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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资讯
【2021年第 3 期】

（总第 55 期）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1年 3 月 9 日

一、【热点前瞻】

◆2021 年度十大教育热点前瞻：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高水平编制教育“十四五”；

推动教育评价改革落实落地；

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

大力度治理整顿校外培训机构；

全面振兴乡村教育；

全面提升教师地位待遇；

完善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

加快推进教育新基建；

全方位高水平推进教育对外开放。

二、【他山之石】

◆上海：印发《上海市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

教学良好环境的措施》，出台 12 条举措为中小学教师减负。点击

查看（来源：上海教育网 2021 年 2 月 5 日）

◆广东：创新工作室机制，创立“1+10+100+N” 名教师、

名校（园）长工作室成员组成模式，推动教师队伍整体发展和共

同提升。点击查看（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2021 年 2月 9日）

http://edu.sh.gov.cn/xwzx_bsxw/20210205/04338f81df4c4ceea20a28c3375b1768.html
http://edu.sh.gov.cn/xwzx_bsxw/20210205/04338f81df4c4ceea20a28c3375b1768.html
http://www.jyb.cn/rmtzcg/xwy/wzxw/202102/t20210209_3960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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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未来 5 年打造 200 个职教品牌专业。山西省教育厅、

山西省财政厅出台《关于实施山西省职业教育品牌专业和高水平

实训基地建设计划的意见》，决定实施职业教育品牌专业和高水

平实训基地建设计划，强化内涵建设，提升服务能力。从 2021

年起，利用 5年时间打造 200 个左右品牌专业，建设 250 个左右

高水平实训基地，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晋

教职成〔2021〕3 号）（来源：山西省教育厅 2021 年 2 月 7 日）

三、【两会聚焦】

◆ 2021 年教育工作重点：发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

育。

代表建议：

◆缓解家长焦虑方面： 1.不建议学生普遍学奥数；

2.全面取消小学生家庭作业；3.建议让学生在校内完

成家庭作业。

◆教师队伍建设建议：1.提升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学历

层次；2.提升中小学男教师比例，解决教师队伍性别

结构失衡；3.提升中小学教师信息化素养。

◆提高教师待遇建议：尽快解决“非编”幼师待遇偏

低问题；拿出“真金白银”提高中小学教师待遇水平；

单列中小学教师工资系列，合理确定全国基本标准；

加大财政拨款和专项补助；改革中小学教师业绩奖励

制度。

◆教师职称评审建议：建议下放中小学教师中级职称

评审权到学校

◆学前教育建议：将幼儿园教育全面纳入国家义务教

育范围

◆高中教育建议：建议严禁高中跨规定区域招生；建

议高考调至 6 月首个周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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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建议：将中考的体育测试由 1 次增加至 3 次；

搭建体育行业协会与教体部门的合作桥梁；中小学体

育课可采用分级授课模式；在优秀退役运动员中选择

体育教师。

◆美育建议：建议取消 12 岁以下儿童美术考级

◆乡村教育建议：让老师能够在乡村下得去、留得住、

教得好；为乡村培养更多人才；率先在原深度贫困地

区逐步普及十二年义务教育。

◆儿童健康建议：把视力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考核；建

议将健康教育纳入升学考试；建议将儿童孤独症筛查

纳入医保；加强心理健康师资力量建设。

◆性别差异化建议：在“五育并举”人才培养中注重

性别差异化教育。加强有区别的性别教育；注重针对性

的课程设置； 加强意志锤炼。

四、【国际前沿】

◆OECD 发布的《国际早期学习和儿童幸福研究评估框架》

指出早期学习是如何发展的。研究认为，儿童早期学习与

发展依赖于一个培育和刺激的环境，特别是家庭环境、早

期幼儿教育与保育（ECEC）等早期干预以及学校教育开端。

1.儿童的家庭环境是他们早期发展的最有力的预测因

素。父母的 7 项活动与孩子日后的教育成就有显著的关联：

读书频率、去图书馆、玩数字游戏、绘画和绘图、教授字

母、教授数字以及教授歌曲、韵文和诗歌。

2.高质量的 ECEC 可以惠及所有儿童；

3.学校教育开端同样也比较重要。

◆OECD 发布的《国际早期学习和儿童幸福研究评估框架》

指出早期学习的关键领域：1.早期读写能力和算术能力是

重要的早期认知技能；2.早期自我调节是以后发展一个强

有力的预测因素；3.早期社会情感技能也会推动学习和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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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来源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

五、【国际观察】

◆拜登就任总统后美国高等教育将迎来哪些改变。承诺减免

特定学生群体学费及学生债务；主张发展社区学院、黑人院校及

部族学院；计划吸引更多国际学生赴美求学；力主规范营利性大

学的办学；意欲防治校园性侵及性骚扰。（来源：《中国教育报》

（2021-03-04 第 09 版：环球周刊 ））

六、【学界视点】

◆许宁生：加快探索跨区域协同创新机制、构建区域科技创

新共同体。（来源 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校长、中国高

等教育学会副会长许宁生院士 解放日报，2021 年 3 月 7

日第 2 版）

◆杜玉波：加快高等教育结构优化调整。1. 坚持需求导

向、错位发展，着力解决类型层次结构不适应问题；2. 坚

持动态调整、突出特色，着力解决学科专业结构不合理问

题（来源：中国教育报，2021 年 3 月 8 日第 1 版）

◆实施“双高计划”项目，研究者、管理者和承担者的角色

如何合理分配？管理者和研究者应该何时介入？如何能够高效

地介入？首先是“科学性与现实性”关系。“双高计划”项目的

规划设计本身就是一个研究课题，它既是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过

程，也是获得新认知的过程。其次是“规范性与开放性”的关系。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会出现一些不确定、不期望出现的状况。项目

的管理者、参与者和评估者对项目方案的变更和扩展应持开放态

度，在此，响应性科学伴随具有重要的意义。三是“个体利益与

整体利益”的关系。鉴于高职教育的复杂性，“双高计划”项目

参与单位和个人很难有完全一致的观点和利益，对项目目标会有

不同考虑，参与项目的研究者也是如此。（来源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赵志群 《高等职业教育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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