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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资讯
【2023年第 6 期】

（总第 106 期）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3年 4 月 30 日

一、【关注】

◆科技部印发《高质量培养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人才行动方案》

科技部火炬中心印发《高质量培养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人才行动方

案》，要求，“十四五”期间，科技部火炬中心将以全面提高我

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为宗旨，以优化人才供给

结构、强化技术经理人市场化配置、搭建完成人才培养支撑体系

为目标，推动我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人才队伍建设向高质量发展

阶段迈进。并布置了多项重点任务，包括推动人才培养工作规范

化发展、升级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功能等。《方案》提出，

到 2025 年要培养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人才超过 10 万人;要打造职

业技术经理人队伍，到 2025 年，各类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相关

机构从业的职业技术经理人不少于 1 万人;到 2025 年，全国建成

人才培养基地超过 50 个，建成不少于 300 人的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顾问队伍。(来源 澎湃新闻 2023-03-17 )

◆ 国办印发《关于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措施全力促发展

惠民生的通知》 多举措涉及高校毕业生。拓宽渠道促进高

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鼓励企业吸纳就业；鼓励引导

基层就业；支持国有企业扩大招聘规模；稳定机关事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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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岗位规模；实施 2023 年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来

源 国务院办公厅 2023 年 4 月 19 日）

◆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的战略意义。1.全面提高人才

自主培养质量是为党育人的必然要求；2.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

质量是为国育人的必然要求；3.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是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题中之义。4.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

量是破除西方科技封锁的客观要求；5.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

量是造就科技创新人才的必然要求。（来源 《中国高校社会科

学》2023 年第 2 期《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的战略意义和

本质要求》 杨晓慧 文）

二、【他山之石】

◆北京：印发《北京市中小学智慧校园建设规范(试行)》，

加快智慧校园建设，打造智慧教育新高地。点击查看（来源：北

京市教育委员会 2023 年 4 月 14 日）

◆上海：发布 2.0 版本《中小学生欺凌防治指导手册》，明

确学生欺凌认定的四个要素、五个常见形式和常见领域、八种常

见错误观念等，为学校、教师、家长、学生等提供清晰的操作指

引。点击查看（来源：法治日报 2023 年 4 月 27 日）

◆《中国教师发展报告 2022》成果发布会在东北师范大学

举行。该报告以我国中小学教师工作强度为研究切入点，聚焦教

师工作时间分配度、教师工作内容复杂度、教师工作精力投入度

和教师工作负担感受度四个方面，基于对我国 31个省市的 51381

名中小学教师的调查分析，揭示了我国中小学教师工作强度的现

实样态、面临的挑战以及问题的深层原因，提出了教师工作强度

的调试策略。报告指出，通过调研发现，中小学教师工作强度总

体水平偏高且呈现上升趋势。点击查看（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2023 年 4 月 18 日）

三、【热点聚焦】

http://jw.beijing.gov.cn/xxgk/zfxxgkml/zfgkzcwj/zcqtwj/202304/t20230414_3033157.html
http://education.news.cn/20230427/00c53d4239494fe8b8d516a0e7c330f8/c.html
http://www.jyb.cn/rmtzcg/xwy/wzxw/202304/t20230418_21110295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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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学生选科选考存在的问题。1.选科选考政策解读

的有效性有待提升；2.学校课程设置和课程安排不能满足学生选

科选考需求；3.选科选考指导的适切性不足和教师参与性有限；

4.选科选考中的多元发展指导需求尚未得到及时回应。（来源

《福建教育》2023 年第 7 期《普通高中学生选科选考现状及生

涯发展指导建议》龚兴英 文）

四、【数说教育】

◆中科院发布《2022 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

青少年抑郁风险检出率相较 2020 年有所下降。报告中显示，

约 14.8%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其中 4.0%的青少年

属于重度抑郁风险群体，10.8%的青少年属于轻度抑郁风险群体，

相比 2020 年的抑郁风险检出率(19.0%)有所下降。

西部或农村户口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总体更低。在控制了

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状况)后,

不同地区、不同户口所在地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得分仍存在显著

差异。西部地区青少年的抑郁、孤独、手机成瘾得分均略高于东

部和中部地区的青少年。农村户口的青少年的抑郁、孤独、手机

成瘾得分均略高于城镇户口的青少年。不过这些差异的效应均较

小。

家庭因素与青少年心理健康密切相关。报告中指出，住校、

父母外出工作这样缺少父母照顾与;陪伴的青少年有更多抑郁、

孤独、手机成瘾问题。家庭关系紧张父母不和睦的青少年的心理

健康风险更高。孤独是衡量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是个体社会关

系得不到满足时产生的负性情绪体验。总体. 上四成左右的青少

年有时或经常感到缺少伙伴、被冷落或与别人是隔绝的。

充足的运动和睡眠有助于提升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报告

显示，相较于 2020 年，青少年的睡眠不足状况有所好转，但睡

眠时长达到教育部倡导的学生睡眠时间的青少年仍是少数，青少

年的睡眠状况仍有待改善。此外，更充足的睡眠和运动量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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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青少年的抑郁、孤独和手机成瘾，也需关注青少年睡眠、运

