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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资讯
【2022 年第 14期】

（总第 90 期）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2年 10 月 25日

一、【关注】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高

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点击查看（来源：教育部 2022

年 10 月 7日）

二、【他山之石】

◆北京：评审和认定一批中小学科技教育示范学校，不断提

升广大中小学生科学素质。点击查看（来源：北京考试报 2022

年 10 月 9日）

◆河北：实施义务教育学校扩容提质工程，逐年减少购买民

办学校学位数量，到 2025 年实现 95%以上的义务教育学位由公

办学校提供。点击查看（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2022 年 10 月

12 日）

◆小小科学家如何养成？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程开甲小

学让“开甲精神”在校园里遍地生花。学校秉承“开甲精神”，

以程开甲院士“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感人故

事为榜样，从一个人传承一群人，从一群人传承一代人，

从一代人传承代代人，塑造有家国情怀和报国本领的时代

新人。一、遇见程开甲：见物见人见精神。1.让景观再现

历史；2.让物件诉说故事；3.让花木演绎精神。二、读懂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210/t20221009_668320.html
http://jw.beijing.gov.cn/jyzx/jyxw/202210/t20221012_2834357.html
http://www.jyb.cn/rmtzcg/xwy/wzxw/202210/t20221012_21109561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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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开甲：读书读人读自己。1.读懂书里的程开甲；2.读懂

旅程中的程开甲；3.读懂未来的程开甲；三、学做程开甲：

做人做事做学问。1.小种子课程：播一颗种子；2.小军人

课程：炼一种精神；3.小院士课程：学一身本领。（来源《人

民教育》2022 年第 19 期 周菊芳 薛法根 文）

三、【热点追踪】

◆双减背景下中小学课后服务实践的误识：

1.被误读的课后服务概念与课后服务的方向偏倚。一是讲课

后服务理解为课后托管的同义词；二是讲课后服务理解为课堂教

学的附属品。三是将课后服务理解为校外补习的替代词。

2.被忽视的课后服务教师与课后服务的反向增负。中小学在

落实减负政策，开展课后服务的过程中，存在着“学生负担减轻，

教师负担加重”的反向增负现象。第一，部分中小学教师因课后

服务的开展而长时间超负荷工作。首先，部分中小学在课后服务

时间开设素质拓展课程,加大了对于美术、音乐、科学、体育、

思政等学科教师的需求。其次，工作时间的延长和工作量的增多

令众多教师苦不堪言。最后，不少学校的课后服务是以学生根据

自身兴趣爱好进行跨班、跨年级自主选课进行开展的,涉及到跨

班流动和“双师辅导”，要求多位教师参与，这也增加了教师的

工作负担。第二，教师的权益保障体系不完备。首先，与其他职

业相比，教师的工作具有其独特性，包含着许多诸如备课、培训、

家校沟通等隐性工作内容。部分教师长期牺牲自己的个人休息时

间开展课后服务活动，处于连轴转”的状态，工作强度大。其次，

教师开展课后服务的津贴和补助落实不到位，严重影响了其工作

积极性。

3.被遗忘的课后服务立场与课后服务的价值失序。不均衡的

课后服务资源分布和分配为“双减”背景下中小学课后服务的

公平性带来隐忧。其一，课后服务或将加剧薄弱校资源劣势，引

发马太效应。课后服务使得学校教育比重增加，校际资源质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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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影响课后服务的实施效果，这加重了薄弱学校的资源劣势。

