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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资讯
【2023 年第 13期】

（总第 113期）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3年 8 月 1 日

一、【关注】

◆教育部：编制《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为推动高质量

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怀进鹏强调，从教育大

国到教育强国是系统性跃升和质变，编制《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

要》必须着眼国家需要、人民期盼，充分发挥教育的战略先导作

用，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增强我国教育的国

际影响力。一是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牢把握“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核心课题，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促进学生身心

健康、全面发展，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扭转教育功利化倾

向。二是夯实基础教育基点，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着

力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推动城乡一体化，更

好适应支撑人口经济社会结构变化。三是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

用，全面提升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推进卓越工程师和卓越医师培养，繁荣哲学社会科学，

根植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动态调整优化高校学科专业设置，打

造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

力。四是推动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抓住教育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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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

会、学习型大国。（来源 微言教育）

二、【他山之石】

◆天津市深化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思路。一是注重

项目推动，强化分阶段发展；二是注重特色定位，强化“分

层+分类”发展；三是注重协同推进，强化捆绑式发；四是

注重过程指导，强化可持续稳步发展。（《人民教育》2023

年第 11 期 乔盛、龙祖胜等执笔）

◆上海：发布《全面建设高质量幼儿园的实施意见》，到

2025 年，总体上促成学前教育发展机制更加科学有效、发展过

程更加可观测可持续、发展结果质量人民更满意，全市学前教育

整体水平在现有基础上全面提升。点击查看（来源：上海教育

2023 年 7 月 21 日）

◆浙江：印发《浙江省义务教育课程实施办法（试行）》，

通过本轮课程实施，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进课程教材，坚持德育为先、提升智育水平、加强体育美育、

落实劳动教育，进一步转变育人方式，积极构建凸显素养导向、

满足个性发展需求、具有浙江特色的义务教育课程实施体系。点

击查看（来源：浙江省教育厅 2023 年 7 月 17 日）

三、【数说教育】

◆高职“好就业”专业。新锦成研究院《2023 大学生就业

质量研究》从毕业去向落实、薪资收入、对口就业情况、就业满

意度和工作稳定性等 5 个方面进行数据分析。

1.薪资收入。 从近三届专科毕业生纵向对比来看，毕业生

平均月薪整体呈上升趋势。分专业来看，平均月薪前五名的专业

是（括号内数据为平均月薪和薪酬满意度）：光电技术应用（7100

元，92.77%）、道路桥梁工程技术（6298 元，88.78%）、石油

化工技术（6022 元，90.08%）、应用化工技术（5939 元，89.54%）

和电厂热能动力装置（5909 元，84.35%）。

http://edu.sh.gov.cn/xxgk2_zdgz_xqjy_02/20230721/c12aa4f5e8a843f5aa48b08fbdb3a728.html
http://jyt.zj.gov.cn/art/2023/7/17/art_1532973_58940505.html
http://jyt.zj.gov.cn/art/2023/7/17/art_1532973_589405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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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口就业情况。分专业类看，2022 届专科毕业生就业的

专业对口最高的专业类是临床医学类（92.18%）和公安管理类

（88.07%）。分专业来看，最高的前五名是口腔医学（97.31%）、

铁道车辆（94.77 %）、临床医学（93.85%）、铁道信号自动控

制（93.78%）和医学检验技术（92.80%）。

3.就业满意度。分专业来看，2022 届专科毕业生就业满意

度最高的前五名专业是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98.68%）、种子生

产与经营（98.44%）、文化市场经营管理（98.25%）、铁道供电

技术（98.17%）和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98.17%）。

4.工作稳定性。从近三届专科毕业生纵向对比来看，各专业

大类的离职率有所波动，但大部分专业大类 2022 届的离职率较

2021 届有所增加。2022 届专科毕业生离职率为 32.79%，较 2021

届（30.94%）和 2020 届（31.32%）有所提高，2022 届工作稳定

性有所下降。分专业来看，2022 届专科毕业生离职率最低前五

名专业是铁道车辆（5.36%）、铁道信号自动控制（6.38%）、测

绘地理信息技术（8.06%）、铁道供电技术（8.26%）和数学教育

（10.00%）。

5.就业质量综合对比。据近三届毕业生纵向对比数据显示：

专科毕业生在毕业去向落实和工作稳定性方面有所下滑，而薪资

收入、对口就业情况和就业满意度方面向好发展。分院校来看，

2022 届专科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最高的学校类型是农林类院

校（89.26%），其次是理工类院校（87.63%），再次是医药类院

校（86.14%）。

考虑毕业去向落实、薪资收入、对口就业情况、就业满意度

和工作稳定性等 5 个方面，从 2022 届各专业大类专科毕业生横

向对比来看：能源动力与材料大类、水利大类、交通运输大类、

装备制造大类、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生物与化工大类的就业质

量相对较好，各有 4项指标优于专科毕业生总体水平；公共管理

与服务大类、文化艺术大类、电子信息大类、农林牧渔大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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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传播大类、食品药品与粮食大类、公安与司法大类的就业质量

