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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资讯
【2022年第 7 期】

（总第 83 期）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2年 4 月 21 日

一、【关注】

◆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着力

推动教师教育振兴发展，努力造就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中

小学教师队伍，为加快实现基础教育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师资保

障。点击查看（来源：教育部 2022 年 4 月 11 日）

◆全国妇联、教育部等 11 个部门印发《关于指导推进家庭

教育的五年规划（2021—2025 年）》，把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促进儿童

健康成长确立为今后一个时期家庭教育发展的根本目标，推动

“十四五”时期家庭教育高质量发展。点击查看（来源：新华网

2022 年 4 月 12 日）

二、【他山之石】

◆上海嘉定：制定“1+7”全员导师工具包，全面推进中小

学全员导师制工作，助推“双减”政策落实，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和全面发展。点击查看（来源：上海教育网 2022 年 3 月 30 日）

◆陕西：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通知》，

大力推进乡村教师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用 3-5 年时间，造就一

支热爱乡村、数量充足、素质优良、充满活力的乡村教师队伍，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0/s7034/202204/t20220413_616644.html
http://www.news.cn/2022-04/12/c_1128553446.htm
http://edu.sh.gov.cn/xwzx_bsxw/20220330/06a6a6b44cc8478b834fa4aebedcc8f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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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加强区域协同，推动实现公平而有质量的

乡村教育。点击查看（来源：陕西省教育厅 2022 年 4 月 13 日）

◆河南：制定《河南省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学校工作指导

意见》，到 2025 年，全省各级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学校办学

率要达到 90%以上。其中，城市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学校办学

率达到 100%，农村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学校办学率达到 85%

以上，家长学校规范化建设水平以及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水平大幅

提升。点击查看（来源：河南省教育厅 2022 年 4 月 14 日）

◆浙江：将生态文明教育纳入中小学课程。 浙江要求，中

小学要将生态文明内容纳入课程体系，用好《人·自然·社会》

等地方课程教材，开展森林、河湖、土地、水、粮食等资源的基

本国情教育，普及“垃圾分类”“林长制”“河长制”等知识内

容，因地制宜开发生态文明教育校本课程。充分利用各级中小学

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劳动实践基地、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生物

多样性体验地等场所资源，组织学生实地走访，开展“沉浸

式”“体验式”教育。围绕浙江山河湖海等自然资源和美丽乡

村、特色小镇、诗路文化等人文资源，积极打造生态主题研学品

牌和精品研学路线，引导学生亲近自然。点击查看（来源 教育

部官网 2022-04-11）

◆建德市：完善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打造高品质“美好教育”。

近年来，建德市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

不断优化完善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指数和教

育工作满意度逐年提升，学生健康成长、教师职业幸福、人民满

意的“美好教育”愿景不断照入现实，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强劲

动力。

第一，以高起点规划为轴，构筑建德教育新发展格局深化优

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不断缩小城乡教育公共服务差距。成立市

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市领导联系学校制度，制订《建德市

http://jyt.shaanxi.gov.cn/news/jiaoyutingwenjian/202204/13/20385.html
http://jyt.henan.gov.cn/2022/04-14/2431299.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2204/t20220411_6154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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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实施方

案》等实施方案，构建“五育并举”全面育人体系，落实“双减”

要求，促进全体学生全面发展、健康发展。

第二，以“硬件强化”“软件升级”为两翼，不断夯实建德

教育新发展基础。一是加快补齐“硬件”短板。从乡村到城区、

从幼儿园到高中、从学习到生活、从教师到学生，在推进“美好

教育”的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优化学校布局，改善办学条件。二

是加快提升教育“软实力”。聚焦教师引育，夯实人才保障。实

施“四名工程”，建立中小幼互助共同体，形成人才梯度培养模

式。完善交流机制，扩大交流力度。通过县管校聘、共同体建设

等途径引导城乡教师资源双向流动，不断提升农村教师专业素

养。着力资源共享，释放名校效应。

第三，以数字化为引擎，助推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一是善

用互联网课堂，变革课堂教学模式。加快建设教育专网和“人人

通”空间，全市义务教育段互联网学校共同体参与率为 100%。

二是借助互联网研修，推动学校整体发展。三是数字赋能“心安

护学”，厚筑学生安全屏障。围绕学生上下学服务，开展校园安

全管理数字化改革，开发“心安护学”，即“智安校园”学生上

下学服务系统场景建设。（来源 浙江省教育厅 2022-04-06 点

击查看）

三、【数说教育】

◆我国教师工作量特征及其影响因素。1.教师的工作量结构

属于典型的超时长、轻教担的“亚太模式”；2.教师工作负担主

要在“非教学性工作”和“上课准备工作”；3.教师需求具有同

质性高且量大的特点；4.教师供应呈现总量充足但教辅和行政人

员配备相对不足的特点；5.缺乏规定明确的教师工作量制度。（来

源 《教育研究》2022 年 2 期 《从资源配置到制度安排——国

际比较视域下的教师减负 张倩 文》）

四、【国际观察】

http://jyt.zj.gov.cn/art/2022/4/6/art_1543974_58936886.html
http://jyt.zj.gov.cn/art/2022/4/6/art_1543974_589368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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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家庭教育支持政策的主要特征。1.政策强调以加强家

庭为目标，通过改善家庭成员关系来提高儿童身心健康；2.父母

是家庭教育的责任主体，国家应当提供必要服务支持父母；3.