各地区教育发展不均衡，城乡之间、校际之间存在教育资源差距。

与享有丰富优质资源的优质校相比，薄弱校基础不足、设施落后、

师资贵乏,开展日常教学工作已是捉襟见肘，学生在课后服务时

间大多处于“自然生长”的状态。其二，部分地区通过购买数字

教育资源的方式赋能课后服务，却由于教育信息化的程度不同而

使得课后服务加大了学生的发展差距。一方面，由于各地教育信

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存在差异，贫困地区的学生相对而言可获

得资源较为匮乏。另一方面，不同地区学生的信息素养存在差异，

其技术使用技能也并不一致，这使得学生在课后服务时间使用数

字教育资源所获得的发展存在差距，加剧了潜藏的教育不公平。

其三，部分学校在课后服务时间段内开展“培优班”“拔尖

班”，将加剧学生学业表现的两极分化。此类学校将学生学业成

绩作为“培优班”的准入门槛以进行分层，为优秀学生组织习题

训练、知识拓展等活动。然而，一个学校的教育资源是有限的，

这种服务模式的运行仅满足了部分优秀学生的学习需求，扩大了

学生的学业成就差距。

(来源 《电化教育研究》2022 年第 5期《“双减”背景下

的中小学课后服务:问题检视与实践超越》高巍 周嘉腾 李梓怡

文)

◆双减后做好家庭教育指导的重点任务：1.强化家长主体责

任意识，树立科学家庭教育理念；2.引导家庭教育回归本真，创

设丰富多彩家庭生活；3.指导家长掌握儿童成长规律，保障儿童

心理健康；4.引导家长参与家校共育，为孩子成长创造良好环境。

四、【数说教育】

◆“教师温”到“教师热”能否实现

1.师范类院校及专业报考热度只增不减。近年来，部

属师范院校的专业组投档线飙升，2022 年华中师范大学北

京录取线最高分达 621。东北师范大学某些专业的录取分

数线甚至超过了浙江大学。此外，非部属师范院校录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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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线也水涨船高。说明教师逐渐成为高校学生的优选职业。

2.师范类院校毕业生就业现状。去向落实率：

2019-2020 届师范类院校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均比

全国本科高校毕业生高（毕业半年后，下同），但两者之

间的差距在逐年减小。2019 届师范类院校毕业生毕业去

向落实率比全国本科毕业生高出 1.08 个百分点，而 2020

届仅比全国本科毕业生高 0.48 个百分点。最新数据显示，

2021 届师范类院校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开始低于全国

本科高校毕业生，且两者之间相差 2.26 个百分点。

平均月薪近三年来，本科高校毕业生平均薪资有一定增

长。与全国本科高校毕业生相较而言，师范类院校毕业生毕

业半年后的平均月薪稍低。2019-2020 届师范类院校毕业生与

全国本科高校毕业生的平均月薪相差 490 元左右。但 2021 届

的差距达到了 717 元。



5

离职率近三届本科师范类院校的毕业生毕业半年内离职

率均稍高于全国本科高校毕业生，但两者的离职率差距并不

明显且逐年减小。2019-2021 届本科师范类院校毕业生毕业

半年内的离职率分别较全国本科高校生低 0.94%、0.92%；至

2021 届两者仅差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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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届本科师范类院校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薪

资均低于全国本科毕业生平均水平，但离职率却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

（来源 新锦成）

◆数字经济时代职业重构与青年职业发展：据 2010—2020

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我国一、二产业减员

增效，服务业增员增质；职业发展走向服务化、智能化、技术化、

多元化；数字经济推动全球职业结构变化。预计到 2030 年全球

劳动力市场职业岗位最大净增长将出现在医疗健康、科学、技术

和工程岗位中，而最大的下滑将出现在办公支持、客服服务和销

售、食品服务、生产及仓储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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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际观察】

◆科学教育发展五大国际经验：1.重视科学教育政策顶

层设计；2.对英才儿童和普通儿童实施差异化科学教育；3.

