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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资讯 
【2023 年第 8 期】 

（总第 108 期）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3 年 5 月 22 日 

                                                      

一、【关注】 

◆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关于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

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 年）》的通知。随着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学生成长环境不断变化，叠加新冠疫情影

响，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更加凸显。为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贯彻落实《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

行动的意见》，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提

升学生心理健康素养，制定本行动计划。点击查看原文（来源 教

育部-2023-05-11）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

教育司负责人就《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

行动计划（2023—2025 年）》答记者问。点击查看原文（来源 教

育部-2023-05-11） 

二、【他山之石】 

◆江苏无锡：出台指导意见，以培育“未来卓越工程师”核

心素养为引领，明晰各学段工程教育目标定位和实施重点，健全

中小学工程教育课程体系、优化工程教育学习环境、提升专任教

师能力素质、深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在全省率先构建各学段衔

接有序、一体推进的工程教育新格局。点击查看（来源：新华日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7/moe_943/moe_946/202305/t20230511_1059219.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271/202305/t20230511_1059225.html
http://xh.xhby.net/pc/layout/202305/11/node_7.html#content_1194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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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2023 年 5 月 11 日） 

◆上海：举行大中小学“劳模工匠进校园”推进会，探索劳

模精神、工匠精神、劳动精神与学校课程有机融合的新模式，创

新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的新格局。点击查看（来源：上海教育 

2023 年 5 月 12 日） 

三、【成果公示】 

◆教学成果奖获奖公示 

2022 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拟授奖成果公示，我省

46 项获奖。其中 3 项获一等奖、43 项获二等奖，省教科院 5 项

获二等奖。 

2022 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拟授奖成果公示，我省

66 项获奖。其中 5 项获一等奖、61项获二等奖。 

2022 年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拟授奖成果的

公示，我省高校牵头获奖 21 项，其中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9 项。

山东大学共获奖 13 项（一等奖 2 项，二等奖中单独获奖 4 项，

牵头获奖 5 项，参与获奖 2 项）。 

2022 年高等教育（研究生）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拟授奖成果

的公示，中国海洋大学牵头获奖 4 项，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牵

头获奖 5 项。 
（来源 教育部网站） 

四、【国际观察】 

◆欧洲：重视对数字素养教育绩效评估 

1.以国家测试的形式评估学生数字素养。数字素养测试的主

要目的有两个，一是评估和证明学生个人素养水平；二是收集可

用于支持学生、教师和学校改进学习和教学的数据。对学生个人

数字素养的评估是测试的重点，奥地利和挪威从小学阶段就安排

数字素养测试，希腊、丹麦和法国等 11 个国家和地区从初中起

组织测试，拉脱维亚只在初中阶段开展测试，保加利亚、匈牙利

和波兰等 9 个国家只在高中阶段进行测试。许多国家出于评估或

https://edu.sh.gov.cn/xwzx_bsxw/20230512/327ac73ce12e4d0ba71301e8cfc898d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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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目的而进行的数字素养测试仅涉及特定教育模式下的学生。

保加利亚、丹麦、马耳他和罗马尼亚等国要求高中生必须参加全

国统一组织的考试，以评估他们的数字素养水平。 

2.国家间互相承认毕业证书的成绩鉴定。欧洲有 23 个国家

和地区的中学毕业证书上有显示学生数字素养水平的信息。保加

利亚、马耳他和罗马尼亚等 3 个国所有中小学学生的毕业证书上

都提供此类信息，还有 20 个国家和地区则是将参加过相关科目

学习或通过有关数字素养水平期末考试的学生的成绩信息呈现

在证书中。证书上包含的信息各不相同，例如法国和塞尔维亚只

是显示最终成绩；马耳他和罗马尼亚的证书中除测试结果外，还

报告了在特定能力方面的成绩；挪威在证书上标注了学习时间。

上述国家的中学毕业证书上有关学生数字素养水平的成绩在学

生升学就业和取得相关资质时被普遍承认。 

3.积极推动数字素养测试手段的数字化。数字素养测试主要

包括考察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操作技能，但至今仍有一些欧洲国家

通过书面考试方式来评估学生的数字素养。一些国家对数字素养

测试的改革起步较早，保加利亚、丹麦、奥地利等 9 个已经推广

使用数字设备和数字技术开展学生数字素养测试的国家，采取的

是将无纸化答题与操作测试相结合的方式，既考察了学生的基础

知识，又测试了其操作水平。此外，法国、塞浦路斯和匈牙利相

关测试仅要求学生能够实际演示即可，而挪威只要求上机答题。

推动在国家测试中应用数字设备和技术来评估学生数字素养是

许多国家当前努力的方向。 

(来源《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 年第 1 期《中小

学数字素养教育的欧洲经验与启示》吴军其 任飞翔 文) 

