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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资讯 
【2021 年第 9 期】 

（总第 61期）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1 年 6月 18 日 

                                                      

一、【热点关注】 

◆按下“转设”暂停键，职教本科痛点如何解？教育部

近日发布关于独立学院转设有关问题的说明，重申独立院

校“合并转设”是指独立学院整合优质的高职学校或高等

专科学校成为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学校的名称一般为 XXXX

职业大学或职业技术大学。此份说明可视为是对近期浙

江、江苏、山东等地暂停独立学院与高职院校合并转设的

回应。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稳步发展职业教育本科，是国家

给职业教育定下的基调。职业教育本科化遭此尴尬，有诸

多值得反思的地方：行政要求之下的教育改革与现实之间

的矛盾如何协调？发展职业教育本科的着力点该落到哪

儿？职业教育本科的内涵、特征该如何构建？学历、文凭

制度化设计的路径该如何打通？理念与现实、制度与文化

间的博弈如何打破？等等。 

二、【他山之石】 

◆上海：发布《关于推进普通高中学校建设的实施意

见》，统筹推进高考综合改革和普通高中课程改革，促进普

通高中学校高质量、多样化、有特色地发展。点击查看（来

http://edu.sh.gov.cn/xxgk2_zdgz_jcjy_02/20210524/54972d1dd4fd40db8c946124806aa09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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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上海教育委员会  2021 年 5月 26 日） 

◆江苏：发布《省教育厅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心理健

康教育的意见》，构建高品质、有特色、可持续的中小学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体系。点击查看（来源：浙江省教育厅  2021

年 5 月 31日） 

◆浙江：推进“学—练—评”一致性学校体育综合改革，

探索“教学、德育和体能”三位一体体育新样态。点击查看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2021年 6 月 8 日） 

◆江苏：五年一贯制高职“贯”在哪儿？1.将前沿知识

融入到技能人才培养当中，是五年制高职的一大优势；2.

建构“适合”教育，遵循技能人才培养规律；3.深化“融

合”发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4.优化“联合”机制，

集群提升办学质量效益。点击查看原文（转自 职教圈 来

源：中国教育报） 

◆陕西省公办高校今秋执行新学费标准。近日，陕西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发布了《我省调整公办高等学

校学费标准》，调整后学费标准自 2021 年秋季学期起

执行。（来源：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以“五好”举措统领宝安教育高质量发展。1.坚持“好

理念”，引领教育高质量发展；2.构建“好空间”，打造师

生成长平台；3.打造“好队伍”，提高教师育人能力。一是

培育好的新教师队伍；二是锻造好的骨干教师队伍；

三是优选好的班主任队伍；四锻造好的校长队伍；五

是精进好的教育科研队伍；4.实施“好课程”，提升课

堂教学质量。一是建设好的学校课程实施方案；二是

推进好的课程实施；三是加强好的课程管理。 5.营造

“好生态”，创造良好的教育氛围。一是要营造教育系统

内部的好生态；二是要营造教育系统与家庭、社区、

社会系统间的好生态。  

http://jyt.jiangsu.gov.cn/art/2021/5/31/art_58320_9840361.html
http://www.jyb.cn/rmtzcg/xwy/wzxw/202106/t20210608_595938.html
http://www.jyb.cn/rmtzcg/xwy/wzxw/202106/t20210608_595938.html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xMzg1NDk3NA==&mid=2247538671&idx=4&sn=960dbf0d7fffee9f23c442b5ef27cb08&chksm=f94ccb7ece3b4268a856f20ff4b8b6d36f4f6e35db5bf92742d408a22269745325fd7cafcbf6&mpshare=1&scene=23&srcid=0616q7ybkeKa8XRLf19qrANH&sharer_sharetime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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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好”既是宝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策略，也

