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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资讯
【2021 年第 21 期】

（总第 73 期）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1 年 12 月 5 日

一、【他山之石】

◆山西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加强薄弱学校建设，着力

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水平。立足县域实际，合理优化

布局。坚持因地制宜、一县一策、一校一案，以县（市、区）

为单位，制定完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特别是乡村小规模学校

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布局规划。落实办学标准，加快学校建设。

强化师资建设，提升教师素质。深化内涵发展，提高教育质

量。关爱弱势群体，促进教育公平。 点击查看（2021-11-16

来源 教育部）

◆河北：加强镇村中学德育要素供给，计划利用 1-3 年

时间，建设一支专兼结合、信念坚定、情感深厚、业务精湛

的德育工作队伍；利用 3-5 年时间，打造一批镇村中学德育

工作高质量建设示范校。点击查看（来源：河北省教育厅

2021 年 11 月 30 日）

◆北京：制定《北京市中小学教师开放型在线研修计划

（试行）》，为教师提供个性化的在线服务，促进中小学教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192/s222/moe_1735/202111/t20211117_580365.html
http://www.hee.gov.cn/col/1410097726928/2021/11/30/16382401820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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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研修学习共同体的形成。点击查看（来源：北京市教育委

员会 2021 年 12 月 2 日）

◆河南：发布《关于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

实施意见》，加强对不同学段不同类型思政课建设分类指导，

推动学校思政课高质量发展。点击查看（来源：河南省教育

厅 2021 年 12 月 2 日）

◆浙江温州：做好“双减”背景下教师关爱工作，推出

整合各方资源、优化功课安排、推广 AB 岗位制、规范进校

园事务、减轻教师负担、调适教师身心压力、解决教师后顾

之忧、完善教师评价机制、畅通沟通渠道等十项具体措施。

点击查看（来源：浙江日报 2021 年 12 月 3 日）

◆江苏：打造职教全国高地 构建应用型人才学历上升

“立交桥”。五年来，江苏基本形成了以对口单招、五年制

高职、中高职衔接“3+3”和中职本科衔接“3+4”为主体的

现代职教体系。中职学生升入高等教育阶段的比例已接近

70%。为了彻底打通中职教育的立交桥，满足更多中职生上

大学的愿望，今年 10 月，江苏又将对口单招升级为中职职

教高考，明确为普通高校招生的组成部分。与过去对口单招

相比，中职职教高考为专业技能考试+文化统考，录取率也

大幅提升。（来源：荔枝网作者：姜坚 徐授科 徐华峰 王

教群）

◆《北京高等教育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行动计划

（2022-2024 年）》发布。将重点完成七项任务，包括健全

完善高校铸魂育人体系、开展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践、夯实

http://jw.beijing.gov.cn/xxgk/zfxxgkml/zfgkzcwj/zwgzdt/202112/t20211202_2551604.html
http://jyt.henan.gov.cn/2021/12-02/2358343.html
http://jyt.zj.gov.cn/art/2021/12/3/art_1532836_589184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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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教育教学基础、全面推动实践创新教育改革、不断提升

教师教学水平、持续优化教学条件保障、完善教学质量监控

体系。该计划提出将严把毕业出口关，全面加强对毕业设计

（论文）选题、开题、答辩等环节的全过程管理，对形式、

内容、难度进行严格监控，提高毕业设计（论文）质量。（来

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二、【数说教育】

◆粤港澳、京津冀、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大 PK：生均经

费增长谁最快？

1.粤港澳地区高等教育经费支出增长率最高。2017 年至

2018 年，三大地区高等教育经费支出的稳定增加，为高等教

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稳固的经费保障，然而经费投入水平

整体提升的同时，地区间经费支出的差距也持续变大。2018

年，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经费支出再次超越 2000 亿元，将

近 2450 亿元，排名第一；京津冀地区次之，达 1831 亿元；

粤港澳地区排名第三，约为 1149 亿元。2017 年至 2018 年，

三大地区高等教育经费支出整体持续增长，粤港澳地区增长

率最高，为 12.76%；长三角地区增长率次之，为 12.13%；

京津冀地区增长率最低，为 8.66%。

2.广东生均高等教育经费支出增长率在三大地区的主

要省市中最高。2017 年至 2018 年，三大地区生均高等教育

经费支出均有所增长。2018 年广东的生均高等教育经费支出

仍然在三大地区中较低，远低于粤港澳地区的香港和澳门，

并且低于京津冀地区的北京和天津，以及长三角地区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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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然而，2017 年至 2018 年广东的生均高等教育经费支出

