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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资讯 
【2021 年第 14期】 

（总第 66期）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1 年 8月 30 日 

                                                      

一、【关注】 

◆未来教育怎么干？新任教育部长发话。1.要增强政

治能力，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

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2.要增强执行能力，对标对表

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善于把握和解决工作中的主要矛

盾，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练就攻坚克

难的工作能力，真正做到精准施策。3.要增强沟通能力，

加强和地方、部门、媒体、公众的沟通，形成助推教育

改革发展的合力。4.要增强谋划能力，紧盯中国教育改

革发展的重大问题，善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

题，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5.要立足高质量

发展要求，用实际行动坚决完成好各项任务，不负党和

人民的重托。（来源：中国教育在线） 

二、【他山之石】 

◆上海：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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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全面压减作业总量

和时长，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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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点击查看（来源：新华社  2021年

8 月 24 日） 

◆浙江：发布《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

指导意见》，全面推进幼儿园和小学实施入学准备和入学适

应教育。点击查看（来源：浙江省教育厅  2021 年 8 月 25

日） 

◆北京：推进“双减”，新学期将大面积大比例推进干

部教师交流轮岗。东城区、密云区为第一批两个试点区。在

2021 年年底之前，再启动六个区的干部教师交流轮岗试点。

点击查看（来源：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2021 年 8月 26 日） 

三、【教育前沿】 

◆崔允漷：新一轮义务教育课标的修订，即将带来哪些

教学上的变革？ 

◆新修订后的课程有哪些突破？1.新课标的第一个突

破：强调核心素养；2.新课标的第二个突破：学业质量。

第一，现在新修订的课程标准专门有一个学业质量标准，就

是内容标准加上学业要求，再加上学业质量；第二，学业质

量不只是基于知识点的考试成绩，学业成就综合表现是以本

学科核心素养及其表现水平为主要维度，结合课程内容，对

学业成就表现的总体刻画；第三，学业质量是所有过程评价、

结果评价与考试命题的依据，也是作业、测验的依据。 

◆新课标会带来怎样的新教学？第一，坚持素养导向。

我们的目标是关注素养，不只是关注知识点；第二，素养目

标不是靠上一节课、也不是靠听就能听出来的，要强化学科

实践；第三，推进综合学习。 

◆新教学可以总结为简单的四句话：第一，素养本位的

单元设计。老师设计课程的时候、实施教学的时候要看到素

养；第二，真实情境的深度学习。课程改革不仅要改内容、

http://education.news.cn/2021-08/24/c_1127791542.htm
http://jyt.zj.gov.cn/art/2021/8/25/art_1532986_58917914.html
http://jw.beijing.gov.cn/jyzx/jyxw/202108/t20210827_24780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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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换教材，还要换学习方式；第三，问题解决的进阶测

评。一定要从真实问题解决进行评价；第四，线上线下的智

能系统。点击查看原文 

（来源 转载自：光明社教育家） 

◆智能时代教育创新与变革的十大趋势。1.新技术重

塑教育生态；2.新范式引领学习革命；3.新需求激发创新能

力；4.新环境呼唤数字素养；5.新市场革新人力结构；6.新

业态丰富服务供给；7.新投资驱动产业升级；8.新实践聚焦

公平优质；9.新治理鼓励多元协同；10.新财政亟待兼容技

术。点击查看原文 （来源：中国电化教育） 

四、【专家解读】 

对《第五轮学科评估工作方案》有关专家进行了解读。 

◆杨卫院士：1.重传承，但彰显创新的评价体系；2.

重公正，但涵养特色的包容范式；3.重证据，但适度柔化

的指标设置；4.重专家，但切断利益的同行评议。 

◆龚旗煌院士：1.坚持以德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

展的科学人才观；2.坚持教学基石地位，回归教书育人初

心；3.坚持发挥科学研究对人才培养的支撑作用。 

◆周光礼教授: 1.评价理念由科学主义向建构主义转

变；2.指标体系由“五唯”向多维转变；3.评价方法由定

量评价向融合性评价转变。 

◆阎光才教授: 1.淡化简单量化取向，推动定量与定

性评价的有机结合；2.尊重学科差异，探索分类评价；3.

弱化排名引发的负效应，强化评估的诊断功能。点击查看

原文 

（来源 《大学与学科》2021 年第 1 期） 

六、【学界视点】 

◆倪闽景：教育数据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发现、

指引和激励。1.教育过程伴生无数数据，只有去采集才能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4OTMwNzUxNg==&mid=2247506950&idx=1&sn=e01870589f57a2f7b651349f92dc947b&chksm=ec33b215db443b03129a589d5cb2dd02b2adc4b5baa3bb7971120c7584883ef2d812582fd352&mpshare=1&scene=23&srcid=0909ANcTFHdhSvgm1lNurHgS&sharer_sharetime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4OTMwNzUxNg==&mid=2247507008&idx=2&sn=f585cec2097f0ea83fbd6688cf8e6830&chksm=ec33b253db443b45ca7587b6468f1574f45907e0e5ad6e17f63904e5ecaf96652624ed6d037a&mpshare=1&scene=23&srcid=0909F1sLbTnmFMikyKCNoXeh&sharer_sharetime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NzY4Njk4Ng==&mid=2247485568&idx=1&sn=6dacaa006a8b9ffb65847ead40cdb5eb&chksm=9be08025ac970933d28a4427f432ed0a4ef5188bae02815f746ce1a1ad624276bf0323363da5&mpshare=1&scene=23&srcid=0910W31h544m6W7ZIJh1DnSf&sharer_sharetime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NzY4Njk4Ng==&mid=2247485568&idx=1&sn=6dacaa006a8b9ffb65847ead40cdb5eb&chksm=9be08025ac970933d28a4427f432ed0a4ef5188bae02815f746ce1a1ad624276bf0323363da5&mpshare=1&scene=23&srcid=0910W31h544m6W7ZIJh1DnSf&sharer_shar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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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2.大数据的价值不在于数据很大，而在于可被积累、

可被挖掘；3.数据服务存在教育伦理问题，需要有法规支

撑；4.数据代表的是过去，而人的未来并不全部由过去决

定；5.数据很重要，但比数据更重要的是教育过程本身的

意义；6.有些数据可以只用来审美和回忆；7.教育数据不

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发现、指引和激励。点击查看原文 

（来源 《教育家》6 月刊第 4期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倪

闽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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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