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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资讯 
【2021 年第 10期】 

（总第 62期）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1 年 7月 5 日 

                                                      

一、【特别关注】 

◆国务院印发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

年）实施 5 项提升行动，将科学精神纳入教师培养过程。在

“十四五”时期重点围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

弘扬科学精神，培育理性思维，养成文明、健康、绿色、

环保的科学生活方式，提高劳动、生产、创新创造的技能

实施 5 项提升行动。其中青少年科学素养提升行动包括：一、

将弘扬科学精神贯穿于育人全链条；二、提升基础教育阶

段科学教育水平；三、推进高等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和科普

工作；实施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育计划；四、建立校内外

科学教育资源有效衔接机制；五、实施教师科学素质提升

工程。将科学精神纳入教师培养过程，将科学教育和创新人

才培养作为重要内容，加强新科技知识和技能培训。推动高

等师范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开设科学教育本科专业，扩大招生

规模。加大对科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通用技术、

信息技术等学科教师的培训力度。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加大科学教师线上培训力度，深入开展“送培到基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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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培训 10 万名科技辅导员。（来源 中国政府网） 

◆打通学校课后服务“最后一公里”，教育部印发通知

遴选确定首批 23 个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典型案例单位，并梳

理汇总了有关创新举措和典型经验。点击查看原文 （来

源  教育部官网）。 

◆人社部等五部门共同印发指导意见，全面推行中国特

色企业新型学徒制 加强技能人才培养。（来源：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网站）  

二、【他山之石】 

◆教育部 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改

革推进技能社会建设的意见》点击查看（豫政〔2021〕2 号 

2021 年 6月 17日） 

◆河北省委省政府印发《河北省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实

施方案》点击查看（河北日报 2021 年 6 月 25日） 

◆甘肃：从 2021 年起，每年定向培养 800 名乡村小学

全科型教师，使乡村学校拥有一批知识和专业结构合理、“下

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小学教师队伍。点击查看（来源：

中国教育新闻网  2021年 6 月 17日） 

◆广东：扎实推进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

程 2.0，全省成立了 150 个省、市、县级研训指导团队，组

建了 3636 支学校信息化管理团队，参加研修的学校共 7167

所，参训教师人数达 236481 人，占全省中小学教师总数的

17%。点击查看（来源：浙江省教育厅  2021 年 6月 21 日） 

◆北京：发布《北京市中小学校信息化建设规范(试

行)》，统筹推进北京教育信息化工作，指导全市中小学校科

学规范开展信息化建设，支撑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点击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A1NjE3NQ==&mid=2649972197&idx=1&sn=1092e1f6ec6ec1d8da2c7c40ca757627&chksm=bef9a2a5898e2bb3636469fe4ada62eab4a54fc73068bb5ceb3d7255272f7fb44105c083e395&mpshare=1&scene=23&srcid=0628uUjrR63V586XDPk8es4c&sharer_sharetime
http://www.henan.gov.cn/2021/06-17/2166926.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21-06/25/content_5620805.htm
http://www.jyb.cn/rmtzcg/xwy/wzxw/202106/t20210617_598907.html
http://edu.gd.gov.cn/zxzx/btxx/content/post_3325916.html
http://jw.beijing.gov.cn/xxgk/zxxxgk/202106/t20210622_24181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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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源：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2021 年 6 月 22 日） 

◆江苏南京：发布《南京市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条

例》，明确将红色文化教育融入中小学教育内容。点击查看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2021年 6 月 25日） 

◆近日，山西省教育厅梳理了“五项管理”“十项

举措”重点内容，形成“一日清单”，推动中小学生作

业、睡眠、手机、读物、体质管理落实落地。 

◆浙江省教育厅印发《浙江省中高职一体化课程改革方

案》，将积极推进中高职一体化教学管理和学生学业评价制

度改革。到 2025 年，中高职一体化课程改革基本覆盖适合

长学制培养的专业。点击查看原文 （来源：浙江省教育厅） 

三、【信息快递】 

◆《人民日报》整版聚焦：教育强国，阔步前行。点击

查看原文（来源 《人民日报》） 

◆三省一区构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格局。2021 年 6

月 8 日，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及内蒙古自治区（下称

三省一区）教育厅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普通高等学校开放办

学加强合作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在学生联合培养、

教师互聘、协同创新、国际交流等方面加强合作，实现优质

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构建三省一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格