增长率在三大地区的主要省市中最高，如表 4 所示，其增长

率为 15.9%，从 41907 元增加至 48571 元。京津冀地区中只

有天津的生均高等教育经费支出增长率超过了 10%，达到

10.86%，从 47444 元增加至 52596 元，北京和河北的生均高

等教育经费支出增长率均低于 3%。长三角地区中上海与江苏

的生均高等教育经费支出增长率最高，上海生均高等教育经

费支出增长了 9.46%，从 64224 元增加至 70301 元，其次是

江苏生均高等教育经费支出增长了 9.3%，从 36442 元增加至

39832 元。

2018 年，三大地区生均高等教育支出水平落后于人均

GDP 的现象依然非常普遍，大部分省市的生均教育经费指数

在 35%至 56%之间，其中有四个省市的指数超过 50%，广东的

生均教育经费指数在三大地区中最高并达到 56%，其次是安

徽的指数为 55%，以及北京 53%和上海 52%，而河北的生均教

育经费指数低于 30%。相较于 2017 年，大部分省市 2018 年

的生均教育经费指数没有明显变化，除了安徽从 60%降低至

55%和河北 50%降低至 27%呈明显降低外，只有广东的生均教

育经费指数从 2017 年的 49%增长到 2018 年的 56%，呈现出

明显上升的趋势。

（来源：《粤港澳、京津冀、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与经

济发展报告（2021）》）。

◆2020 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德育状况：

1.超过 85%的四、八年级学生在勤劳节约、诚实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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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友善、遵守公德方面的日常行为规范较好，均比 2017

年上一轮德育监测有所提升；

2.八成以上四、八年级学生喜欢上道德与法治课；

3.超过 95%的四、八年级学生报告学校开展过各种形式

的德育活动。学校道德与法治教师数量大体能满足教学需

求，部分道德与法治教师认为自己需要补充法律、心理健康、

地理、传统文化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学生普遍具有积极的人

生价值观，将“个人努力”作为成功的首要因素，九成学生

同意“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4.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有待深入，88.5%的四年

级学生和 78%的八年级学生对自己和家长的关系感到满意，

四、八年级学生认为家长最关注的是自己学习情况，最希望

家长关注的是自己身体健康、兴趣爱好和特长。超过八成的

四、八年级班主任教师每周主动与家长沟通 1 次及以上。

◆2020 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科学学习质量监测结

果——

1.四、八年级学生科学学业表现达到中等及以上水平的

比例分别为 80%、79.5%。

四年级学生科学学习兴趣高或较高的比例为 86%，学习

自信心高或较高的比例为 68.6%。

2.八年级学生物理、生物、地理学习兴趣高或较高的比

例分别为 82.3%、80.9%、71.1%，学习自信心高或较高的比

例分别为 45.1%、62%、53.1%。近二成的八年级学生期望长

大以后从事科学相关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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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学教师的教学行为改善明显，探究教学水平高的科

学教师比例比 2017 年上一轮科学监测大幅提高。

4.九成以上中小学校均配备了实验室、仪器设备、实验

耗材等科学实验教学资源，但部分资源使用率有待提高。

（来源 教育部政务新媒体“微言教育”）

三、【学界视点】

◆构建校企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第一，是彰显职业

教育类型价值的内在要求；第二，是增强职业学校人才供给

适应性的基本路径；第三，是激活行业企业参与内生动力的

必由之路。

◆加快校企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推进举措。第一，搭建实

质性的共同体平台；第二，生成共建共管的组织架构；第三，

深化双元主体育人机制；第四，共建开放包容的合作文化。

（来源：中国教育报 杨剑静文）

◆林宇：促进职教发展的经验——构建纵向贯通、横向

融通职教体系，满足社会高水平人才需求。第一，确定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的逻辑。整体遵循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建构

逻辑，纵向贯通强调学生在体系内部的接续培养，满足经济

社会发展对高水平人才的需求，横向融通强调职业教育与普

通教育的协调沟通，为学生灵活选择不同的教育类型提供通

道；在教学层面，要工学结合，不能只在教室上课；在办学

层面，要校企合作，不能关起门来办学；在国家管理层面，

要产教融合，职业教育要与产业同部署、同升级、同发展，

相互支持、相互促进。“这就是职业教育最本质的逻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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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在实践当中总结和发展出来的，同时也贯穿于整个实

践过程，保证职教的发展不偏离航向。”第二，构建职业教

育自己的质量标准。2004 年颁布高等职业教育第一版专业目

录，依据产业、行业以及岗位的不同分类，确立高等职业教

育自己的专业设置逻辑；2006 年在精品课程等项目的评选

中，职业教育独立制定自己的评选标准；2008 年自主制定人

才培养工作评估方案，启动高职第二轮评估，通过一系列举

措，逐渐构建起一整套独立的质量标准和保障体系，以此保

证职业教育能够在既定方向上行稳致远。第三，始终以专业

来承载和推动改革。以专业教学改革为突破口，推动职业教

育建设与改革，构建特色突出的专业群，使专业之间在发展

上能够相互支持，在服务上能够相互补充，在创新上能够相

互促进，从而提升学校的办学质量，获得学生家长以及社会

用人单位的认可。第四，坚持用大项目驱动职教发展。自 2000

年以来，推出实施示范骨干高职院校、提升专业服务产业项

目、创新发展行动计划、提质培优行动计划、双高计划等一

系列国家层面的重大项目，为职业教育发展注入了活力，也

树立了标杆，对于提升职业教育的整体质量起到显著作用。

“双高计划建设，跳出了以往项目驱动的逻辑，它实际上已

经成为持续推动整个职教战线向前发展的一种机制。”（来

源：新华网）

（注：《教育改革资讯》电子版见：山东省教育科学研

究院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