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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资讯
【2021年第 2 期】

（总第 54 期）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1年 2 月 10 日

一、【最新政策】

◆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

知》。点击查看（来源：教育部 2021 年 1 月 18 日）

◆教育部办公厅印发《防范中小学生欺凌专项治理行动工作

方案》。点击查看（来源：教育部 2021 年 1 月 21 日）

二、【他山之石】

◆北京：发布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行动方

案，推出加强中小学体育增强学生体质健康二十条措施。点击查

看（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1 年 1 月 19 日）

◆广东：开展“一对一”“订制式”精准培训，为“原中央

苏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教师赋能。点击查看（来源：中国

教育新闻网 2021 年 1 月 27 日）

◆浙江：开展教育系统法治浙江建设十五周年法治人物、法

治事件、最佳实践推荐活动。点击查看（来源：浙江省教育厅

2021 年 1 月 29 日）

◆山东：加快技工教育改革，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技能人

才支撑 以企业用工需求为导向，以贴近生产一线为前提，以

企校协同育人为路径，不断完善校企合作办学制度，全面推行

校企双制办学模式，取得积极成效。截至 2020 年底，全省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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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达 181 所，在校生达 40.54 万余人，居全国第二位，年均

培养技能人才 10 万余人，为我省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技能人才

支撑。点击查看（来源：齐鲁晚报 2021年1月21 日）

◆安徽：成人技能教育培养“大国工匠” 安徽省怀宁县抢

抓高职院校社会扩招的机遇，鼓励引导农民工、退役军人、村

居委干部、下岗失业人员、企业职工等社会群体参加职业技能

教育，目前共有 1000 余名成年“学生”重返课堂进行专业技能

“充电”。（来源：职教强国 2021年1月21 日）

◆广东：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组织召开广东

省深化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工作部署会。 一是进

一步提高对职称制度改革的认识。二是抓住关键，全面推进中

职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三是狠抓落实，确保改革工作平稳

顺利实施。（来源：南方网 2021 年 1月21日）

三、【信息快递】

◆教育部办公厅公布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专业委员会

委员名单，切实提高基础教育教学工作科学化专业化水平。点击

查看。（来源：教育部 2021 年 1 月 19 日）

◆教育部组织全国中小学健康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提

出《2021 年寒假中小学生和幼儿健康生活提示要诀》，引导中小

学生和幼儿合理安排假期防疫、生活、学习和体育锻炼，保持健

康生活。点击查看（来源：教育部 2021 年 1 月 26 日）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发布《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

建设改革的意见》第三方评估情况。评估报告中指出，3 年来，

教师职业吸引力明显增强，新教师岗位竞争明显加大，个别地区

数十人竞争一个岗位常态化。点击查看（来源：人民网 2021

年 1 月 28 日）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

办法（试行）》的通知（教职成厅〔2021）1号）（来源：教育部

http://k.sina.com.cn/article_5328858693_13d9fee45020012tu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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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厅 2020年1月 22 日）

◆近日，《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波

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的决定》经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批准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点击查看（来

