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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资讯
【2023年第 7 期】

（总第 107 期）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3年 5 月 6 日

一、【关注】

◆新型大学组织与城市共生发展。新型大学组织是在经济

社会转型升级、城市竞争日趋激烈背景下大学与城市以新机

制新模式合作建立的高等教育机构。作为知识生产模式转型

的产物，新型大学组织具有不同于传统大学的特点，主要表

现为，具有独立自主、公益属性的组织性质，共建共享、互

融互通的组织体制，跨界流动、交互融合的组织资源，多元

治理、决策高效的组织管理，合作开放、创新创业的组织文

化。新型大学组织通过拓展传统的教学与科研职能，扮演区

域知识创新主体的角色，逐渐成为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的“动力源”和“加速器”。为进一步促成互利共生、

协同发展、良性促进的互动格局，需要健全新型大学组织设

置标准，完善高等学校设置工作体系；优化新型大学组织城

市布局，协调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理顺新型大学组织管理体

制，提升高等教育和城市治理水平；聚焦高质量发展，促进

新型大学组织与城市共生共荣。（来源《教育研究》

2022,43(09)）

二、【他山之石】

◆ 北京市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的新样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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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政策引领：聚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政策设计和机制创新；

2.区域群体实践创新：跨区域、跨学校的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实践

丰富多彩；3.学科教研一体化：思政课教研学段衔接和横向协作

迈出新步伐；4.学校实践改进：思政课课堂教学结构改革和实践

体验同频共振。点击查看原文（来源《中国教育学刊》2023 年

第四期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谢春风 殷蕾 文）

三、【发展预测】

◆2020—2035 年义务教育学龄人口规模变化趋势

1.小学学龄人口规模与结构的变化趋势与特征。小学学龄人

口规模在预测期内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从 2020 年的 10874 万

咸少至2035年的5620万～6314万，规模上减少了4560万～5254

万，这与基于“六普”数据的研究结论认为小学人口规模在 2025

年、2026 年或 2027 年达到峰值有所不同。“十四五”期间，小

学学龄人口规模将从 2020 年的 10874 万下降至 2025 年的 10090

万人(中方案),年均减少约 157 万，下降速度相对缓慢。在“十

五五”期间，低、中、高方案预测结果显示，小学人口将在 2030

年减少至 6832 万～6898 万，与 2025 年相比,规模减少了 3225

万以上，年均减少约 645 万。在“十六五”期间，低、中、高方

案预测结果显示小学学龄人口将在 2035 年分别减少至 5620 万、

5923 万、6314 万，与 2030 年三个方案预测的规模相比，规模分

别减少约 1212 万、942 万、584 万,即整体来看,“十六五”期间

小学学龄人口规模继续减少,但减速放缓。

2.初中学龄人口规模与结构的变化趋势与特征。初中学龄人

口总规模在预测期内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 2026 年达到峰值

5586 万后快速下降至 2035 年的 3173 万，这与基于“六普”数

据的研究结论认为初中学龄人口规模峰值出现在2029年或 2030

年有所不同。分不同时期看,在“十四五”期间初中学龄人口规

模持续增加，由 2020 年的 5021 万增加至 2025 年的 5507 万,年

均增长约 97 万;但“十五五”期间开始逐步减少，从 2026 年的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MTQyMjcxMQ==&mid=2649511787&idx=1&sn=6e42595bfa0053b308e90169ec1de3f5&chksm=878dc773b0fa4e65679e87976887e936d86f8b907a5354ef4dc56e1dca5f127283d38606d36a&mpshare=1&scene=23&srcid=0506ysDujDmnyeIWvev3iBCJ&sharer_shar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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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86 万减少至 2030 年的 5141 万,年均减少 111 万;“十六五”

期间快速减少，将从2031年的 4794万减少至2035年的 3173万,

年均下降 405 万。

3.义务教育学龄人口的城乡结构及变化特征。第一，按照常

住人口测量的义务教育人口的城乡结构。义务教育学龄人口主要

分布在城镇地区，且其城镇化率还在进一步上升。其中,小学人

口的城镇化率将由 2020 年的 60.50%逐步增加至 2035 年的

78.02%,初中学龄人口的城镇化率将由 2020 年的 58.25%增加至

2035年的77.34%,即到2035年,有超过3/4的义务教育学龄人口

分布在城镇地区。第二，按在校生规模测量的义务教育学龄人口

的城乡结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口城镇化加速,教育城镇化也

在快速推进,但与人口城镇化不完全同步。教育城镇化的进程可

用在校生的城镇化率来测量，例如，义务教育在校生的城镇化率

主要指在城镇就读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占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

规模的比重。根据历年教育统计年鉴可知，义务教育城镇化快速

推进,义务教育在校生的城镇化率由 2012 年 68%增加至 2020 年

的80.3%，而同期的人口城镇化率从2012年52.57%增加至63.89%,

即义务教育在校生的城镇化率平均比同期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高出约 15 个百分点。其中,小学在校生的城镇化率从 2012 年的

62.23%增加至 2020 年的 77.15%，初中在校生的城镇化率从 2011

年的 77.05%稳步提高到 2020 年的 87.0%。

为更好地预测 2020--2035 年义务教育在校生的城乡分布,

本研究根据 2012—2020 年小学在校生的城镇化率和初中在校生

的城镇率与对应年份的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的差异，对 2020—

2035年小学和初中在校生城镇化的发展趋势进行假定:小学在校

生的城镇化率将从 2020 年约 77%逐步上升至 2035 年的 86%，初

中在校生的城镇化率将从 2020 年的 86.9%逐步上升至 95.9%。

(来源《教育研究》2022 年第 12 期《2021—2035 年城乡学龄

人口变化趋势与特征—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预测》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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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龙 史毅 胡咏梅 文)