相对较差，

（来源 新锦成研究院《2023 大学生就业质量研究》）

四、【国际观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建立“技能迁移”认证体系。2023

年 6 月 19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启动了一项

名为“技能迁移”（Skillsets in Transit）的能力建设课程。

该课程旨在通过自主学习、专家演讲和互动活动等方式，支持

教科文组织各会员国的主要利益攸关方通过终身学习的视角

培养知识和技能，以确保对所有人先前学习的认可、验证和认

证（recognition、validation and accreditation，RVA），

尤其是移民和难民。（来源 上师大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胡

睿编译）

◆日本培养高中生财经素养。为提升学生的财经素养，

培养学生的理财观念，日本在 2022 年 4 月正式将金融教

育列入 “学习指导要领”，并成为高中生的必修课程，

以激发学生对“投资”、“资产”、“物价”等经济概

念的兴趣。（来源 上师大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陈川编译）
◆英国发布了《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框架》。框架从知识

生产、知识发展、知识运用、知识交流、数字文化和数字基

础设施等六个方面明确了未来重点发展领域，系统绘制了高

等教育未来蓝图。该框架拟定六大优先领域和具体要素，以

清晰的结构指导战略愿景的规划与发展。

第一，知识创造与创新。发挥知识为政策制定提供信息的

功能，加强研究与合作，提高知识对区域、国家和国际的影

响。具体包括：数字视野、支持研究、鼓励创新和扩大影响。

第二，知识发展。支持高等教育机构内部的知识开发，确

保利益相关者能在数字环境中学习、工作和发展，加强数字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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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学与评估。具体包括：课程开发、数字化学习、数字化

教学和学习体验。

第三，知识管理与运用。获取信息和数据以支持研究和教

学，整理、保存、管理、共享和使用信息数据为决策提供信

息。具体包括：信息管理与使用、数据管理与使用、业务智

能和决策制定。

第四，知识交流与合作关系。利用数字技术促进沟通交流，

通过数字技术帮助利益相关者实现特定目标。具体包括：沟

通、协作、参与共同体和关系管理。

第五，组织数字文化。数字技术的使用影响组织的价值观

和实践，增强数字文化和数字领导力以推动有效治理和组织

变革。具体包括：数字文化与思维模式、组织认同、组织福

祉和组织变革。

第六，数字基础设施。提供适当资金以完善数字基础设施，

确保设施符合标准，稳健安全，并为其提供有效管理。具体

包括：稳健的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连接、数字支持和地产管

理。

（来源 上师大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赵星妮编译）

五、【学界视点】

◆开展高校分类评价应明确五个重点。1.明确分类评价的重

大意义和思路目标；2.明确高校的合理分类和配套措施；3.明确

分类评价的重点和关键考察点。一是明晰高校领导班子绩效考核

导向；二是突出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三是加强有组织科学研究；

四是强化经济社会服务支撑。4.明确分类评价结果的运用方向。

一是服务决策咨询；二是督促问题改进；三是支撑督导评估。5.

明确分类评价工作的组织实施。一是成立高校分类评价考核工作

组；二是建立高校分类评价智慧监测平台；三是组建高校分类评

价专家和技术团队。（来源 中国教育报 作者 张伟）

◆高等教育要真正成为教育强国龙头,需要四个重新认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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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其一,重新认识高等教育活动，就是要认识高等教育在

国家发展中的价值，而不仅仅是个体的价值，这是对高等教

育使命的启蒙。其二,重新认识高等教育规律,就是要探索

“基于教育办教育”与“跳出教育办教育”之间的平衡，这

是对高等教育规律的启蒙。其三，重新认识高等教育发展模

式就是要探索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阶段高等教育发展

的“本土逻辑”，就是“后发国家”在借鉴多年他国经验的

基础上，建立支撑本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制度，这是对教育功

能的启蒙。其四，重新认识高等教育本质职能。育人既是高

等教育的基本职能和本质职能，也是衡量高校贡献度的根本

标准；这既是简单的道理，也是把高等教育办强的规律。因

为，中美博弈其实“博”的是人才。（来源 《高等理科教

育》2023 年第 4 期 邬大光文）

◆产教深度融合须强化城市和企业两个主体。首先要培

育遴选好产教融合试点城市，建立健全国家和省两级试点体

系。国家层面重在遴选，通过发掘、认定、推广优秀城市案例，

营造全国各地学习先进、争做典型的良好氛围；省级层面重在

培育，鼓励支持省域内各城市提高主体意识，打造错位优势，

竞相申报试点。其次要培育建好产教融合型企业，制定完善国

家和省两级认定标准。国家层面重在遴选和推广，省级层面重

在培育和引导。最后，国家和省两级要加大激励扶持政策的供

给力度。既要把优秀城市和企业遴选出来，又要给足激励与支

持，加快形成产教良性互动、校企优势互补的产教深度融合发

展格局。（来源 光明日报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

续教育研究所所长王新波 文）

（注：《教育改革资讯》电子版见：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