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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资讯 
【2021 年第 11期】 

（总第 63期）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1 年 7月 27 日 

                                                      

一、【特别关注】 

◆教育部部署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近日，教育

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

要求进一步提高学生心理健康工作针对性和有效性，切实加

强专业支撑和科学管理，着力提升学生心理健康素养。要求

面向本专科生开设心理健康公共必修课，每所中小学至少配

备 1 名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点击查看原文 

二、【他山之石】 

◆广东：实施中小学“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培养造

就一大批教育家型教师、卓越教师和骨干教师，努力营造优

秀教育人才脱颖而出的制度环境。点击查看（来源：广东省

教育厅  2021 年 6 月 30 日） 

◆上海：发挥“学校少年宫”“社区实践指导站”“中

职校开放实训基地”等场所功能，推出 128 条学生“四史”

教育主题研学实践路线。（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2021年

7 月 2 日） 

◆北京：印发《北京市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

升工程 2.0 推进指导方案》，提升校长信息化领导力、教师

信息化教学能力、培训团队信息化指导能力，全面促进信息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xMzg1NDk3NA==&mid=2247541644&idx=1&sn=6387925f489f4086097f91a7a94a7c79&chksm=f94cbf1dce3b360b594597cf1c91edb1525d78651047abc156b5a8353a09d91b82c709d0d51e&mpshare=1&scene=23&srcid=0725PvF0BdJJDyeFqwwdpJfA&sharer_sharetime
http://edu.gd.gov.cn/zxzx/tzgg/content/post_33339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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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创新发展。点击查看（来源：北京市教

育委员会  2021年 7 月 13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关于印发“技能中国行动”

实施方案的通知》（人社部发〔2021〕48 号  2021 年 6 月

30 日）点击查看 

◆河南：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发布《关于实施河南省职

业院校兼职教师特聘岗计划（2022-2023 学年）的通知》点

击查看（教职成〔2021〕241号  2021年 7 月 3日） 

三、【地方教改】 

◆滨州职业学院：实施“八维度”数字化教学改革 助

推区域建筑产业升级。滨州职业学院建筑工程学院以“三

个中心”即教育部 BIM 工程协同创新中心、滨州市 BIM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黄河三角洲博士研究服务中心为依

托，成立了滨州建筑产业现代化职业教育联盟，并进行

了“八维度”数字化教学改革，收到了良好效果。点击

查看原文（来源 现代职业教育网） 

四、【域外教育】 

◆日本中小学修学旅行相关制度体系的框架。1.

基本指导思想：青少年健全人格养成；2.基于明确实

施标准的中小学修学旅行课程制度建设。3.国家、地

方等多策并举的经费保障制度建构。 4.以学校为中

心、社会相关部门为依托的多方协同安全保障体系构

建。5.鼓励性、过程性与发展性并重，教育性、体验

性优先的评价制度。点击查看原文  （来源    比较教

育研究 王国辉 杨红文）  

◆日本中小学修学旅行制度体系的特点。1.法律保

障与完善的制度设计奠定坚实思想基础；2.学校、社

会各部门与机构等构建多方协同的安全保障体系 ;3. 

实施中注意教育性与体验性并重 ; 4.修学旅行与各

http://jw.beijing.gov.cn/xxgk/zxxxgk/202107/t20210713_2435529.html
http://www.mohrss.gov.cn/xxgk2020/fdzdgknr/zcfg/gfxwj/rcrs/202107/t20210705_417746.html
http://jyt.henan.gov.cn/2021/07-03/2176469.html
http://jyt.henan.gov.cn/2021/07-03/2176469.html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NDE5MzAxNg==&mid=2650935370&idx=2&sn=4607429fc1318874a002ae336089f035&chksm=84f5315db382b84bdaf4690c5ecb2e947becbe847174743b5cce988d692323d47f31ccecff99&mpshare=1&scene=23&srcid=0725Q98tIhGZb5WOgy0tS2Rm&sharer_sharetime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NDE5MzAxNg==&mid=2650935370&idx=2&sn=4607429fc1318874a002ae336089f035&chksm=84f5315db382b84bdaf4690c5ecb2e947becbe847174743b5cce988d692323d47f31ccecff99&mpshare=1&scene=23&srcid=0725Q98tIhGZb5WOgy0tS2Rm&sharer_sharetime
javascript:void(0);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NTcxMTUzNw==&mid=2247486637&idx=1&sn=a387bafa2fc3a630b72e862c56cdf2c6&chksm=9b193f73ac6eb6657dbdcf680b806bb693429171c72e8844fa760f32e8ea741722c13039b40f&mpshare=1&scene=23&srcid=07259iXFZPRxCtRZ4xgUjMmi&sharer_sharetime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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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紧密关联，注重协同育人。点击查看原文  （来

