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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资讯
【2023年第 9 期】

（总第 109 期）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3年 6 月 1 日

一、【关注】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二论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我们要建设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

国”。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是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教育强国的根本保证；坚持立德树人，是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的根本任务；坚持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的根本目标；坚

持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

强国的重要使命；坚持教育理念、体系、制度、内容、方

法、治理现代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的基

本路径；坚持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教育强国的核心功能。(来源 教育部新闻办 微言教

育 2023-06-01)

◆全面提升中小学生科学素质——教育部等十八部门联合

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近日，

教育部等十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

教育工作的意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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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系统部署

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支撑服务一体化推

进教育、科技、人才高质量发展。点击查看原文（来源 教

育部 2023-05-29 ）

二、【他山之石】

◆北京海淀区：通过设立班级心理委员、增设中学心理副校

长、开展青少年友好型心理诊疗等举措，在区域形成心理健康教

育、疏导、转介、诊疗的全链条闭环，覆盖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全时空。点击查看（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2023 年 5 月 18 日）

◆北京：开展第十五届中小学生科学建议奖活动，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融入丰富的科技教育活动中，引导广大中小

学生在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主动关注首都社会发展，

积极参与北京城市建设。点击查看（来源：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2023 年 5 月 19 日）

◆浙江桐乡：坚持普及与培养并重、校内与校外贯通，突出

前瞻性、衔接性与实践性，全域推进科教融合，构建政府、学校、

社会、家庭共同参与的青少年科技创新教育工作新体系。点击查

看（来源：中国教育报 2023 年 5 月 30 日）

三、【数说教育】

◆我国小学科学教师队伍建设的三个突出问题。教育部技术

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科学教学专委会于 2021 年下半年组织开展

了“全国小学科学教师队伍调查”，发现三个突出问题：1.小学

科学教师队伍结构严重失衡，以兼任教师和文科背景占主流；2.

小学科学教师的知识与信念薄弱，信息技术应用等实践性智慧有

待加强；3.小学科学教师专业发展羸弱，实验资源匮乏，缺乏精

准化和专业化培训。（来源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3 年第 4 期《我国小学科学教师队伍现状、影响与建议：基

于 31 个省份的大规模调研》郑永和等 文）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9/202305/t20230529_1061838.html
http://www.jyb.cn/rmtzcg/xwy/wzxw/202305/t20230518_2111043058.html
http://jw.beijing.gov.cn/xxgk/zfxxgkml/zfgkzcwj/202305/t20230519_3107348.html
http://jyt.zj.gov.cn/art/2023/5/30/art_1532836_58940213.html
http://jyt.zj.gov.cn/art/2023/5/30/art_1532836_589402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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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国教育】

◆美教育部教育技术办公室发布《人工智能与教学的未来》

报告

《报告》关键见解：1.人工智能使得新的互动方式成为可能；

2.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教育工作者应对学生学习的差异性；3.人工

智能支持强大的适应性形式；4.人工智能可以增强反馈循环；5.

人工智能可以支持教育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可以参与设计人工智

能工具，使他们的工作更出色，并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关注和支持

学生；6.人工智能增加了现有的风险，并引入了新的风险。

《报告》建议：1.强调“人在回路中”（Humans-in-the-Loop）。

在应用人工智能时，教师和其他人必须“处于回路中”，以便观

察模式并自动化教育过程；2.将人工智能模型与共同的教育愿景

结合起来；3.使用现代学习原则设计人工智能；4.优先加强信任；

5.知会和让教育工作者参与；6.将研发重点放在解决情境问题和

增强信任与安全性上；7.制定专门的教育指南和防护措施。

（来源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 张永军编译 2023-05-30）

javascript:void(0);


