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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资讯
【2023年第 3 期】

（总第 103 期）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3年 4 月 2 日

一、【关注】

◆ 教育部：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1.举

旗定向明确战略方位；2.登高望远明确目标任务；3.系统

思维明确科学方法；4.挺立主心骨铸魂育人；5.弘扬新风

尚润心化人；6.建立常态长效新机制；7.构建多方联动新

体系；8.塑造智慧赋能新格局。（来源 《人民日报》）

二、【他山之石】

◆江苏：强化资源供给，高标准推动省级智慧教育平台与国

家平台充分贯通，以教育数字化催生学习新样态。点击查看（来

源：中国教育报 2023 年 2 月 18 日）

三、【教育热点】

◆2023 年度十大教育热点前瞻。1.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

治教育一体化建设；2.开展读书活动；3.加快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4.继续把“双减”摆在突出位

置来抓；5.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6.深入推进“双

一流”建设；7.加快构建融通融合融汇的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8.推进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9.纵深推进教

育数字化战略行动；10.进一步完善教育评价改革相关配套

政策。（来源：《中国教育报》2023 年 03 月 02 日第 6 版）

http://jyt.jiangsu.gov.cn/art/2023/2/21/art_57810_107636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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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说教育】

◆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趋势分析—以浙江省十年实证调查

为例。1.现阶段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式将日趋复杂严峻；2.高校毕

业生就业流向多元化的趋势更明显；3.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

的比例难以自发地在短时间内提高；4.高校毕业生毕业初期获得

社会保障齐全的岗位较为困难。（来源 《现代大学》2022 年第

5 期《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监测及其提升策略研究—以浙江省十

年实证调查为例 王向东 张应敏 孙铁燕 文 》）

◆高校毕业生“慢就业”心态成因分析。所谓“慢就业”，

是指毕业生不着急就业,而是选择游学、在家陪父母以及继续等

待机会自主创业等方式，慢慢考虑人生道路的现象。调查发现，

以下四个维度是造成学生慢就业心态形成的主要因素。1.社会职

业多元发展，学校知识体系与人才需求脱节；2.大学生职业生涯

规划不清，就业准备不足；3.大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缺失，就业

期望过高；4.大学生就业主动性不强，依赖心理严重。（来源《合

作经济与科技》2022 年第 17 期《大学生“慢就业”现象调查》

王嘉怡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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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网站发布 2022 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推荐成果公示名单，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位列第八。（来

源 麦可思研究 2023-01-08 ）

五、【国际观察】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数字学习现状调查》报告。

调查结果显示：超过 70%的数字学习平台不提供离线功能。只

有高收入国家49%的平台及低收入国家18%的数字学习平台可

以离线运行；67%的数字学习平台只能提供静态的内容，如视

频和教科书的 PDF 文件；只有 22%的数字学习平台有使残疾儿

童能够访问的功能；84%的数字学习平台提供了能使用本国所

有民族语言的功能。报告呼吁决策者、私营部门、研究机构、

国际和地方组织采取一系列的方法。包括将数字学习纳入国

家政策和计划；增加提供专门用于数字学习的资源；解决数

字和使用鸿沟；培训和赋权教师及学校领导者等等，创建和

加强包容性的数字学习平台及内容。（来源 上师大国际与

比较教育研究院 2023-01-09）

六、【学界视点】

◆要让人才培养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北京市政协委

员、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赵忠认为，当前高校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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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面临就业压力，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学生的培养方向和社会

需求的匹配度不够，同时叠加了疫情带来的冲击。要解决大学生

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从长期来看，要让人才培养与社会经济发展

需求相适应。一方面，高校在专业设置、培养方向上更紧密地和

社会结合；另一方面，高校要更好地和社会合作，利用好实习实

践等培养方式，让学生更好地满足岗位需求。同时 赵忠认为，

劳动力市场技能群体的培养，既是学校的责任，也是企业的责任。

因此，企业在招聘过程中也需要调整预期，不能急功近利，对工

作经验有过高要求。（来源 《新京报》赵忠 文）

◆学校开展家庭教育指导面临着三个现实问题：1.学校家庭

教育指导蕴含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互动，寻求公私领域之间

的平衡是学校家庭教育面临的任务；2.承担家庭教育指导意味着

学校现有结构的功能性改革，探求学校家庭教育指导的边界是学

校结构进行功能性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3.学校家庭教育指导表

现为制度化教育对非制度化教育的介入，在这一过程中学校教育

的专业性、家庭教育的自主性面临挑战。（来源 《中国教育学

刊》2023 年第 1 期《论学校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边界及其启示》

王东 文）

◆新时代教育考试评价的创新趋向。1.测评对象：从小数天

才到全体学生；2.测评内容：从外显知识到内隐品质；3.测评方

式：从简单单一到综合多元；4.测评用途：从对学习的评价到为

了学习的评价。（来源 《中国考试》2023 年第 1期 刘贵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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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