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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资讯 
【2021 年第 13期】 

（总第 65期）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1 年 8月 15 日 

                                                      

一、【信息快递】 

◆一文告诉你，多地“双减”政策落地情况。北京：学

科类培训机构暑期不再开课；上海:严禁组织中小学生参

加联考、月考；广东：不再审批新学科类培训机构 ，不

得销售周末假期学科课程；成都：对学生参加校外培训进

行实名制管理，将学生参加校外培训和教师评价挂钩；海

南：全面停止暑期培训机构学科类培训；重庆：全面暂停

培训机构聚集性活动和学科类线下培训；陕西：面向义务

教育阶段的校外培训机构暑期学科类培训立即停止；河南

郑州：校外培训机构线下培训一律暂停；浙江：对校外培

训机构进行学科分类排查统计；山东：校外培训机构治理

规范情况将列入各地重要督导评估内容；天津：每区至少

抽查 10 家！启动暑假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贵州：

集中整治校外培训机构暑期补课行为。点击查看原文 （来

源 中国教育报 8 月 10 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U5MzcyMg==&mid=2653306213&idx=1&sn=65a45779295a649ba982487d20fa7a34&chksm=bceb8ef08b9c07e65ad36ee1594c37255fa3f9891f33006a019db3cc69a0d6916a953f01b1b7&mpshare=1&scene=23&srcid=0909brgfdi0dY426NMiUU5Ws&sharer_sharetime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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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发布“双减”实施意见（附问答）8 月 24 日，上

海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

外培训负担的实施意见》，全面落实中央“双减”工作部

署，对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

等作出了具体部署。点击查看原文 （中国教育报 8 月 24

日） 

二、【数说教育】 

◆大数据告诉你：什么是更加适切每个孩子的教育。

江苏省苏州市自 2015 年开始启动了“义务教育学业质量监

测项目”，对全市初中校学生进行连续追踪监测，六年来累

计参测学生超过 130 万人次，积累监测数据超过 1.8 亿条，

累计发放监测报告 5000 余份。通过“全覆盖、多维度、追

踪式”的学业质量监测大数据，构建了以学生学业发展为核

心的具有“结构意义”的质量指标，用实证数据实现了对教

育经验的有效验证和挖掘拓展，不断揭示教育经验背后的教

育规律。（来源   当代教育家传媒 8 月 14 日） 

三、【国际动态】 

◆教师教育发展五大国际转向。1.政策转向：关注教师

职业发展；2.问责转向：改进教师教育实践；3.实践转向：

强调教师教育知行合一；4.研究转向：突出教师知识创造者

的角色；5.公平转向：聚焦教师社会再生产功能。（来源  毕

毕研究院 8 月 6 日） 

四、【学界视点】 

◆顾明远：正确认识民办教育的公益属性。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U5MzcyMg==&mid=2653308770&idx=1&sn=05ee0991bc01ed468e9aa194c567037e&chksm=bcebf4f78b9c7de1423fc41f0d4995877095516fb5c11b25631818681f08e72b9d6d397ce239&mpshare=1&scene=23&srcid=09092w8dqm4jjDxxFbPX9sfp&sharer_shar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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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明远：当前民办学校的状况需要整顿。一是一些民

办学校曾利用政策优势跨区提前招生，挤压了公办学校的办

学空间，破坏了公平竞争的教育生态；二是有些民办学校用

高薪到公办学校招聘教师，使公办学校的名师流失严重；三

是一些地方民办教育的畸形发展，破坏了教育生态，导致公

共资源的浪费；四是有些民办学校以高升学率吸引新生，助

长唯分数、唯升学倾向，阻碍了素质教育的推进；五是有些

学校高收费，性价比不符，引起家长的不满。 

◆顾明远：民办教育发展的道路。第一、各地政府要认

真贯彻落实民办教育促进法，真正落实民办学校的教师和受

教育者（学生）与公办学校一样享有同等权利；第二、各地

物价部门要根据当地生均教育经费的投入标准，结合核算办

学成本、设备维修、日常运行等实际情况，制定相对高于公

办学校的收费政策，使得民办学校有所盈利，能够有一定的

资产积累，以便可持续发展；第三、国家要给予民办学校一

定的财政补贴，特别是对于缺乏投资方，完全自负盈亏的农

民工子弟学校要给予政府补贴。对于办出优秀成绩的民办学

校要给予奖励；第四、社会要支持民办学校的发展，文化体

育设施一视同仁地向民办学校开放，不得歧视；第五、民办

学校要努力改革创新，办出特色。总之，要以创新、特色、

高质量、高品位吸引生源。这是民办教育生存发展的康庄大

道。 

（来源  中国教育报 2021 年 08 月 09 日第 02 版顾明

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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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勇：“双减”背后教育观念的大变革。实施“双

减”政策，不仅是对我国教育格局的重大调整，更是教育

观念的大变革。一是对公益属性的坚守。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要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着力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

共教育服务体系，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实施“双减”政策，是党和政府坚持教育事业公益性，

着力降低家庭教育支出，制止逐利性教育行为，促进教育公

平的重大举措。二是对教育观念的纠偏。第一，纠正育人

初心之偏；第二，纠正违规竞争之偏；第三，纠正超前学

习之偏；第四，纠正负担过重之偏。三是对教育规律的

再认识。第一，坚持全面发展规律；第二，坚持身心和谐

发展规律；第三，坚持知行合一规律； 第四，坚持因材

施教规律。（来源 |《中国教育报》2021 年 08 月 07 日 1 版 张

志勇文） 

   ◆当下我国高等学校学科结构调整实践存在的局限。1.

学科调控导向和手段单一；2.地方高等学校的学科发展相

对薄弱；3.学科成长规律尚未受到充分尊重；4.省级政府

统筹区域内学科调整的能力不足。 

◆我国高等学校学科调整的思路优化。1.平衡行政、

学术、市场三种力量； 2.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利益；

3.促进内外部力量的协同。尊重多元价值诉求，着力

实现学科调整动力系统的创新，是今后要解决的一个重要

问题。一方面，学校、学者应强化社会责任担当，特别是

履行好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上的责任。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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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政府要改变过去过细干预学术生产的治理方式，

着力营造良好的学科生态环境。4.实现体系调整与体制

创新的联动。强化学科体系调整与学科体制创新的联动

机制，主要是抓好三个层面的工作。一是深化省级政府高

等教育统筹改革，增强省级政府在建设符合国家布局、体

现区域产业、文化特色的学科体系方面的能力；二是深化

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增强高等学校通过自主增列二

级学科等方式培育拓展新的学科领域的能力；三是推进高

校内部院系管理体制改革。点击查看原文  来源 《大学

与学科》2021 年第 1 期刘国瑞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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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