是推进宝安教育未来五年发展的技术路线。“五好”互

为支持，协同推进，有力促进民生幸福，有力服务于宝

安经济社会发展。点击查看原文（来源  中国教育学会） 

三、【信息快递】 

◆ 6 月 9 日，教育部党组在《光明日报》撰文《扎

实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北京推进一流大学群体建设。北京市提出建设一流

大学群体“十项行动计划”，包括北京高校协同发展；高

精尖学科建设；一流专业建设；卓越科学家培养；实验室

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党建工作质量提升等。

（来源 北京日报） 

◆江西：《关于进一步推动高等学校服务江西经济社

会发展若干措施》。近日，江西省教育厅印发《关于进一

步推动高等学校服务江西经济社会发展若干措施》，从高

水平应用型人才培养、产教融合型专业建设、科技服务与

科研成果在赣转化、促进大学生留赣创新创业就业等方面

提出了十大举措。 

◆湖北省高校教师职称改革落地！高校落实不力将收回

自主评审权。近日，湖北省人社厅、省教育厅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深化我省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

通知》，就进一步深化我省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

有关事项予以明确。亮点：1.高校可调整职称岗位类

型；2.评价标准克服唯论文等“五唯”倾向突出品德、

能力、业绩评价导向；3.创新评价方式高层次人才申

报高级职称不受职数限制；4.评聘有效衔接实现人员

能上能下、能进能出；5.弄虚作假、学术不端者将被

惩戒；6.逾期不整改的高校自主评审权将被收回。（来

源：湖北省人社厅网站）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M1MDgyMw==&mid=2649987977&idx=1&sn=1a5269576fb07c3d19760d34b55f4df9&chksm=bedc674189abee574f698914675304e164a47e5fab451f2f2d8fb1e4315c76feaeee6e5a7754&mpshare=1&scene=23&srcid=0617tQRrIRjMQ0qVwrnnVo46&sharer_sharetime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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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产教融合】 

◆校企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困境。1.校企命运共同

体构建的政策合力尚未形成。一方面，构建校企命运共

同体还需要在国家宏观政策与地方具体执行措施上形

成良性互动；另一方面，校企命运共同体需要在不同政

府部门之间形成合力。2.校企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体制机

制尚需完善。首先，以教育部门为主导的办学体制在一

定程度上隔离了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的联系；其次，学

校、企业层面具体合作工作机制不够健全，长效机制尚

未形成；再次，校企合作模式还需进一步创新突破。3.

校企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目标愿景尚有分歧。院校具有

“育人导向”和“非营利导向”的组织特征，开展校企

合作的最重要目的是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而企

业的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益和利润最大化，开展校企合作

最重要的目的是获得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要的技术技能

人才，以及为其带来技术革新，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二

者的组织目标与愿景的天然差异性导致校企难以深度

融合。点击查看原文 （来源 《中国高教研究》2021

年第 5 期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葛晓波文） 

◆校企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路径选择。1.加强顶层设计，

形成校企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政策合力。首先，中央及地

方各级政府需从完善国家和地方技能形成体系的视角

出发，从构建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的角度

着手，不断完善政策体系，明确政府、院校、企业以及

其他相关组织的职责和义务，为构建校企命运共同体做

好顶层制度设计；其次，加强政府各职能部门相关政策

的沟通与衔接，形成推进校企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政策合

力；再次，推动地方校企合作政策创新，让校企命运共

同体在地方政策的支持下“落地生根”。2.强化利益纽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Tk5ODkyMw==&mid=2651294764&idx=2&sn=0c50c84c52694dd4df6f1d88ad5cb234&chksm=843c4008b34bc91ecaa87e88da61e34992aea63d4f78c2800aaabcb146b58fe39abdf8ad44bc&mpshare=1&scene=23&srcid=0605rWW2WMZnX99pBhqmH8mK&sharer_shar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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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完善校企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长效机制。首先，要明

确校企命运共同体各方的利益诉求，建立利益驱动机

制；其次，政府要加强政策供给，完善利益补偿机制；

再次，建立地方性校企合作仲裁调解机构和渠道，完善

校企利益冲突调节机制。3.创新合作形式，探索校企命

运共同体构建的多种形态。一是打造人才培养共同体，

深化校企协同育人机制；二是构建技术创新共同体；三

是共建社会服务共同体；四是在多样化合作的基础上，

拓展形成目标共建、人才共育、利益共赢的“职教集团”