政策从支持特定家庭逐步发展为向所有家庭提供普惠性服务；4.

政策措施手段强调预防，尤其是及早介入；5.政策措施的多样性，

强调协调机制和叠加效应。 (来源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2

年第 1 期《家庭教育支持政策国际比较:概念、特征与反思》李

莹文)

五、【学界视点】

◆“双减”要与教育高质量发展同相同行。褚宏启从“双减”

背景下的结果、课程、教法、评价、教师、管理六个方面谈了教

育的高质量问题。

第一，高质量的结果。即教育所培养的学生素质。“双减”

不论怎么做，最重要的是培养出高质量的学生，尤其是学生的核

心素养。“双减”最重要的不是把课后延长的时间填满，而是怎

么样才能有利于取得高质量的培养结果。这才是考虑“双减”问

题的出发点与归宿点。

第二,高质量的课程。课程设置上不能借着五育并举的名义

摊大饼，更不能把课后服务变成学科教学的加长版，学校要根据

培养目标的重点，即根据核心素养的要求来设计课程内容的重

点。课程结构要与核心素养建立直接联系。在课程内容中，要重

视基础知识的教学，基础知识是进一步学习的基础,是思维能力

培养的基础，只有夯实基础才能追求卓越。

第三，高质量的教法。提升质量，教师的教学方式至关重要。

作业之前的课堂教学质量、教师的教学方法技巧至关重要。通过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实现减负，比通过减少作业实现减负，更为基

本也更为重要。

第四，高质量的评价。评价应该向目标看齐，应该是素养导

向的，既要关注高水平的能力培养，也要关注基础知识的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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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可以替代平时的考试而发挥诊断功能。例如:北京小学就明

确提出“好作业是指向目标的有效评价”这句话很有含金量，把

作业与评价、与目标联系起来，从一个更高的站位看作业，而不

是就作业谈作业，就减少作业谈“双减”问题。

第五，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双减”政策对教师的能力、动

力、体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双减”政策实施前，学生的学

业成绩是校内教师与校外补习机构的教师共同打造的，并不都是

校内教师的功劳。“双减”政策实施后，教师的能力需要提升，

包括夯实基础知识的能力与提升核心素养的能力都需要提升。而

且，新政实施后，教师在校时间明显变长，影响到教师工作的动

力甚至体力。新政之后，教师的休息权问题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

关注点。高质量的教师队伍不只是能力问题，也包括动力与体力

问题。

第六，高质量的管理与治理。如何把好事做好，如何使这个

利国利民的宏观政策平稳落地，是一个很考验智慧的问题。智慧

何来? 只靠政府为民做主的情怀是不够的，需要多方主体共同参

与，进行多元共治。通过多元共治，政府、学校、家长、学生、

教师、社会补习机构等各方主体共同协商，结合当地实际与学校

实际，找到一个激励相容的最佳路径，使震荡与损失最小化。

(来源 《中小学管理》2022 年第 1 期褚宏启文)

◆用评价撬动教育改革，关注新时代教育评价的九大转向！

教育评价改革，就是新时代教育改革的最前沿。通过评价改革撬

动和引领教育改革的时代已经来临了。以往是先有教育改革，再

有评价改革，现在可能倒过来了，先有评价改革，再撬动其他体

系的改革。

1.教育评价改革，就是以评价的方式，回到教育（改

革）的初衷和原点；

2.教育评价具有育人价值，内含“育人力”“学习力”

和“生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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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评价改革，在根本上是教育价值观的转向；

4.教育评价改革，同时也是思维方式的转型；

5.教育评价需要兼顾两个尺度——客体的外在尺度和

人自身的内在尺度；

6.教育评价改革一定要有学生立场；

7.要对现有教育评价方式的局限有充分警醒与认知，

实现多种评价方式的互补协同；

8.教育评价改革，最终要落到校长和教师的评价能力

那里去；

9.每个区域和学校的评价改革，需要在把握前沿中，

找到适合自己的参照系。

（来源 《中小学老师参考》 李政涛文）

（注：《教育改革资讯》电子版见：山东省教育科学

研究院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