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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资讯
【2022年第 2 期】

（总第 78 期）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2年 1 月 30 日

一、【关注】

◆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规

定》主要包括总则、实习组织、实习管理、实习考核、安全职责、保

障措施、监督与处理、附则八个部分，共 50 条具体内容。点击查看

（来源 教育部 2022 年 1月 21 日）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残联印发《“十四五”特殊教

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推动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点击查看（来

源：教育部 2022 年 1 月 25 日）

二、【他山之石】

◆浙江：印发《浙江省大中小学劳动教育实施指南》《浙江

省中小学劳动教育 行动方案》《浙江省职业院校劳动教育行动

方案》《浙江省普通本科高校劳动教育行动方案》，全面提高学

生劳动素养。点击查看（来源：浙江省教育厅 2022 年 1 月 20

日）

◆甘肃教育“十四五”规划：打造 35 所左右优质中等职业

学校。《规划》提出，全面推进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实施优质中

等职业学校建设计划，打造 35 所左右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实施

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建设计划，集中力量建设 10 所特色鲜明、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moe_737/s3876_qt/202201/t20220121_595529.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moe_737/s3876_qt/202201/t20220121_595529.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201/t20220125_596312.html
http://jyt.zj.gov.cn/art/2022/1/20/art_1532974_589245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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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知名的高水平高职院校和 30 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

三、【职业操守】

◆守住职校生实习管理的“红线”。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

部等八部门对 2016 年印发实施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

进行了修订，新《规定》提出 1 个“严禁”、27 个“不得”。

职业学校学生实习乱象形成的原因错综复杂，实习乱象的治理是

一个系统工程。首先，要守住的底线是规范实习流程；其次，政

府要持续关注保障岗位供给，为不越实习“红线”奠定基础；之

后，学校要主动完善实习内容，并将其作为实践教学的底线。最

后，在构建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的良性生态中，落实各方责任不容

忽视。（摘自《中国教育报》2022 年 1 月 26 日第 1版 钟焦平 文）

四、【未来教育】

◆2030 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困境：世界格局重塑背

景下，发达经济体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政策调整既有“积

极性”的一面，也有“消极性”的一面。前者主要为调整

国际人才就业签证政策和构建一体化国际教育体系，后者

主要为收紧敏感技术和新技术相关的国际教育合作与交

流，以及制定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风险防范指南。1.调整

就业签证政策，吸引国际人才；2.构建一体化国际教育体

系，培养国际学生软归属感；3.收紧敏感技术和新技术领

域的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4.制定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风

险防范指南。（来源《比较教育研究》2022 年 01 期张永

军文）

◆发达经济体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政策调整的影响：发达

经济体基于国际竞争维度所推出的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政

策调整，将对其他经济体和全球学术科研生态带来影响。1.

预防科技创新人才流失将面临新的挑战；2.国际教育合作

与交流中的话语权可能会出现失衡；3.国际教育合作与交

流中的知识和技术共享可能得不到保证；4.全球学术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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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生态面临重构可能。（来源《比较教育研究》2022 年

01 期张永军文）

五、【国际观察】

◆德国实施“职业教育+”，即附加资格学习、职

业进修教育和双元高等教育的结构。为应对新时代的

挑战，德国在努力创建更具渗透性的教育体系的过程

中，新的教育形式正在出现，将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

两条路径相互联系起来，由此成就了基于双元高等教

育的混合教育形式。当下，双元高等教育在学生、企

业和高校中越来越受到热烈的欢迎，这反过来又促进

了企业职业教育与高校学习的紧密结合，也极大促进

了企业与高校的研究合作，以及企业与高校科研成果

转换的日益整合。

德国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在各自组织变迁过程中

的同形特征：对职业教育来讲，是纵向的基于技术发

展的技能强化内容的增加，以提升其与学历等值的教

育层次；对普通教育来讲，是横向的基于工作实践的

职业导向内容的增加，以构建其理实一体化的教育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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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两条相互“模仿”的路径，为德国实体经济培养

了大批高水平的技能型人才和工程型人才。（来源 《中

国高教研究》2022 年第 1 期 姜大源文）

六、【学界视点】

◆“双减”政策的“三局限”：1.只能给教育“消肿”，无

法短期内消杀教育病毒；2.只能给学生“松绑”，无法短期内重

建教育新秩序；3.只能给学生“减压”，无法短期内建成理想的

教育。

◆完善“双减”政策的一般思路：1.构建教育系统的免疫障

碍；2.修复健康的教育生态系统；3.重建教育文化的净土与进化。

教育改革中要大力推进两项社会性教育行动：其一是先进教育文

化建设行动，即学校与家庭、社会联手开展先进教育文化建设培

育活动，让素质教育文化取代应试教育文化，用“全面”+“个

性”的发展理念去置换分数神话、高考神话，真正实现社会教育

文化的进化升级；其二是消极教育文化抵制行动，促使整个社会

彻底摒弃简单、机械、功利、狭隘的教育文化；4.增加有深度的

减负政策供给。一是按照减负工作意图来设计组合性减负政策；

二是按照学业负担病毒机理来设计迭代性政策；三是按照学业负

担传染链条设计阻断性政策。

◆关于新时代职业院校劳动教育若干基本问题的思考。1.职

业院校劳动教育内涵：2.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职业院校劳动教育目

标：知识学习与素养形成；3.职业院校劳动教育课程：专题课程与课

程渗透；4.职业院校劳动教育教师：专职教师与兼职教师；5.职业院

校劳动教育评价：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点击查看原文（摘自 《中

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1 年第 34 期 郝天聪 文）

（注：《教育改革资讯》电子版见：山东省教育科学

研究院网站）

https://mp.weixin.qq.com/s/PiqwharP26SmtFYVp6HuP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