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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资讯
【2021 年第 22期】

（总第 74 期）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1年 12 月 19日

一、【重磅发布】

◆2025 年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将超 85%！近日，教育部等九

部门发布《“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行动计

划”对“十四五”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的总体目标作出部署，提出

“进一步提高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到 2025 年，全国学前三

年毛入园率达到 90%以上，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 85%以

上，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 50%以上。”点击查看原文 （来

源 教育部政务新媒体“微言教育”）

二、【他山之石】

◆五大“争先”行动，解决八个问题，看浙江金华这样推动

教育高质量发展。（来源 人民教育 2021-12-05）

◆浙江：组织建设“教育魔方”技术中枢系统 V1.0（基础

版），支撑各级各类教育数据互联互通、平台系统融合发展。点

击查看（来源：浙江省教育厅 2021 年 12 月 14 日）

◆广东：开展 2021 年广东省中小学三科统编教材“铸魂工

程”专项课题申报工作，提升三科统编教材实施质量和水平。点

击查看（来源：广东省教育厅 2021 年 12 月 7 日）

◆山西实施“1331 工程”推进高等教育振兴—— 锻造高端

“引擎” 驱动三晋腾飞。为拉动山西高等教育发展，更好助推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U5MzcyMg==&mid=2653343258&idx=1&sn=6e4df307a312d10941b471453c9263ed&chksm=bceb7d8f8b9cf4996efb038ca5c845e242a34973f23cfdf486c205aeb05858ebdf04927f73e7&mpshare=1&scene=23&srcid=1220TAwrUdIan1FRkxsAFhMn&sharer_sharetime
https://mp.weixin.qq.com/javascript:void(0);
http://jyt.zj.gov.cn/art/2021/12/14/art_1532985_58918479.html
http://jyt.zj.gov.cn/art/2021/12/14/art_1532985_58918479.html
http://edu.gd.gov.cn/zwgknew/gsgg/content/post_3700916.html
http://edu.gd.gov.cn/zwgknew/gsgg/content/post_37009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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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经济转型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2017 年，山西省委、省政

府启动实施“1331 工程”重大战略，持续推动三个优化调整，

全省高校坚持内涵发展，面向转型发展主战场，强化学科专业建

设、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高校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成效初显，

一个为山西转型发展提供强大人才和科技支撑的高端“引擎”初

步建立。1.破解“千校一面”，绘高校特色发展蓝图;2.学院学

科专业调整，人才、产业、创新多链耦合;3.产教融合、校地企

合作，“引擎”作用凸显。（来源 中国教育报 2021 年 12 月 4

日第一版）

三、【数说教育】

◆“双减”之下，教师面临哪些新挑战？如何应对？近

期，中国教育报就“‘双减’给教师带来哪些改变”进行了

一次线上问卷调查，9443 名教师参与。结果显示，教师们普

遍面临着教学转型、课后服务、家校关系等方面的新挑战。

“双减”对于校内作业提出了明确要求，“减量增质”成

为共识，而这也成为老师们面对的一大转型挑战。调查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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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的教师为如何布置作业一筹莫展，19%的教师苦恼于如何

在减少作业量的同时保障教学效果，这是教师在“双减”中

感到的三大压力之一。调查中，35%的教师表示学科组、年级组

将作业设计纳入教研体系，但自行摸索的教师占比达 33%，只有

9%的老师认为当前教育部门提供的相关指导有帮助。

对“如何平衡付出与收获的两端”，参与问卷的教师

中，有 95%参与了课后服务。”27%的教师认为“双减”后“平

衡工作与个人生活”压力明显增加，位居“教师压力榜”首

位。而“双减”前，有这方面压力的教师只占 7%。

调查中还有一项数据引人注意。仅 1%的教师表示，在课后

服务中发挥了个人专长或兴趣特长，感觉更有成就感。

“双减”带来的变革， “保障教师权益是政策实施不能

忽视的部分；“双减”带来的变革，也正在影响着师范生培养：

一是课程设计与评价，包括教学评价、学校评价。二是在主

教学科外，鼓励师范生多一些自主探究的兴趣爱好，一专多

能。“双减”带来的变革，教师要摒弃过去布置作业以数量为

主的“习惯”。真正理解作业的内涵，发挥作业诊断、巩固、

学情分析等功能。“教师还要善于发挥主观能动性，系统设

计符合年龄特点和学习规律、体现素质教育导向的基础性作

业，布置分层、弹性和个性化作业，切实从提高学生学习力、

思考力、创造力上下功夫。在作业布置上具体思路：“第一，

增加作业对于学生思维、创造性的引导，而不是简单的重复。

第二，适当加入知识整合、多学科结合的内容。第三，打破

过去学生‘单兵作战’的形式，布置合作性、小组性作业。

过去十几年的教改经验中，我们探索出的翻转课堂、项目式

学习等创新形式，都可以在‘双减’中有更广泛的尝试和应

用。”（来源 中国教育报 2021-12-12）

◆软件技术连续 9 年跻身高薪专业前 10。随着行业发展和

社会需求的变化，10 年间，高职高薪专业变动较大。10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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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届前 10 位高薪专业已经完全被 2020 届新高薪专业取代。