局。（来源：《中国教育报》，2021-06-23） 

四、【数说教育】 

◆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较高的前 20个专业。麦可思数据显

示，工作与专业相关度排名前 20 的专业主要集中在医学、

工学和教育学相关专业。其中，排名前五的专业分别为医学

影像学（98%）、临床医学（97%）、口腔医学（96%）、麻

http://jw.beijing.gov.cn/xxgk/zxxxgk/202106/t20210622_2418167.html
http://www.jyb.cn/rmtzcg/xwy/wzxw/202106/t20210625_601811.html
http://www.jyb.cn/rmtzcg/xwy/wzxw/202106/t20210625_601811.html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xMzg1NDk3NA==&mid=2247539042&idx=1&sn=1854130ab46f62f8e4fc3aec2cc854c6&chksm=f94cc5f3ce3b4ce505f4df5cb3323bb275964f8ad18754bf323d1cf323776a6b572e3e21f9be&mpshare=1&scene=23&srcid=06285entNgi35kd7uFUjFrv1&sharer_sharetime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2106/t20210623_539715.html?authkey=boxdr3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2106/t20210623_539715.html?authkey=boxd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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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学（95%）、小学教育（94%）。掌握过硬的专业知识和专

业技能是此类专业学习中需要重视的。 

2020 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较高的前 20个专业（%） 

 

五、【质保体系建设】 

◆国际上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与评估发展期大趋势：1.外

部质保体系引导内部质保体系建设；2.注重评估灵活性、分

类评价和排名；3.关注对质量保障与评价机构的元评价；4.

关注形成性评价，加强评估可追踪性（回访机制）；5.学校

是质量保障与评估主体，平衡问责与改进；6.关注以学生为

主体的利益相关方的诉求；7.通过范式变革形成质量文化。

（来源《麦可思研究》2021 年 7 月上旬刊 教育部高等教育

教学评估中心原副主任李志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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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内部质保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第一，学校质保体系没有充分体现新时代本专科教育的

新理念。营造追求卓越的质量文化，学生中心、成果导向、

持续改进三大教育理念，以及信息技术与教学的深度融合等

现代教育理念在质保体系建设中体现得不够； 

第二，质保体系的主体责任意识需要进一步强化，二级

学院的质保体系建设较为薄弱； 

第三，质量标准不完善，组织机构不健全。一些高校把

规章制度完全等同于质量标准。组织机构不健全包括校院两

级督导队伍不足和学校缺乏独立设置的质量管理和监督机

构。大家公认同济大学质保体系做的非常好； 

第四，系统性、周期性自我评估制度不健全，利用信息

化进行常态监测不够。系统性即高校需要进行的评估内容要

考虑周全，例如院系评估、专业评估、课程评估、学生跟踪

评价、教师评价、专项评估等，囊括到内部质保体系中，周期

性即定期开展，例如以半年、一年或若干年为周期，进行自

我评估； 

第五，把质量监控体系等同于质保体系。监控体系只是

质保体系的一部分，一些学校将二者混为一谈； 

第六，质量监控助推持续改进的效果不够，“质量最后

一公里”的落实不到位； 

第七，先进的质量文化尚未形成。自觉、自省、自律、

自责的追求卓越的意识还没有内化为师生的行为自觉。 

◆质保体系建设有五个共性规律需要关注：一是目标和

标准制定是质保体系建设的前提；二是条件和政策保障是质

保体系建设的基础；三是过程管理是质保体系的重点；四是



 — 6 — 

系统、周期性自我评估制度是质保体系的关键；五是反馈、

调节、改进是质保体系的落脚点。（来源《麦可思研究》2021

年 7 月上旬刊） 

五、【学界视点】 

◆钟启泉：从“知识本位”转向“素养本位”——课程

改革的挑战性课题。点击查看原文（文章来源于《基础教育

课程》杂志 2021 年第 6 期上） 

◆21 世纪是“课堂革命”的世纪。杜威说，“如果我

们沿用过去的方法教育今天的学生，那么我们就是在剥夺

他们的未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是基于这一点，着力

于倡导基于“核心素养”的学校变革——旨在通过学校创

建“学习共同体”，实现“真实性学力-真实性学习-真实

性评价”，求得“全员发展”与“全人发展”。这是一个

宏伟的教育愿景。可以说，20 年的改革实践正是朝着这

个愿景，“迈出了一小步，前进了一大步”。（来源《基

础教育课程》杂志 2021 年第 6 期上钟启泉：从“知识本位”

转向“素养本位”——课程改革的挑战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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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zA3MDc2NjUzNA==&mid=2650482063&idx=1&sn=56422f12c8ad91bf8c8be240092dbb53&chksm=87385f26b04fd6304f8d6a74c775b3faf0bcd2fd561592f62de37c57cc86e8077a72415631d6&mpshare=1&scene=23&srcid=06153TU8wU5uOrhZxJ2EphlE&sharer_shareti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