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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资讯
【2022年第 3 期】

（总第 79 期）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2年 2 月 23 日

一、【关注】

◆教育部：颁布《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办法》，为

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健全学生权益保护机

制，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点击查看（来源：教育部 2022

年 2 月 17 日）

二、【他山之石】

◆◆上海：印发《上海市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工作指南》，指

导学校提升课后服务质量和水平。点击查看（来源：上海市教育

委员会 2022 年 2 月 16 日）

◆浙江：开设“百名科学家进中小学课堂”课程，让广大学

生与科学家面对面互动交流，接受科学精神和科学素养的熏陶，

全力打造浙江省中小学德育大课堂、科普大讲堂、育人金名片。

点击查看（来源：浙江省教育厅 2022 年 2 月 16 日）

三、【信息快递】

◆◆教育部长怀进鹏：大力推进教育信息化、教育资源数字

化建设。3 方面着力，推进教育信息化、教育资源数字化建设。

一要坚持“应用为王、服务至上”，把业务应用摆在

优先突出位置，以应用需求驱动运行平台、安全平台、标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202/t20220217_599924.html
http://edu.sh.gov.cn/xxgk2_zdgz_jcjy_01/20220216/f90de00dbede4c37a8a51c96ba4341a3.html
http://jyt.zj.gov.cn/art/2022/2/16/art_1532836_589246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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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平台和数据资源平台建设，加强内容建设和运营维护，

不盲目追求最新技术，切实为师生提供能用好用的数字化

资源。

二要示范引领、成熟先上，加强资源整合，建立示范

引领和试点机制，做好教育数字化建设推广应用探索，推

动教育信息化实现发展标准化、成果品牌化，大力提升教

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三要以标准安全运行保障为支撑，筑牢数据安全底线，

探索创造富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数字化治理标准，构建可持

续的数据安全防护体系。（来源 来源：教育部政务新媒体

“微言教育”）

四、【国际前沿】

◆发达经济体 2030 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困境：一是调

整就业签证政策，吸引国际人才；二是构建一体化国际教育

体系，培养国际学生软归属感；三是收紧敏感技术和新技术

领域的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四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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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是预防科技创新人才流失将面临新的挑战；二是国际教育合

作与交流中的话语权可能会出现失衡；三是国际教育合作与

交流中的知识和技术共享可能得不到保证；四是全球学术科

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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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合组织（OECD）：如何培养拔尖人才？——国际上对天

才儿童的识别及教育政策实施。指出天才教育的学校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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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普通课堂上通过差异化教学来实施天才教育；

二是为天才学生安排专门的学习时间和空间，包括单独分

组学习和混合分组学习。前者主要是给予天才学生安排单独的上

课时间，如在常规课堂之外将天才学生聚集在一起进行加速学习

或强化学习，后者主要是在常规课堂教学中开展分组学习时将天

才学生分成一组；

三是通过技术来促进天才学生包容性发展。具体表现为，技

术可以帮助教师更容易提供差异化教学，可以提高天才教育的有

效性和质量，可以提供更多满足需求的资源等；

四是为天才学生教育过渡和职业发展提供指导。论文指出，

学校辅导员、天才教育教师以及其他行动者（如以大学为基础的

专注于天才个体的咨询中心），可以为天才学生提供学术之外的

支持和服务（如升学和职业发展），这对他们的发展和进步也非

常重要。

◆疫情大流行下高等教育的四种发展趋势：一是精英大学

招生关注点：捐赠；二是大学的扩张发展：合并；三是捐

赠基金的未来：需求上升；四是研究预印本的出现：科学

和伪科学并存。（来源 里瑟琦科教观察 2022-02-19 ）

六、【学界视点】

◆朱永新：以“双减”撬动中国基础教育改革，要处理好五

对关系，促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校内教育和校外教育、课

前和课后、学科类和非学科类培训、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学和

考这五对关系。点击查看原文 （来源人民教育 转载自中国教

育学会 2022 年 2月 11 日）

◆朱永新：目前“双减”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一是课后服务

内容形式单一；二是一线教师负担增大；三是课后服务经费来源

单一；四是课后服务监管体系缺乏系统性。点击查看原文 （来

javascript:void(0);
https://mp.weixin.qq.com/s/JCJ8qe6EOZkkMDfzyeGy-g
https://mp.weixin.qq.com/s/JCJ8qe6EOZkkMDfzyeGy-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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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人民教育 转载自中国教育学会 2022 年 2 月 11 日）

◆杜玉波：新一轮“双一流”建设的坚持与选择。一是坚持

人才培养核心地位服务人才强国战略；二是坚持学科建设

特色发展支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三是坚持体制机制改革

创新着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来源 《中国教育报》）

◆北京大学刘云杉：拔尖的陷阱——“拔尖”和“抢跑”

之后。考察当前“拔尖人才”培养的捷径可以发现，学习

中的“套路”与“快知识”特征非常明显，快速成长所塑

造的“绩优主体”热衷于正反馈，逐渐偏离了知识与教育

的内在逻辑；期间为回应绩效需求，“学习资本化”亦沉

疴泛滥。长此以往，理应“竞优”的创新人才培养反而陷

入了回避探险、害怕失败的“竞次”陷阱。（来源 中国

教育三十人论坛 2022-02-18 ）

◆蔡三发：新型研究型大学应该“新”在何处？

一是学科发展模式新。新型研究型大学超越传统的学科发

展模式，不按照传统的学科分类进行学科设置与学院设置，更多

强调面向基础研究、面向科学与技术问题，加强跨学科、学科交

叉与交叉学科建设，促进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新型研究型大学瞄

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

建设，更多地围绕生命、信息等前沿科技进行学科布局与发展。

二是人才培养模式新。新型研究型大学创新人才模式，

应该发挥培养基础研究人才主力军作用，全方位谋划基础学科人

才培养，突破常规，创新模式，更加重视科学精神、创新能力、

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教育，大力推进科教融合或者产教融合，以高

水平研究促进高层次人才培养，着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新型研

究型大学应更加注重研究型人才培养，争取在高水平的博士生培

养方面有更大的突破。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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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科技创新模式新。新型研究型大学应该积极应对新

一轮科技革命挑战，坚持“四个面向”，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

域，布局与建设世界水平的科技平台，深化科技创新组织模式，

探索“聚集大团队、构建大平台、承担大任务、催生大成果”，

进一步提升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方面创新能力，多出

战略性、关键性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攻克“卡脖子”关键核心技

术，提升科技创新质量与水平，积极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四是社会服务模式新。新型研究型大学应该更加主动地融

入经济社会发展之中，发挥自身学科与科技创新优势，以服务国

家和区域重大需求为己任，通过服务培养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端人

才、解决关键技术问题、促进知识溢出与成果转化，更好地支撑

国家与区域发展，支撑行业与产业发展，同时通过服务来获得更

多的发展机遇与资源，促进新型研究型大学自身可持续发展。

（来源 爱科创 上海市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中心

副主任 蔡三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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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