源    比较教育研究 王国辉 杨红文）  

◆日本职业教育改革的动因。1.职业学校的内在

改革愿望强烈；2.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压力突

增；3.日本的就业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4.经验教

育模式在日本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点击查看原文

（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1 年第 10 期）  

五、【学界视点】 

◆课程思政的难点。1.专业知识与思政教育融合存在

难度；2.发挥教师融合的纽带作用存在难度；3.协同育人

机制完善与建构存在难度。 

◆新时代课程思政建设的应对策略。1.建立国家、学

校、学院三级联动保障机制；2.打造一支高素质的课程思

政教师队伍；3.完善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4.以点带

面逐步开展有特色的课程思政。 

◆王寿斌：“宽进”背景下职业院校如何实施“严出”。

1.协力打造“金课”，让学生愿意学且学得好；2.改革教学

内容，让学生拥有更多的学习选择；3.创新评价方式，让学

生凭借“赋能增量”毕业；4.探索学制改革，让学生依托“学

分银行”毕业。（来源 中国教育报 王寿斌文 苏州工业园

区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党委副书记 ） 

◆从 5 个方面把握“五育融合” 

一、“五育融合”是一种“育人假设”。它预设人的成

长发展，不仅是“全面发展”，更是“融合发展”。 “五

育”之间的融合性存在两种形态：一是自发形态，是自然自

在的融为一体；二是自觉形态，有计划、有目的、有意识地

使其融为一体。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两种融合形态往往同

时并举。 

二、“五育融合”是一种“育人实践”。“五育融合”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NTcxMTUzNw==&mid=2247486637&idx=1&sn=a387bafa2fc3a630b72e862c56cdf2c6&chksm=9b193f73ac6eb6657dbdcf680b806bb693429171c72e8844fa760f32e8ea741722c13039b40f&mpshare=1&scene=23&srcid=07259iXFZPRxCtRZ4xgUjMmi&sharer_sharetime
javascript:void(0);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MDkzMTY2OQ==&mid=2247495833&idx=1&sn=3b8c41275944e60d265f1962bcb51ce4&chksm=fb3313a3cc449ab5a2943fae7d1a712ae6f0367c21b3d8d10e297e519ed3b091fcd850f0e6bd&mpshare=1&scene=23&srcid=0715uDLXtcsle7uMe1qNOagj&sharer_sharetime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MDkzMTY2OQ==&mid=2247495833&idx=1&sn=3b8c41275944e60d265f1962bcb51ce4&chksm=fb3313a3cc449ab5a2943fae7d1a712ae6f0367c21b3d8d10e297e519ed3b091fcd850f0e6bd&mpshare=1&scene=23&srcid=0715uDLXtcsle7uMe1qNOagj&sharer_shar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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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五育并举”的前提下提出的。“五育并举”强调的是

“德智体美劳”都“缺一不可”，是对教育的整体性或完整

性的倡导。“五育融合”则着重于实践方式或落实方式，致

力于在贯通融合中实现“五育并举”。  

三、“五育融合”是一种“育人理念”。 “五育融合”

直指以往制约“育人质量”提升的主要瓶颈和难题之一：“各

育”之间的相互割裂、对立，甚至相互矛盾。未来的诸育理

论，都将在“五育融合”的理念下和体系内得以重建。 

四、“五育融合”是一种“育人思维”。有了“五育融

合”的理念和思维方式之后， “各育”都将在“五育融合”

的背景之下，重新建构自身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机制。 

五、“五育融合”是一种“育人能力”。在学生那里意

味着一种全新的“学习能力”；在教师那里，“新能力”昭

示着：要有“五育融合”的“教学新基本功”，既要善于在

自己的学科领域充分发挥每一堂课、每一个教育活动综合性

的“五育效应”，也要善于融合利用“各育”的育人资源，

实现基于融合、为了融合和在融合之中的新型教学方式；在

校长那里，需要具备的是“五育融合”的“管理新基本功”。

所有这些新能力，都对教育中的多元主体，构成前所未有的

新挑战。点击查看原文 

（来源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政涛文）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5OTc5NTQ0MA==&mid=2247549617&idx=5&sn=c5efa11d50adf4c9e47495e73424d703&chksm=fead312ec9dab83810ba792e2d809e4a687546196c54d981adcb5a62b61d230f91cb109dea1b&mpshare=1&scene=23&srcid=0725ldkNMy0e5pSTAvcWAPi6&sharer_shareti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