◆标准与质量的统一：英国教师《早期职业框架》内容及

其启示。为了促进教师的高质量发展，英国教育部于 2021 年更

新了于 2019 年出台的英国教师《早期职业框架》。《早期职业

框架》体现英国教师教育政策发展的渐进性和延续性，凸显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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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教师发展过程中高标准与高质量的统一。我国在振兴教师教

育、不断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能力的实施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细

化中小学教师队伍在不同职业阶段的发展特点与专业需求。第

一，明确教师早期职业发展的多重维度与方向；第二，夯实教

师早期职业发展的重要学理与实践基础；第三，科学厘定教师

早期职业发展的标准与内容；第四，多重措施来保障教师早期

职业发展标准与框架的有效实施。（来源《世界教育信息》2023

年第 2 期 祝刚 等文） 

英国《早期职业框架》的涉及领域： 

 

五、【学界视点】 

◆加强科学教育和科学教师队伍建设 

原浙江大学校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杨卫院士提出我

国未来科学创新人才培养应坚持加大资源投入、适度规模、分类

造就和孕育科学文化等四项基本原则。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院士指出：强烈的学术好奇心、对

科学的坚强信念以及浓郁的学术氛围是促进杰出科技人才成长

的重要因素；要重视一流大学与学科建设以及高质量的教师队伍

对于杰出科技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 

华南理工大学校长高松院士提出加强基础学科教师队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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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加强基础学科教材体系建设、持续优化新高考改革方案以及

探索新型杰出人才选拔培养机制等建议。 

法国巴黎第六大学教授、法国科学院院士皮埃尔∙莱纳教授

提出：应鼓励更多科学家参与科学教师学科基础培训过程，培养

和储备高质量的科学教师队伍；同时，需要投人更多的课程资源、

实验资源和训练项目，以帮助学生形成批判性思维和科学素养。 

美国杜克大学终身讲席教授、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王小凡教

授指出：应在部分顶尖“双一流”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完善和独

立的科学教育体系，坚定推进和完善教授预聘制度、打造国际科

技人才“蓄水池”、完善科技人才评价机制以及积极推进国际交

流合作是构建完善和独立的科学教育体系的重要方式。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刘少雪教授提出：综合性大学具有科

研实力优势、跨学科生源优势以及资源投入优势，综合性大学参

与教师教育能够为我国中学科学教师培养模式提供新路径，但同

样也面临专业设置、招生方式和课程方案等方面的制度约束。 

王怀民院士认为，应持续推进以问题为导向的探索式教育，

注重提升教师的“问题导向式”授课能力。 

武向平院士指出，应着力解决科学教师待遇和职称晋升等现

实困境，同时科学家群体应积极参与到科学课程标准制定和科学

教师队伍建设当中。 

周忠和院士认为，科学教育体系的有机衔接对于培养拔尖创

新人才和高素质人才都非常重要，我国应当从中小学阶段开始就

要高度重视科学教育课程。 

(来源《科学与社会》2021 年第 3期《塑造未来人才竞争的

基石:我国科学教师队伍建设的现状与挑战—中国科学院学部第

六届科学教育论坛在深圳召开》闫昊 赵璐 文) 

◆我国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新样态的建议：1.思想

引领和政策保障，是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发展新样态的

发动机；2.教学资源优化和供给，是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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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态的外部保障；3.教师研修的一体化机制建设，是思政

课教学发展新样态的内部动力；4.教师讲述育人故事机制

和优秀案例交流机制，是思政课一体化新样态的生动体现；

5.线上线下教学资源交互共享机制，是思政课一体化新样

态的智慧活水；6.学校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融合，是

助推思政课一体化新样态的新时空。（来源《中国教育学刊》

2023 年第四期 谢春风 殷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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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