“企业大学”及“产业学院”等命运共同体，将命运共

同体建设不断向深层次推进。点击查看原文 （来源 《中

国高教研究》2021 年第 5 期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

葛晓波文） 

五、【数说教育】 

◆高等职业院校 2020 届大学生就业幸福感最强专业。

“麦克思研究”数据显示， 2020 届毕业半年后就业

满意度最高的高职专业是铁道供电技术（80%）；铁道

机车（79%）、电力系统继电保护与自动化技术（78%）

位居第 2、第 3；排名第 4 到第 10 的专业是电力系统自动

化技术、畜牧兽医、动物医学、社会体育、供用电技

术、医学美容技术、铁道工程技术。TOP20 榜单中，交

通运输大类专业就占了 5 个。 

畜牧兽医、社会体育、医学美容技术、铁道工程技术、空

中乘务等专业连续三年进入就业满意度较高的高职专业

TOP20 榜单，发挥稳定。 

此外，进步较大的专业包括动物医学、视觉传播设计

与制作、物业管理，这三个专业是 2020 届新进入就业满

意度 TOP20 的高职专业，就业满意度分别为 75%、73%和

73%。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Tk5ODkyMw==&mid=2651294764&idx=2&sn=0c50c84c52694dd4df6f1d88ad5cb234&chksm=843c4008b34bc91ecaa87e88da61e34992aea63d4f78c2800aaabcb146b58fe39abdf8ad44bc&mpshare=1&scene=23&srcid=0605rWW2WMZnX99pBhqmH8mK&sharer_shar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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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麦可思研究） 

◆“数”说山东学前教育十年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资

源不断扩增；经费保障机制不断完善；教师队伍建设不断加

强；治理水平不断提高；保教质量不断提升。 点击查看原

文 （来源  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公众号） 

六、【学界视点】 

◆“双高”背景下高职专业群建设定势突围与思路重构。

1.定势：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群组建的四大逻辑及其局限。基

https://mp.weixin.qq.com/javascript:void(0);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OTUzNzQ2NA==&mid=2247488112&idx=2&sn=3362cdcbe4ddb80212761de7dac9936d&chksm=fcfc74a7cb8bfdb1d00f2f3ea2ddc795e2278ba2eac10dfdf1fbe55cc0f6d7c32b186b237750&mpshare=1&scene=23&srcid=0606id7UjDlAB6FKKgZtcKvy&sharer_sharetime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OTUzNzQ2NA==&mid=2247488112&idx=2&sn=3362cdcbe4ddb80212761de7dac9936d&chksm=fcfc74a7cb8bfdb1d00f2f3ea2ddc795e2278ba2eac10dfdf1fbe55cc0f6d7c32b186b237750&mpshare=1&scene=23&srcid=0606id7UjDlAB6FKKgZtcKvy&sharer_sharetime
https://mp.weixin.qq.com/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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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校内管理方便原则的相近专业联盟式；基于劳动力供需对

口原则的产业链专业集结式；基于实训资源互补原则的跨专

业组合式；基于小规模专业大类的松散型混合式。2.突围：

“双高计划”本质意涵之变。体现了知识生产模式的演变：

从单/双螺旋模式走向三/四螺旋模式。预示着高职社会职能

拓展：从人才培养扩充到社会服务和技术研发。引领学校治

理模式转型：从传统院校内部治理转向产教协同治理。3.重

构：“双高”背景下专业群建设基本逻辑与创新路径。逻辑

一：技能形成与提升为主要导向的生涯服务群。逻辑二：技

术研发与创新为主要导向的技术服务群。逻辑三：应用技术

学科建设为主要导向的技术学科群。（来源：高等工程教育

研究 2021年第 3期匡瑛文 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

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研

究员） 

◆叶澜：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必须走出自己的路。近日，

叶澜教授接受《解放周末》记者专访，畅谈了从事中国

基础教育改革的初心与目标，还分享了“新基础教育”

研究中的许多值得纪念的故事。她说，基础教育只要坚

持改革，并积极践行，便可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路。点

击查看原文 （转自中国教育学会微信公众号  原载于

《解放日报》所属专刊《解放周末》） 

 

（注：《教育改革资讯》电子版见：山东省教育科学

研究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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