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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资讯 
【2021 年第 17期】 

（总第 69期）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1 年 10月 11 日 

                                                      

一、【关注】 

◆商务部等 14 部门下发关于印发《家政兴农行动计划

（2021-2025 年）》的通知。计划提出：提升家政服务技能，

强化人才培养。鼓励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普通高等院

校优化家政专业设置，扩大培养规模。在家政领域开展中高

职衔接培养试点。支持各类实训基地建设，培育一批知名产

教融合型家政企业、职业教育集团，引导鼓励有关企业和单

位为家政专业学生实习、教师实践提供岗位和便利。紧跟家

政服务行业发展新需求，推进家政服务相关“双高计划”学

校和专业建设工作，修订和发布一批相关专业教学标准，遴

选建设一批家政领域职业教育优秀教材和课程。（来源 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二、【他山之石】 

◆成都版“双减”方案——聚焦五大方面 减轻学生

校内外负担：1.严格控制作业总量，建立作业统筹管理和监

测机制；2.推行“托管+拓展”模式，提升课后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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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质培优，提高指标到校比例，推进普高提质扩容；4.严

控考试内容和次数，减轻学生备考负担；5.停止审批义务段

学科培训机构，控制培训时间、规范培训内容、严管培训价

格。 

下一步成都市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精神和教育部有

关工作要求，在落实好中小学招生入学正负面清单、考

试管理正负面清单、作业管理正负面清单等政策的基础

上加快制定相关配套文件落实好“双减”工作。点击查看

原文  （来源  成都发布） 

◆教育部办公厅发文推广学校落实“双减”典型案例，

山东潍坊和青岛崂山区榜上有名。点击查看原文 （来源  教

育部） 

◆相同的特质，不同的形态——实现区域课程实施水平

整体提升的“临渭方案”。点击查看原文 （来源 基础教育

课程 邢唯远 杨晓蓉等 ） 

◆北京高考综合改革面临的挑战：第一，学生选科存在

盲目性；第二，综合素质评价有待完善；第三，合格性考试

难度降低；第四，改革配套措施有待提高。（来源 《现代

教育管理》2021年第 8期《我国高考综合改革的实施效果跟

踪研究——以北京市为例》王新凤 文） 

◆河南：实施乡村中小学首席教师岗位计划，构建河南

省乡村教育智力高地，培育乡村教育带头人，引领提高农村

教育质量。点击查看（来源：河南省教育厅  2021 年 9 月

23 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gzODgzNQ==&mid=2650115042&idx=2&sn=04e407f3b602215470bc280679fcc3c2&chksm=be808bbe89f702a8e6e1a54934fc8ca34668dc99bd86f4c0399cadec979f2ed58401ca664b8d&mpshare=1&scene=23&srcid=1009KEJRbsfNcLvjSWK1n9jm&sharer_sharetime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gzODgzNQ==&mid=2650115042&idx=2&sn=04e407f3b602215470bc280679fcc3c2&chksm=be808bbe89f702a8e6e1a54934fc8ca34668dc99bd86f4c0399cadec979f2ed58401ca664b8d&mpshare=1&scene=23&srcid=1009KEJRbsfNcLvjSWK1n9jm&sharer_sharetime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21/202109/t20210926_567037.html
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MDc2NjUzNA==&mid=2650483208&idx=1&sn=5d66d47bb75fe7bfe4ed17525b85b494&chksm=873850a1b04fd9b703dca7c76b01bfffa2e14a2e898b7680b04ff9423ae289af0c02ccc6a204&mpshare=1&scene=23&srcid=0927JNFoEuXBSFSykYXaHelO&sharer_sharetime=16
../Documents/WeChat%20Files/wxid_p0kdz3l01g0a22/FileStorage/File/2021年第16期《教育改革资讯》（总第68期）/javascript:void(0);
../Documents/WeChat%20Files/wxid_p0kdz3l01g0a22/FileStorage/File/2021年第16期《教育改革资讯》（总第68期）/javascript:void(0);
http://jyt.henan.gov.cn/2021/09-23/23172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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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印发《广东省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行动方

案》，聚焦教师队伍建设和公办优质学位供给，力争用 15

年时间，解决全省基础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建成

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人民群众对基础教育的满意度明显提

升，全省基础教育办学质量和综合实力跨入国内先进地区行

列。点击查看（来源：广东省教育厅  2021 年 9月 24 日） 

◆北京：印发《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2021—2025 年）》，确定了未来 5 年的总体发展目标

