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教育改革资讯
【2021 年第 24期】

（总第 76 期）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2年 1 月 4日

一、【他山之石】

◆河北：发布 12 个学科作业指导意见，加强义务教育阶段

作业设计与实施。点击查看（来源：河北省教育厅 2021 年 12

月 16 日）

◆浙江宁波：出台 15 条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营造良好教

育教学环境。点击查看（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2021 年 12 月

21 日）

◆北京：印发《北京市落实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

实施细则》，指导全市大中小学系统、规范、科学地开展国家安

全教育。点击查看（来源：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2021 年 12 月 28

日）

二、【信息快递】

◆北京师范大学与中国儿童中心联合发布家庭教育指导

者专业标准和基础课程。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儿童中心联合

发布《家庭教育指导者专业标准（试行）》和《家庭教育指

导者专业素养与专业能力基础课程》，从专业伦理与道德、

专业理念、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四个维度，明确了新时代

合格的家庭教育指导者应该具备的专业素养与专业能力，意

http://www.hee.gov.cn/col/1410097726928/2021/12/16/1639654599341.html
http://www.jyb.cn/rmtzcg/xwy/wzxw/202112/t20211221_671500.html
http://jw.beijing.gov.cn/xxgk/zxxxgk/202112/t20211228_25747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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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我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在规范化和专业化道路上迈

出了重要的实质性步伐。

◆中国教育新闻网为大家送上2021年度“影响教师的100

本书”及 TOP10 图书：经专家评委会评审推荐，最终推出 2021

年度“影响教师的 100 本书”及 TOP10 图书。本年度书目囊

括了教育理论、教育管理、教育心理、教师专业成长、学前

教育、综合、人文和青少年阅读指导等多种类别，内容涵盖

国内外教育理论经典、教育创新、社会发展、文化探究等众

多方面。

TOP 书目：林崇德主编《21 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

修订版》；王月芬著《重构作业——课程视域下的单元作业》；

[美] 詹姆士·M.考夫曼等著《儿童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障碍：

写给老师和家长的心理学指南》；[美]玛丽安·玛丽昂著《观

察：读懂与回应儿童》；刘擎著《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钟启泉著《深度学习》；吴军著《吴军数学通识讲义》；李

希贵著《学校制度改进》；[加]斯科特·D.桑普森著《与孩

子重回自然：如何在大自然中塑造孩子的身体、情感和认知》；

王定华著《中国基础教育：观察与研究》 。点击查看 （来

源 中国教育新闻网 2021-12-31）

三、【教育回眸】

◆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评出 2021 年全国十大

教育新闻：1.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召开。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2.习近平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

学建设目标方向；3.高校基层党组织工作条例印发。推动高校党

建与高校事业发展深度融合；4.新修改的教育法通过。丰富完善

了教育方针的法律表述；5.“双减”工作全面启动。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健康成长；6.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青春誓言礼

赞建党百年；7.习近平回信勉励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把为学为事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NjI3NzU5Mg==&mid=2650949034&idx=1&sn=e97289525e0669702b2914cb62c57931&chksm=8001ac9db776258b6d4976dc5ed95e13ad22115f0679fc74186a14c59e7fa262b2ba13a793b1&mpshare=1&scene=23&srcid=0105iltZq4WnZew56X1SAoPa&sharer_sharetime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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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统一起来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8.高考综合改革深入推进

艺体高考进一步规范；9.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举行。深入推进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10.家庭教育促进法出

台。家庭教育从“家事”上升为“国事”。点击查看（来源：教

育部 2021 年 12 月 29 日）

◆中国家庭教育 2021 年度热点：1.“十四五”规划明确

提出加强家庭建设，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2.《关

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实施

“三孩”政策；3.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开始实施，对未

成年人的家庭保护提出要求；4.《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

促进法》发布，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5.“双减”政策

出台；6.国务院印发《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 年）》，

新增“儿童与家庭”领域；7.中宣部、中央文明办、中央纪

委机关、中组部、国家监委、教育部、全国妇联印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实施意见》；8.发改委等 20

多家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

见》；9.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

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来源 中国教育报记者

杨咏梅 ）

四、【国际观察】

◆韩国“放学后学校”教育项目的特征：1.课程设置趋于多

样化：促进学生全面发展；2.政策保障具有针对性：为低收入家

庭提供倾斜性扶助；3.加强从业教师专业性：取得相关资格后持

证上岗；4.教育机会呈现均衡化：保障学生平等地接受教育。（来

源 《比较教育研究》2021 年第 10 期 《韩国“放学后学校”教

育项目评析——基于扩大教育机会的视角》李文美文）

五、【学界视点】

◆洛克的道德教育方法：第一，及早教育，培养习惯；第二，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112/t20211229_5910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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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惩有术，赏罚有度；第三，树立榜样，说理教导。（来源 《教

育界·A》2021 年第 10 期》《洛克德育思想对家庭教育的启示》

杨映文）

◆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辍学原因分析：1.厌学是辍学的首要原

因；2.薄弱的家庭文化资本是导致辍学的先导性原因；3.社会文

化和价值观对辍学家庭和学生的强化影响；4.学校教育缺乏吸引

力和包容性。（来源 《教育研究》2020 年第 10 期《从外控逻

辑内生逻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控辍保学长效机制探究》赵明仁

陆春萍 文）

◆阴性辍学生成为校园“局外人”：1.“请学生回校”是倾

心之举；2.“上课不捣乱”是求之不得；3.“不伤害”是殷切希

望。（来源 《教学与管理》2021 年第 33 期 《乡村学校隐性辍

学问题研究》吕巧莉 徐乐乐文）

◆教师要加强对阴性辍学生的关爱与引导》：首先应该摒弃

自身以分数划分学生层级的想法，不用同一把尺子衡量所有学

生，尊重学生个体的差异性发展；其次，要加强对于阴性辍学生

的管理；最后，教师还应该培养学生直面困难与挫折的勇气，及

时的对学生进行疏导与干预，培养学生的意志力。（来源 西南

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1 年 6 月 《相对贫困民族地区初中阶段

学生阴性辍学问题研究》廖敏文）

◆中小学课后服务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完善：1.对费用收支尚

未做出明确规定；2.缺乏必要的评价与监督体系；3.对能否引进

第三方机构存在争议。（来源 《教育科学研究》2021 年第 11

期《中小学课后服务的历程、问题与展望》晋银峰 孙冰冰 张=

孟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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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