四、【数说教育】

◆代表委员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调研与建议

调研发现过去 3 年,受疫情影响,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更加凸

显,不少学生出现了网络依赖、亲子关系紧张等问题。(曾旭晴代

表)

孩子面对压力时缺乏有效疏解的方法，家长工作压力也大,

陪伴孩子的时间不多,孩子有倾诉的欲望，却不能及时得到解答。

(杨善兹代表)

青少年心理问题低龄化倾:向越来越突出。心理学专业出身

的老师少,很多学科老师兼任心理健康教育,影响了心理健康教

育的效果。(张淑琴代表)

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原因很多样也很复杂，如疫情防控期

间的压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都给青少年带来了身体和心理上的

影响。(王淑英代表)

不少学校没有心理教师的编制,即便有专职教师,心理课的

开设也较少，往往是等到学生出问题了才去疏解、干预。(孙晓

颖代表)

对策建议

要为学生规模超过 1000 人的学校配齐专职心理教师，并且

在工作中注重对教师进行持续的心理健康培训。(张淑琴;代表)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要做到等同于学科教育,要转变观念,把中小

学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日常教育教学，通过每一名教师的努力，及

时关注和满足学生的发展性心理需求。(杨善站代表)

在健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加强师资培训的同时,将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纳入教育督导评价体系并加强考核。(张忠凯委

员)

人工智能不仅可以应用到青少年心理健康管理平台搭建,提

升青少年心理筛查覆盖率和预警准确率,还可以帮助搭建医教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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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互通的干预追踪闭环管理体系，建立绿色通道及转诊转介机制,

实现分层分类的干预追踪。(刘庆峰代表)

学校要积极与学生家长开展沟通，引导家长正视学生心理健

康问题，帮助其充分认识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同时，通过家

长学校、家访和班级群等渠道，帮助家长掌握科学的青少年心理

健康知识。(樊董伟代表)

尽快将心理治疗和普通医院心理科的心理咨询有序纳入医

保范围，或者针对学生群体实行心理治疗费用减免措施。(马珺

委员)

(来源《中国教育报》2023 年 3月 7日《让灿烂阳光照亮青

少年心田—代表委员热议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程旭梁丹文)

五、【国际观察】

◆日本出台措施预防学生自杀行为

日本 2022 年学生自杀人数达 512 人，是有史以来的最高数

字。2023 年 2 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向各都道府县、政府法令城市

等教育委员会发出通知，呼吁开展预防学生自杀工作，包括及早

发现学生的焦虑和忧虑。具体而言,考虑到学校长假结束时自杀

人数往往会增加,该通知要求学校在长假前进行问卷调查和教育

咨询，用学生终端监测学生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并鼓励家长在学

校长假期间在家里关注他们的孩子。2022 年 10 月，经内阁批准，

日本政府在全面预防学生自杀计划中将 3 月定为“预防自杀月”

该通知同时指出“学生自杀情况极其令人担忧，特别是高中

男生的自杀人数比前一年增加了 38 人”。有关学生自杀的原因

和动机，日本警察厅 2021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学生对学业失败

和对入学考试的担忧正变得越来越普遍，这是引起学生自杀行为

增加的重要诱因。

目前，日本文部科学省制定的有关预防学生自杀的具体措施

包括在学校进行早期发现，促进家长对其子女的家庭监测以及在

学校内外强化学生心理健康监测活动，其中一项具体要求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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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在早期发现有忧虑和困难的学生，在学生长假开始前对学生

进行问卷调查和教育咨询，并与每个学生单独谈话”。

(来源 微信公众号“上师大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2023

年 3 月 16 日陈川编译)

◆德国“教育链”生涯教育战略的典型特征。1.促进形成良

性循环的德国社会职业生态环境；2.从“阶段干预性”的职业指

导走向“终身预防性”的生涯教育；3.体现教育多样性与互补性

的强烈可渗透特征；4.体现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相结合的国家导

向。（来源 《比较教育研究》2023 年第 1 期董冠妮 文）

六、【学界视点】

◆推动新型大学组织与城市共生发展的思考。1.制定新型

大学组织设置标准，完善高等学校设置工作体系。一是完善大

学异地分支机构设置标准。新型大学组织形态具有混合性、跨

界性，与传统大学存在较大差异。二是完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设置标准。三是完善大学境外办学机构设置标准。2.优化新型

大学组织城市布局，协调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一是鼓励东部高

教资源密集地区大学到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举办新型大学组织。

二是支持中西部省会知名大学辐射周边县市举办新型大学组

织。三是支持引入国际优质大学教育资源和向国外输出中国教

育经验。3.理顺新型大学组织管理体制，提升高等教育和城市

治理水平。一是健全内外部协同治理体系。二是强化外部保障

体系。三是完善质量监控和教育评价体系。教育主管部门、第

三方教育质量评估机构、新型大学组织三个层面需共同参与质

量监控。4.聚焦高质量发展，促进新型大学组织与城市共生共

荣。一方面，城市需要优化创新生态系统。另一方面，新型大

学组织要大力开展科技创新活动。（来源《教育研究》

2022,4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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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