动与心理健康之间的相互影响。

部分青少年可能对手机产生心理依赖。33.4%的青少年不同

程度地对“我不能忍受没有手机”表示同意，这表明这部分青少

年可能已对手机产生心理依赖。同时,青少年会花更长的时间在

手机上，有超过 1/3 的青少年可能因使用手机而影响了现实中的

学习和任务。

(来源 微信公众号“中科院心理所”2023 年 3 月 24 日)

五、【国际观察】

◆拔尖人才早起发现与培养的法国经验。法国教育体制本身

就带有非常强的选拔性。通过基础教育阶段的层层分流，将同龄

人中不到十分之一的最优秀人群送进有别于公立大学的“精英大

学”轨道，展开高等教育阶段的拔尖式培养。同时，在这一整体

教育体制之上，额外叠加了始自 3 岁的针对性拔尖人才培养的制

度安排。在拔尖人才早期发现方面采取：1.正视智力拔尖人群；

2.利用“智力早熟”标签；3.给每个教师一杆秤；4.精准区分“智

力拔尖”与“成绩拔尖”。在拔尖人才早期培养方面采取：1.

上升为国家统筹；2.“补短板”而非“拔长板”；3.有力配合本

国“高考”；4.搭建立体化的制度框架。（来源《人民教育》2022

年第 24 期《拔尖创新人才的体系化培养刻不容缓—以法国为例

的“举国体制”式国际经验的梳理与借鉴 王晓宁 文》 ）

六、【学界视点】

◆基层呼声：高考选科应结合学生实际情况理性判断。1.

首先关注各高校在京招生政策和最新出台的选科要求；2.根据个

人特点选择优势科目；3.关注学科间的关联度；4.共同协商，理

性对待亲子间选科分歧。（来源 《北京日报》2022 年 9 月 14

日 北京市广渠门中学年级组长 王丹）

◆以大职业教育观推动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党

的二十大报告在以往实践基础上创造性提出职普融通、产教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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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科教融汇，是一体实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契合点。职业教

育作为与经济产业结合最紧密的教育类型，要为教育优先发展、

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就必须与不同

教育要素开放重组、与各类产业要素和创新要素互动融合，以推

动职普融通为关键，以深化产教融合为重点，以科教融汇为新方

向，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1.以职普融通为关键为学生提供

多样化教育选择；2.以产教融合为重点促进产业链与教育链供给

匹配；3.以科教融汇为新方向服务国家创新驱动战略。（来源《职

教论坛》2023 年第 1 期 曾天山 文）

◆高等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校地命运共同体的推

进路线

1.集群整合，提质服务系统，充分赋能。第一，创优服务要

素。一方面，专业集群中重视创新方向。另一方面，技能上强化

经营管理。第二，培育服务方式。一方面，组织与个人全覆盖。

另一方面，效率与绿色全统筹。第三，激活服务渠道。一方面，

覆盖化基础上的定制化服务。另一方面，资产化基础上的双向化

流动。第四，畅通服务体系。一方面，培育“产—教—产”互嵌

式融合服务体系。另一方面，探索“文—产—文”递增式成长服

务体系。

2.创新增效，稳健产教平台，深度联动。在高等职业教育服

务乡村振兴战略中，构建以联盟统筹、空间互动为基础，“园区

—基地—中心”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校地命运共同体融合体系。

第一，多元统筹，城乡互动。第二，园区共建，产教一体。第三，

基地孵化，稳健对接。第四，中心培育，提能增效。

3.改革治理，重构协同秩序，长效发力。第一，明确核心主

体角色，五位一体治理。首先，政府发挥规划统筹的主要角色，

在农业、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税收等方面进行政策、

制度创新和资金、资源配套等战略推进，赋权赋能高等职业教育

服务乡村振兴。其次，高等职业院校承担改革供给的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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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办学定位、更新教育资源、丰富服务方式。最后，企业履行

社会参与、对接市场的主体责任，细化行业规范和职业标准，拓

展与延伸产教融合的宽度、深度。第二，变革校地合作关系，产

教同频共振。

（来源 《教育与职业》2023 年第 7 期 陶静 吕函霏 朱莎

文）

（注：《教育改革资讯》电子版见：山东省教育科学

研究院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