月 20 日，教育部 科技部印发《关于规

范高等学校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

意见》的通知,提出了 10 条意见：1.准确理解 SCI 论文及相

关指标；2.深刻认识论文“SCI 至上”的影响；3.建立健全分

类评价体；4.完善学术同行评价；5.规范各类评价活动；6. 改

进学科和学校评估；7.优化职称（职务）评聘办法；8.扭转

考核奖励功利化倾向；9.科学设置学位授予质量标准；10.树

立正确政策导向。

解读：论文是成果产出的主要形式，其被评价的重点不该

是发在某一期刊上，被评价的应该是论文的创新水平和科学价

值，不能只看论文发表在什么刊物上。科学坚持分类评价和学术

同行评价。

（二）2020 年 2月 23 日，科技部、财政部发布《关于破除

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提出了

9 条相关措施：1.强化分类考核评价导向。实施分类考核评价，

注重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和影响；2.对国家科技计划项

目（课题）评审评价突出创新质量和综合绩效；3.对国家科

技创新基地评估突出支撑服务能力；4.对中央级科研事业单

位绩效评价突出使命完成情况；5.对国家科技奖励评审突出

成果质量和贡献；6.对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人才评选突出科学

精神、能力和业绩；7.培育打造中国的高质量科技期刊；8.

加强论文发表支出管理；9.强化监督检查。加大监督检查力

度，确保各项措施落实落地。

解读：将基础研究类科技活动和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类

科技活动分开评价；针对不同的评价对象和种类，区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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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搞一刀切。打造高质量期刊，提高高质量成果的权重。

（三）2020 年 10 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

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实施方案，针对高等学校评

价，提出了 9 条措施：1.推进高校分类评价，引导不同类

型高校科学定位，办出特色和水平；2.改进本科教育

教学评估，突出思想政治教育、教授为本科生上课、

生师比、生均课程门数、优势特色专业、学位论文（毕

业设计）指导、学生管理与服务、学生参加社会实践、

毕业生发展、用人单位满意度等；3.改进学科评估，

强化人才培养中心地位，淡化论文收录数、引用率、

奖项数等数量指标，突出学科特色、质量和贡献，纠

正片面以学术头衔评价学术水平的做法，教师成果严

格按署名单位认定、不随人走；4.探索建立应用型本

科评价标准，突出培养相应专业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

5.制定“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突出培养一流

人才、产出一流成果、主动服务国家需求，引导高校

争创世界一流;6.改进师范院校评价，把办好师范教育

作为第一职责，将培养合格教师作为主要考核指标;7.

改进高校经费使用绩效评价，引导高校加大对教育教

学、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8.改进高校国际交流合作评

价，促进提升校际交流、来华留学、合作办学、海外

人才引进等工作质量 ;9.探索开展高校服务全民终身

学习情况评价，促进学习型社会建设。

解读：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关于教育评价系统性改革的文件，

也是指导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方案涉及到我

国教育系统的各个方面，改进高等学校评价是改进学校评价的重

要任务之一。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认为，高等教育评价应坚持

统筹兼顾、分类设计，引导各高校充分挖掘传统，因地因校制宜，

科学定位、各显其能，找准发展坐标，科学规划办学类型、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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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层次，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办出水平、办出特色，促进高

校及其师生员工鼓劲加油、激励上进，分类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

学科，不断提高教育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