强化科学教师专业标准和队伍建设；4.完善科学教育支撑

体系建设。一是重视科学教育高层次专业人才培养。二是

成立专门的科学教育社会组织。三是强化科研教研对科学

教育的学术支持，包括创办科学教育学术期刊、推进科学

教育学学科建制、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专门的科学教育

研究中心等。四是设立专门的基金会并鼓励民间机构和组

织参与。5.构建科学教育多元协同发展生态体系。一是发

挥科技场馆沉浸式科学学习体验功能，包括开展开放式科

学知识普及和互动参与活动、通过馆校合作促进科学教与

学协同发展、综合运用新技术手段提高科学学习真实体验

等。二是利用科研院所等社会机构丰富科学教育机会，具

体举措有协力促进全民科学参与、设立多样项目和奖励激

发科学学习热情、推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回应数字化时代

的科学教育发展需求等。三是探索科学教育的家校社、媒

体等的跨界联动，包括开展整合式项目学习、构建家校社

协同育人模式、以高质量科学传播产品为中介发挥媒体的

科学教育优势等。四是利用科技竞赛促进科技创新人才选

拔与培养，典型做法包括通过严谨规范的赛事规则及流程

选拔优秀人才、以竞赛辐射对青少年创新和问题解决等能

力进行培养、给予优秀人才顶级深造机会以鼓励其投身科

学事业。（来源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

◆国际科学教育发展的启示：1.从国家战略高度规划科

学教育发展；2.加强科学教育贯通化与差异化发展；3.完

善科学教育支撑与保障体系建设。一是充分借鉴科普工作经

验，并吸取其他国家因平权运动等因素导致科学教育发展停滞甚

至反弹的教训，通过立法确立科学教育的重要地位，保障科学教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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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长效发展。二是统筹制定、完善针对英才教育体系建设、科

学教育内容建设、科学教师队伍建设、科学教育生态建设等关键

领域的政策。三是体系化构建覆盖科技英才学生筛选、科学教育

内容、科学教育教学、科学教育评价、科学教师职前培养与职后

培训、科学教育共建生态等要素的科学教育标准，推动我国科学

教育规范、高效发展。4.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科学教育生态

体系。（来源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

六、【学界视点】

◆三位一体协同育人的师范生培养模式优化。以协同育人作

为师范生培养模式改革的落点，为师范生创设临场教育情境，将

师范教育融人地方基础教育建立师范院校、地方政府和中小学

“三位一体”的 U-G-S 教师教育模式，是优化师范生培养模式的

题中应有之义。三位一体协同首人的师范生培养模式，从以下三

个方面推动落地运行。

其一,建设“命运共同体”。各方要积极利用彼此的异质性

资源，坚持“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原则，建设教师教

育发展联盟，在师范生培养与就业、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地方教

育发展规划制定等方面协同合作，以此构建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

的交集，促使三方互为鼎足，形成实现自身利益的合力。

其二，推动“校地融合”。高等师范院校应与地方政府建立

“更加紧密型”的合作关系，同时寻求地方基础教育行业的支

持，扩大师范生的培养场域,提升教育服务的深度和广度。

一方面，校地双方可结合地方教育事业发展需要和教育文化

资源比较优势在培养目标制定课程体系设计、课程资源开发、教

学改革研究、实践基地建设、培养质量评价等核心环节协同创新;

另一方面，高等师范院校还要充分利用智力资源优势,协助地方

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开展中小学课程教学、教师发展、校务管

理和质量评价等领域的诊断改进工作。同时，还可以从地方基础

教育界遴选出一批具有深厚实力和广泛影响的一线专家,使其进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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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高等师范院校的教师队伍中推动师范教育理念和教育教学方

法创新，提高师范生培养的实践性和适应性。

其三,试行“教师学徒制”。培养师范生要按照地方政府引

导、高校为主、中小学参与的原则，鼓励采取“校校双师、学教

一体”的培养模式。具体而言，就是地方政府要将师范生培养纳

入地方教育发展大局来统筹，突出其整合师范院校和中小学的联

系作用，以师范院校为主导，结合中小学教育教学实际需要，确

定师范生培养目标及培养任务。再由师范院校和中小学各自承和

具体落实。师范院校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构建通专结合的课程体系

来培养师范生的健全人格与教育专业素养；中小学的主要任务是

通过采取“学教一体”的方式来提升师范生的教育实践技能。

(来源 《黑龙江高教研究》2021 年第 8 期《新时代我国师

范教育改革的几个关键问题》胡天佑 覃梦蒙 文)

◆师范类院校报考热成因：国家政策导向；薪资保障；“双

减”政策；社会背景影响；疫情的影响；传统观念的影响；师范

院校优势；高校大学生的职业理念。（来源 新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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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