和 10 个方面的分目标，确定了“十四五”时期的 11 项重点

任务。点击查看（来源：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2021 年 9 月

30 日） 

三、【数说教育】 

◆超六成受访职业院校学生毕业后不愿选择当“蓝

领”。近日，《中国青年报》教育科学部向全国职业院校学

生发放调查问卷，了解职业院校学生的就业意向。共收到有

效问卷 26596份，其中 50.25%为大二学生，44.44%为大三学

生；从专业大类上看，40.31%为理科类学生，26.65%为工科

类学生。 

调查问卷发现，63.97%的受访职业院校学生毕业后不会

选择进入工厂、工地、车间等一线基层岗位。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多重因素导致职业院校学生不再青

睐“蓝领”：61.9%的受访职业院校学生会因一线生活枯燥

单一而不愿意去制造业基层，61.04%的受访职业院校学生对

制造业基层的工作前景不看好，52.87%则是觉得工作环境

http://edu.gd.gov.cn/zwgknew/jyzcfg/dfjyzcfg/content/post_3551545.html
http://jw.beijing.gov.cn/jyzx/jyxw/202109/t20210930_25067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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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40.01%认为基层工资低，31.35%则因为工作中交友圈子

太窄而不愿去一线工厂。点击查看原文 （来源：中国青年

报  2021年 10月 11 日 06 版） 

四、【国际前沿】 

◆如何提高教师轮岗交流制度的效率。首先，转变轮岗

制度重心，完善政策以导引轮岗教师专业价值发挥。其次，

发挥流入校主导作用，创设条件以保障轮岗教师资源充分利

用；再次，重建轮岗教师主体地位，提供支撑以提高轮岗教

师专业领导力。（来源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 3期《因势而动：教师及轮岗交流的行动逻辑》 邹

慧明 文） 

五、【国际观察】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学生作业问题。首先，中国学

生的作业时间在全世界是最长的；第二，我们的老师特别擅

长教学，但是不大善于布置一些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作业；

第三，数据告诉我们，我们的老师很少自己命制考试题目，

我们非常擅长用标准化的题目来评估学生；第四，教师遗忘

了批改作业是教师与学生沟通、了解学生的重要手段。 

基于研究成果，朱 小 虎 博 士 提出布置作业的五个建

议：第一，适当的作业有助于学生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发展；

第二，中国学生的作业时间总体较长，但政策制定要因地制

宜；第三，作业应该被视为学生自主学习和应用知识的机会，

而不是简单的操练；第四，教师要提升自主命题能力，布置

作业有明确的系统的目的；第五，教师应亲自批改作业，发

https://t.m.youth.cn/transfer/toutiao/url/news.youth.cn/sh/202110/t20211011_13254863.htm?tt_from=mobile_qq&tt_group_id=7017560950270067231&tt_from=mobile_qq&utm_campaign=client_share&timestamp=1633926839&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mobile_qq&utm_medium=t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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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其个性化教学的重要意义。  

（来源 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成员 朱小虎博士 文） 

◆国际科学教育发展的重要主题：1.在人类可持续发展

的背景下重构科学教育目标和内容；2.渗透科学本质的科学

教育活动设计；3.以“深度”和“连贯”的课程搭建科学学

习的共同基础；4.技术激发和融合的科学教育创新；5.发挥

非正式学习的重要作用。（来源 《中国科学院院刊》2021

年第 7期《国际科学教育发展的对比研究——理念、主题与

实践的革新》 斐新宁 郑太年 文） 

◆美国科学教师培养标准的最新变化：1.凸显三维整合

与连贯发展的学科内容知识；2.强调真实情景与科学实践的

学科内容教学法；3.打造社会性与文化回应取向的学习环

境。（来源 《全球教育展望》《培养实施三维性科学教学

的教师——美国科学教师培养标准的最新变化与启示》 

2021年第 7期 肖洋  于冰  熊建文 文） 

六、【学界视点】 

◆应对亲子关系，家长要防止四个“误判”：第一，不

要将小学低年段孩子的“违规”行为一概误判为是孩子“不

听教诲”，进而对他们采取强制甚至是粗暴的教育手段；第

二，不要将小学高段孩子不愿听父母“唠叨”和“絮烦”的

行为一概误判为是孩子“逆反”的表现，进而加剧父母内心

的焦虑，并转化为更令孩子反感的喋喋不休的说教；第三，

不要将初中阶段孩子不与父母沟通的行为一概误判为孩子



— 6 — 

的“故意封闭自我”；第四；不要将高中阶段孩子在学业上

表现出来的某些懈怠行为一概误判为“学习态度不端正”“不

知上进”或者“对不起父母的养育之恩”。（来源 《中小

学心理健康教育》2021年第 8期《亲子关系发展变化的五阶

段及父母的应对策略》 钟志农 文） 

◆职教本科发展的关键在于“双师型”教师。培养双师

型教师关键要加强“双师型”教师的制度性建设和“双师

型”骨干教师和领军人物的培养。（来源：光明日报 杨

秀英 杨静 谢林 文） 

 

（注：《教育改革资讯》电子版见：山东省教育科学

研究院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