4

五、【国际前沿】

◆技能导向的经济社会转型——WEF 发布“技能优先”行动

计划

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发布的《2023 年未来就业报告》提

到，技能差距和无法吸引人才是阻碍企业转型的主要障碍。

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与普华永道于 2023

年 5 月合作发布了报告——《技能优先：行动框架》。报

告提出，“技能优先”方法有可能改变劳动市场的运作方

式，不仅给企业带来巨大利益，也将带动社会进步和经济

飞跃。

“技能优先”行动框架关键行动领域：第一，确定当

前和未来技能需求差异，并将技能映射到工作任务中；第

二，阐明职位技能需求，认可并使用基于技能的创新评估

方式；第三，教育部门、企业和政府共同开发并提供基于

技能的培训计划；第四，促进终身学习和获得基于技能的

学习机会；第五，创建基于技能的途径以促进发展和企业

重新布局。

（来源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 吴云雁编译 2023-05-16）

六、【学界视点】

◆国际视角：评价即学习

从国际视角看,在经历了“对学习的评价”(assessment

of learning)“为了学习的评价”(assessment for learning )

两个阶段后，“评价即学习”(assessment as learning)的理念

逐步成为当前国际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共识。

“评价即学习”强调评价本身就是一种学习过程，即评学融

合。例如，美国各州普遍在推进 K-12 评价体系的创新设计，目

的是使利益相关方能够更好地为每个儿童提供公平、优质的教

育。

美国对促进评价创新的观察结论与我国“双减”政策直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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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具有高度一致性。应试教育、考试高压、考试数据对教和学

的指导不充分等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教育评价面临的共性问

题。

在“评学融合”的大趋势下，重新思考评价对改进教学和学

习的作用,创造更加平衡、融合的评价体系以更好地支持教和学,

同时又能为政策和资源配置决策提供必要信息，这已经成为各国

教育评价改革的共同目标。

在新时代考试评价改革实践中,为了更好地实现“评价即学

习”的目标,需要重点注意以下两点:一是考试评价应以诊断和发

展为主要目标，评价结果不仅要回应考试内容改革中的某些关键

问题,促进考试更加科学、公平,还要回应教育发展过程中亟待解

决的问题,引导学生全面健康发展;二是考试评价应从多角度跨

学科视角出发,多措并举实现对学生个体和群体的全面评价,统

筹量化与质性两类评价方式的合理综合运用。（来源 《中国考

试》2023 年第 1 期《深化教育考试评价改革 推进中国式考试现

代化》关丹丹 文）

◆高等教育系统中不同高校存在的问题：一是新兴研

究型大学的发展问题。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之所以能够

得到蓬勃发展，主要得益于高职院校和民办高校数量的急

剧增加，而 20 世纪 80 年代后新建的研究型大学即新兴研

究型大学的数量较少，它们建校历史较短且和传统研究型

大学的发展态势有所区别，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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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合作办学的形式引进境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而组建的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大学，如西交利物浦大学、宁波诺丁汉

大学、昆山杜克大学等。另一类是独立筹建的大学，诸如

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西湖大学以及正在筹建的

雄安大学等。虽然上述新兴大学的办学层次高，但是办学

规模小。英国于 20 世纪 60 年代启动高等教育大众化，之

后新建的埃塞克斯大学、华威大学、兰卡斯特大学等都迅

速成长为研究型大学。与之相比，我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

化之后在新建研究型大学建设方面仍有所不足。二是高职

院校的发展取向问题。一方面，诸多高校想方设法升格为

本科院校，高职高专为让学生顺利进入本科不得不削弱职

业技术课程，致使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建设半途而废,同时

由于缺乏相应的升格条件遭遇发展瓶颈。另一方面，“专

升本”意味着学校从职业技术教育转变为理论性普通高等

教育，从多样化趋向同质化。不论是从院校自身发展还是

从系统多样性的角度，保证合理定位、坚持正确方向、提

升办学质量都应始终是学校发展的关键。三是老牌本科院

校的定位问题。不少老牌本科学校往往面临较大的定位问

题：一方面，它们因为未能入选国家的各类卓越计划而在

资源获取能力上无法与入选者并驱争先，发展日渐落后；

另一方面，它们希冀发展为研究型大学，却缺乏充足的科

研经费和博士点作为支撑，转型为应用型大学则心有未甘。

未入选“双一流”建设名单的老牌本科院校的定位问题值

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来源《高校教育管理》2023 年第 2

期 黄依梵 沈文钦 文）

（注：《教育改革资讯》电子版见：山东省教育科学

研究院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