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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资讯
【2021年第 5 期】

（总第 57 期）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1年 4 月 15 日

一、【政策关注】

◆教育部出台《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

接的指导意见》 （来源 教育部网站）

◆教育部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睡眠管理

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了学生睡眠时间要求，根据不

同年龄段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间应达

到 10 小时，初中生应达到 9 小时，高中生应达到 8 小

时。（来源 教育部网站）

二、【政策解读】

◆如何构建幼小科学衔接机制？教育部 6 问答详解。点

击查看原文

◆幼儿园做好入学准备教育应重点把握哪些方

面？一是准确把握入学准备的内涵；二是处理好循序渐

进与把握重点的关系；三是尊重幼儿身心发展规律。

◆小学做好入学适应教育应重点把握哪些方面？

一是强化主动衔接；二是注重适应过渡；三是关注个体

差异；四是深化课程改革。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MDc2NjUzNA==&mid=2650481285&idx=2&sn=316c0bf44e7ad590c701036c4311f4eb&chksm=8738582cb04fd13a0e6b9e7b8cbc9e1a73a4b8cb2ffa901fbebb77370094e72e783d8fb7af06&mpshare=1&scene=23&srcid=0531eElorEuQahHL0YKlhWUQ&sharer_sharetime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MDc2NjUzNA==&mid=2650481285&idx=2&sn=316c0bf44e7ad590c701036c4311f4eb&chksm=8738582cb04fd13a0e6b9e7b8cbc9e1a73a4b8cb2ffa901fbebb77370094e72e783d8fb7af06&mpshare=1&scene=23&srcid=0531eElorEuQahHL0YKlhWUQ&sharer_shar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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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教育部政务新媒体“微言教育”）

三、【他山之石】

◆福建：印发《福建省义务教育提质扩容工程建设方案

（2021-2025 年）》，聚焦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

（来源：中国教育报 2021 年 3 月 30 日）

◆浙江：实施初中学校提升培优行动。2021 年各县（市、

区）争取累计有 1 所以上初中学校创建成为浙江省现代化学

校，各设区市争取累计县均有 1 所以上初中学校创建成为浙

江省现代化学校。点击查看（来源：浙江省教育厅 2021 年

4 月 1 日）

四、【国际前沿】

◆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近期纷纷对未来

几十年内的教育发展图景进行了勾勒，反思疫情中暴露的教

育问题，并探寻疫情后的教育走向，强调要增强全球教育体

系的包容性，用数字化驱动学校变革，以教育教学服务全球

可持续发展。点击查看（来源 中国教育报 2021 年 3 月

25 日）

五、【学界视点】

◆建设农村教育高质量发展支持体系。一是在资源配置

上加强对农村教育短板领域的投资；二是建立与完善体现

功能特征的教育资源配置政策；三是建立与完善体现地理

特征的资源配置政策；四是建设农村教育高质量发展师资

能力建设支持体系；五是建设农村教育高质量发展评价制

度支持体系。 点击查看原文（来源 光明日报 东北师范大

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秦玉友文）

http://jyt.zj.gov.cn/art/2021/4/1/art_1532973_58916869.html
http://www.jyb.cn/rmtzgjyb/202103/t20210325_464927.html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M1MDgyMw==&mid=2649986220&idx=2&sn=f66a1ae0b55e7f91dee4e219217c4742&chksm=bedc686489abe1729d0dca9678971c78c35605c50ad12b681164f9391b9f65cd4a7073ce35d2&mpshare=1&scene=23&srcid=0531l0hkKlm5obfAq2pBwseG&sharer_shar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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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机构要在成果推广应用工作中发挥专业支撑作