2011—2012 届，金融与证券两度问鼎榜首后，便再未跻身前 10。

随后，空中乘务接棒，近 4 届蝉联第一，毕业半年后月收入由

2017 届的 5074 元增至 2020 届的 5533 元。

软件技术除 2011 届缺席前 10 榜单外，而后连续 9 年进入

前 10 高薪专业，是上榜次数最多的专业。汽车技术服务与营

销 8 次上榜，位居第二。铁道工程技术、航海技术均上榜 7 次，并列

第三。此外，上榜次数较多的专业还包括：社会体育（6 次）、

电气化铁道技术（5 次）、轮机工程技术（5 次）、空中乘务（4

次）等。

按专业大类分布看，10 年前的榜单还是“百花齐放”，

文化艺术大类、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交通运输大类、装备

制造大类、财经商贸大类等专业均跻身前 10。而近两年，交

通运输大类专业优势尽显，在前 10 中占据 6 席。这 6 个专业

分别为空中乘务、铁道工程技术、铁道机车、铁道供电技术、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航海技术。电子与信息大类也有 3 个专

业进入前 10，其中，云计算技术与应用、移动应用开发在 2020

届首次入围。

从绿牌专业来看，近三年，2020 届有 4 个专业（铁道机

车、铁道供电技术、铁道工程技术、社会体育）入选绿牌，

2019 届的铁道机车、铁道工程技术、社会体育，以及 2018

届的电气化铁道技术、社会体育、软件技术成为绿牌专业。

（注：绿牌专业是指的是失业量较小，就业率、薪资和

就业满意度综合较高的专业，为需求增长型专业。）

（来源 麦可思-中国 2011—2020 届大学毕业生培

养质量跟踪评价）

四、【教育观察】

◆谁会成为下一个高薪专业？今年 10 月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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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意见》中提到，围绕国家重大战略，紧密对接产业升

级和技术变革趋势，优先发展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

现代农业、现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产业需要

的一批新兴专业，加快建设学前、护理、康养、家政等一批

人才紧缺的专业，改造升级钢铁冶金、化工医药、建筑工程、

轻纺制造等一批传统专业，撤并淘汰供给过剩、就业率低、

职业岗位消失的专业，鼓励学校开设更多紧缺的、符合市场

需求的专业，形成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专业体系。未

来，这些专业能否脱颖而出？

五、【学界视点】

◆基 于 混 合 所 有 制 改 革 的 高 职 产 业 学 院 建 设 出

路。1.强化顶层设计，制定科学的产业学院长期建设

发展规划；2.健全产权管理办法，明晰产业学院产权

归属，加强产权保护与流通；3.完善治理体系，建立

多 元 共 治 的 现 代 产 业 学 院 治 理 模 式 ； 4.深 化 校 企 融

合，构建校企联合育人共同体。首先，校企双方要树

立开放包容的育人理念，推动校企文化理念融合；其

次，加强协同能力建设，构建校企联合育人共同体。

（来源 陈俊鹏，朱华兵.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高

职产业学院建设：价值、问题及出路[J].中国职业技

术教育，2021（ 25））

◆本科职业院校内部治理实施的现实障碍。1.学校

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内容趋同，终身可持续发展理念

难以落实；2.学校章程建设不完善且缺乏个性，影响

治理机制有效运行；3.“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不足

且学校治理过程中学生、企业主体缺失，限制治理主

体多元参与。大部分本科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占

比没有达到一半的要求，导致本科职业院校治理主体

呈现单一性，学校内部治理能力不足；4.学校培训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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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和人文建设滞后，制约治理环境多维共建。

◆本科职业院校内部治理实施的障碍症结。 1.受

传统观念和办学定位的影响，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陷入

办学定位的认识误区；2.受不同建校路径的影响，本

科职业院校延续原有的治理惯性；3.本科职业院校内

部治理缺乏外部联动，使得内部治理者对时代环境把

握不够，现状认识不清晰。

◆本科职业院校内部治理体系的建构。 1.以可持

续发展为本，落实终身教育治理理念；2.以协商共治

为重，形成有序运行的治理机制；3.以多元开放为主，

提高治理主体主动参与的积极性；4.以多维共建为基，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人文环境。（来源 张湘韵，司马燕，熊

建蓉 .我国本科职业院校内部治理困境与出路——基

于 22 所本科职业院校大学章程文本分析 [J].中国职

业技术教育，2021（ 27））

◆我国高技能人才政策尚存的主要不足。1.高技能

人才政策之间的系统设计不够；2.高技能人才政策的执

行力度亟待提升；3.高技能人才政策的前瞻规划仍需加

强。

◆完善我国高技能人才政策的思考建议： 1.注重

高技能人才政策系统设计，制订完善配套政策；2.提升

高技能人才政策执行力度，增强政策实施成效；3.实现

高技能人才政策规划引领，落实技能强国战略。（来源

罗尧成，冉玲.我国高技能人才政策沿革、问题及其应

对[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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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