源：浙江省司法厅 2021 年 1月 20日）

◆教育部 10 问答详解新一轮本科评估突出特点。点击查看

原文 （来源 山东教育发布）

四、【关注群体】

◆回流儿童，何以为家？  过去二三十年间，随着我国

快速城市化及大规模人口流动，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教

育与成长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据国家统计局 2015

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计，两类儿童在全国未成年群体中

占比接近 4 成。换言之，全国近 4 成儿童青少年受到人口

流动影响。“回流儿童”是介于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之间

的一个特殊群体。这些儿童在流动与留守之间不断艰难地

转换身份，他们对“家乡”没有归属感，在城市中也有一

种“无家可归”的感觉。

这些回流儿童普遍存在：难以适应的生活环境；学习

上遭遇困境；心理上的磨练。课题组研究发现，回流儿童

睡眠质量较差、抑郁风险也较高、更容易卷入校园霸凌、

学业表现竟然也相对较差。

回流，将对儿童个人、家庭及社会分别产生怎样的中

长期负面影响？回流儿童遭遇的成长挑战与困境何解？有

太多诸如此类的严肃问题，需要研究者投以关注，并作出

描述和回答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以常住人口指标来制定公共服务

和资源配置规划，打破长期以来的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

构，促进户籍制度和财政制度改革；要从基本公共服务普

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获省人大批准实施%20%20http:/www.zjzcj.com/web/show.php?id=49923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MDM1Njg3NQ==&mid=2650819038&idx=2&sn=27be6c913cd6c27d0f20322389e15ea5&chksm=84519abab32613ac5fd0c7f6e477d0802c185751a14a2a1e71ad18d8c23674142dc28721e4df&mpshare=1&scene=23&srcid=0209VX1U9v2UHzo64yCxy6n8&sharer_sharetime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MDM1Njg3NQ==&mid=2650819038&idx=2&sn=27be6c913cd6c27d0f20322389e15ea5&chksm=84519abab32613ac5fd0c7f6e477d0802c185751a14a2a1e71ad18d8c23674142dc28721e4df&mpshare=1&scene=23&srcid=0209VX1U9v2UHzo64yCxy6n8&sharer_shar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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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性原则出发，进一步关注底层群体，保证社会公平与正

义。流动儿童流入地应扩大学位供给，简化积分项目和入

学程序，国家各部门也需要对这一群体的进一步重视，注

重信息与数据的公开，只有更清晰的信息，才能推进更精

准的流动儿童公共服务。（综合 《流动儿童蓝皮书：中

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9-2020）》和《光明日报》）

五、【国际前沿】

◆工业5.0如何培育未来人才？对未来教育的思考目前

主要有两个维度：技术维度和社会维度。前者指的是教育

如何利用新技术（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来发

生转变。后者指的是教育应对社会发展变化而发生转变。

培养未来需要的人才，首先需要判断未来社会是什么样；

需要明确具备什么样技能的人才是未来社会所需要的；在

未来人才培养上虽然教育发挥着关键作用，但是更需要教

育与社会其他部门之间的配合。

如何培育未来人才？世界经济论坛新近发布的《提

高技能：实现共享繁荣》报告为这一问题的回答提供了

一个全局的视角。该报告首先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到 2030

年，大规模的技能提升投资有可能使 GDP 增长 6.5 万亿

美元；增长最快的是那些技能差距更大的地区和经济体，

而且通过与新技术相结合的技能提升潜力最大；到 2030

年，提高技能可能会净创造 530 万个新工作岗位。这说

明，技能提升对未来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回报，那么该

如何做呢？该报告提出了四个关键领域的建议：

1.所有利益相关者：建立一个强大和相互关联的生

态系统，致力于全面提高技能的议程，并给人们参与的

机会。

（1）描绘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预测未来的技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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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同确定一套衡量行业、国家和地方各级就业质

量的指标；

（3）建立一个共同的研究框架，以了解劳动力市场和

技能不匹配的动态和预测；

（4）确定成功引导劳动力市场转型和提供良好就业的

政策杠杆；

2.政府：采取灵活的方法来推动国家技能提升举措，

与企业、非营利组织和教育部门合作。

（1）在国家复苏计划中优先为技能提升提供资金；

（2）认识到来自政府部门就业和相关供应链的经济、

技能建设和包容性潜力；

（3）支持和鼓励绿色投资和技术创新；

（4）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培育产业投资项目；

（5）鼓励对各产业中长期最可能需要的技能和工作类

型的透明化；

3.商业：将提高技能和劳动力投资作为核心业务原

则，并作出有时限的承诺。

（1）制定明确的“人员计划”，采用以人为中心的方

法，使技术与工人及社会的需求保持一致；

（2）对提高员工技能做出长期承诺；

（3）促进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多学科协作；

（4）与劳工代表一起，确保良好的工作，并同意工人

论坛和共同标准。

4.教育提供者：拥抱未来工作，将其再造人人终身学

习正常化的源泉。

（1）优先考虑那些与商业合作的“及时”而不是“以

防万一”的职业和高等教育课程；

（2）扩大为促进终身学习的自主学习供给和纳米学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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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国家资格体系和终身学习之间架起桥梁，使技

能得到全球认可；

（4）在全球范围内将学校和学习场所连接起来。

（来源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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