用。著名教育家顾明远指出：在建立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新

时期，教研机构要回应时代的变化，主动作为，特别是

借助国家教学成果推广这个契机，将教师研修的机制与

模式、课程改革的方法和经验，通过示范区的建设，落

实到各地的课堂教学上。

（一）教研机构要发挥专业支撑作用

第一，教研机构要推进国家课程的区域实施；

第二，教研机构应探索教学改进的区域经验。一是要

进一步挖掘学科育人的价值和功能；二是要持续探索核

心素养落实的有效路径；三是要推动信息技术支持下的

教学与教研；

第三，教研机构应自我创新发展。

（二）教研机构要重视优质成果的推广工作

第一，成果持有方和示范区要提高认识，高度重视

优秀教学成果推广应用工作；

第二，成果推广是一个再研究、再生成、再创造的

过程，要结合当地实际创造性地应用成果；

第三，要明确要求，扎实推动成果推广应用工作取

得实效。一是要在成果推广应用的内涵定位上下功夫；

二是要在成果推广应用的关键环节上下功夫；三是要加

强成果推广应用的组织保障工作；四是要注重成果推广

应用的实际效果。包括教育观念转变、教学样态改变、

成果落地应用、教育质量提升、本地化成果生成等方面。

点击查看原文（来源 中国教育学会 4 月 12 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M1MDgyMw==&mid=2649985956&idx=1&sn=f7649397e8786e90268aa403977374a6&chksm=bedc6f6c89abe67a38f9c327a041097abfb530ca07c445424b0ed3a9aeb8ef06f05f160ef82a&mpshare=1&scene=23&srcid=0531FQ5EsrC1vf6VaCqBn2a6&sharer_sharetime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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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之于学生成长的十大价值：增强乐趣；灵

活手脑；深化思维；关注系统；锤炼意志；构建团

队；体验价值；养成责任；理解生活；明确志向。

点击查看原文 （来源 《未来教育家》北京市海淀区

教育科学研究院文军庆文 4 月 5 日）

◆学校家长教育课程建设的基本构想。1.以提升家长

教育胜任力为基本目标；2.构建以“通识+拓展”相结

合的模块化内容体系；3.倡导以混合学习为主的实施

方式；一是线上与线下教学的融合；二是学中做与做

中学的融合；三是自主学与合作学的融合；四是正式

学习与非正式学习相融合。4.构建以发展为导向的评

价体系。首先，构建家长主体、教师主导、学生参与

的多元评价模式；其次，注重家庭教育过程和效果的

综合性评价；再次，注重评价的统一性和针对性。

点击查看原文（来源 中国教育学刊中国青少年研究

中心科管部副主任，研究员洪明文）

◆基础学科人才“拔尖”应该怎么“拔”？相关

专家表示，当下正是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模式深化

改革之机，各方应统筹施策，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一是加强高中和大学的人才培养衔接。张树永等

专家认为，创新型科研人才要从青少年抓起，对有兴

趣、学有余力的高中生，可投入高校资源，结合“大

学先修课”等模式，提前对拔尖人才进行引导性培养。

二是明确培养标准，改革培养模式。部分专家建

议，各个学科应当明确自己的“拔尖”标准，亦即明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M1MDgyMw==&mid=2649985754&idx=1&sn=bc7c9f26cba44945bb897790b12e6b55&chksm=bedc6e1289abe704fea73272682c1322f13c9ec1c1c45edfc96609413642047b8b02f2486967&mpshare=1&scene=23&srcid=0531xeew7v8uZyg3pICjBJxg&sharer_sharetime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M1MDgyMw==&mid=2649985752&idx=1&sn=34d4049f3f680de1714f1a54e6a0768b&chksm=bedc6e1089abe706afb204c6cd24bee1e7f73b5a5e73ac1b2fcff0c7f596e24a72cb0af343f3&mpshare=1&scene=23&srcid=0531KRHIXH2BQBnOdGAvCpZC&sharer_shar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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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培养规格和标准。在此基础上，给予高校在具体培

养机制上更多“话语权”，保障培养规格的实现。

三是不能被“就业率”束缚住基础学科人才培养

的翅膀基础学科领域人才培养，不能用“就业率”一

把尺子衡量成效， 培养能够坐得住冷板凳的拔尖创新

型研究人才，英才、天才与“偏才、怪才”都要有发

挥余地。

点击查看原文（来源 半月谈 4 月 1 日文）

（注：《教育改革资讯》电子版见：山东省教育科学
研究院网站）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U4Nzc0Mg==&mid=2658710004&idx=1&sn=bfeff5a90a35a9bd031b483e3ebf21f2&chksm=bcb52b058bc2a213335490f1e8448c79175470eeff3f34035ffda7a6305ae63a87f699c2fdcc&mpshare=1&scene=23&srcid=0601WC81S2K1TxT2vUy9xQe8&sharer_sharetime
javascript:vo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