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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资讯
【2023 年第 16期】

（总第 116期）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3年 9 月 15 日

一、【关注】

◆3 部门发文，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为

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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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意见》部署

要求，切实办好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基础教育，教育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决定组织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

计划，发布了《关于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意

见》，明确将实施学前教育普惠保障、义务教育强校提质、普通

高中内涵建设、特殊教育学生关爱、素质教育提升、高素质教师

队伍建设、数字化战略行动、综合改革攻坚等重大行动。点击查

看原文（来源 教育部 2023-08-16）

二、【他山之石】

◆基础教育教研工作典型经验——山西：队伍保障+政策规

范+专业指导，以高水平教科研助推新课程实施。新课程实施以

来，山西省全面实施“五个二”工作举措，通过强化“两个保障

（成立教材工作组；制定《关于加强中小学教研体系建设的若干

措施》）”，健全“两套制度（建立完善新课程实施制度；建立

完善作业管理制度）”，用好“两支队伍（高中学科指导组和义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21/202308/t20230830_1076888.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21/202308/t20230830_10768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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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教学学科指导组）”，打造“两个示范（示范区和示范校）”，

确立“两项抓手（将项目化学习方式作为推动山西省新课程新教

材实施的有力抓手；将‘以考改促课改'作为教育评价改革实施

的有力抓手）”，扎实推动新课程、新教材深入实施。（来源 《人

民教育》 2023-09-05）

◆基础教育教研工作典型经验——湖南：提升教研工作服务

水平，支撑教育高质量发展

1.服务教育管理决策。湖南省聚焦课程、教学、作业和评价

等育人关键环节研究，形成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报告和决策建

议，推动“双减”、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和劳动教育等多个省级文件出台，近 5年，湖南省教科院教育决

策咨询报告获国家和湖南省领导肯定性批示 56 项。

2.挖掘培植典型经验。近年来，湖南省韶山红色研学、长沙

市“增值评价”、常德市“县域高中整体提质”、泸溪县“乡村

教育振兴”、双峰县“阅读教育”等经验在全国推广。

3.服务学校教育教学。在首届全国基础教育教材奖评选中，

湖南省编写的教材获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7 项。在 2022 年国家

级基础教育教学成果评奖中，湖南省获奖总数是上一届的 2.5

倍。

4.服务教师专业成长。强化以赛促研，举办中小学思政课教

师、班主任基本功竞赛、心理健康教师专业能力竞赛等活动。注

重引领示范，每年开展一次省级全学科教研活动，现场培训人数

4800 人，网上受训点击 9000 多万人次。

（来源 《人民教育》 2023-09-04）

三、【数说教育】

◆2022 年我国研究生满意度调查状况与结果分析。周文

辉、黄欢 等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2 年第 8 期撰文指出，

研究生满意度调查已连续开展 11 年，2022 年样本超过 10 万

份，研究生满意度从 2012 年的 63.1%上升到 2022 年的 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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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研究生对研究生教育质量总体上持认可态度。调查结果

显示：

1.不同研究生群体对研究生教育的满意度呈现均衡化的

趋势。从 2012 年到 2022 年，研究生满意度在性别、学位层

次、学校类型方面的差距明显缩小。总体而言，男性、博士、

低年级研究生的满意度更高。

2.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调查比例持续提高，且满意率高于

学术学位研究生。2014 年至 2022 年，专业学位研究生满意度

已连续 9 年反超学术学位研究生。然而，专业学位研究生的

培养过程中仍有待完善，拥有校外导师、进入实践基地参加

专业实践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占比偏低。

3.研究生对科研训练和指导教师的满意度较高。就科研

训练而言，研究生对科研补助的满意度较低，对科研训练提

升自身学习能力和学术素养方面的作用评价较高。就指导教

师而言，研究生满意度已经连续 11 年处于高位，其中对导师

政治素质、师德师风、学术水平和指导能力的评价较高，对

指导频率的评价相对较低。

4.研究生对课程教学、管理与服务的满意度有待提升。

就课程教学而言，研究生对课程体系合理性、课程内容前沿

性、课程教学作用的评价，低于对课程教学的整体评价。在

管理与服务方面，研究生除对图书馆评价较高外，心理健康

咨询、就业指导与服务、宿舍和食堂等方面服务有待改进。

（来源 《新华文摘》论点摘编 2023-07-27）

四、【国际观察】

◆教师教育改革创新的国际趋向。1.教师教育主体从封闭单

一转向多元协作；2.教师教育内涵从强化专业标准转向营造人文

精神；3.教师教育课程从遵循传统走向应势而变；4.教师教育保

障从完善教师入职门槛转向加强规范性衔接。点击查看原文（来

源 《中国教育报》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专项资助项目成果）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jcxNjg5NA==&mid=2652942509&idx=2&sn=42703333ea621e7ad8d2cd53c087aca5&chksm=8410681cb367e10a05850fd6f21604af0bab3606cc473e41fdb80ad423eef18efef28273a54d&mpshare=1&scene=23&srcid=0915Gwn0SW1G5MNPX8XkNBbY&sharer_share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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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技高中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经验

在美国完整的科技人才培养体系中，有一类实施“英才教育”

的中学，那就是科技高中。美国科技高中有着鲜明的科技教育特

色，在课程设置、教学实施、学生管理和评价等方面都突出体现

这一特色，其办学质量和发展水平很高，育人理念独树一帜。

美国科技高中课程设置的特色。1.课程设置具有很强的学术

性；2.课程设置是多样化；3.课程设置也体现出较强的个性化色

彩；4.课程设置还强调课程的跨学科和综合化。美国科技高中的

课程建设为科技人才培养提供了基本保障。不少课程的专业性和

难度甚至达到了大学基础课的水平，课程的难度随着学生接受能

力的提升而提升，不为学生的发展设限。美国大学理事会则搭建

了 AP 课程平台，形成了规模性的课程体系；大学也对科技高中

的 AP 课程建设提供支持，进一步丰富了科技高中的课程设置，

为课程的多样化和可选择性创造了条件。

美国科技高中的教学特色。1.在教学上尊重学生的差

异，认为“合适的就是最好的；2.在教与学方法上注重探

究，鼓励学生表达和展示自我；3.注重与大学的衔接和联

动，灵活安排考试。

（来源 《 人民教育 》杨明全、岳鑫等文 2023-09-08 ）

◆近十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教育援助战略实施应时而变的

特点。1.教育援助主体多元化，从“国际化”到“在地化”；2.

教育援助方式数字化：推动机制创新，实现数字化转型；3.教育

援助对象扩大化：关注儿童早期发展，呼吁青少年为未来做准备；

4.教育援助制度科学化：引入风险评估机制，实现教育援助可持

续发展。（来源 《比较教育研究》2023 年第 8 期《守正与创新：

近十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教育援助基本趋向——基于三大战略

计划比较》徐辉、罗志敏 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注发展中国家职业技术教育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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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

发布《建设更好的正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体系：中低收入

国家的原则与实践》，这份报告是对发展中经济体职业技术

教育挑战和改革的首份全球性分析报告。

报告显示，许多中低收入国家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体

系同技能和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无法满足未来几年职业

技术教育与培训需求的大幅增长。在中低收入国家，培训往

往达不到预期效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学习者面临困难、

教师缺乏支持以及培训机构的激励机制薄弱导致的。许多培

训机构提供的课程与学生或企业需求不匹配，教师准备不足、

设备陈旧等导致学生无法获得优质服务，消减了学生接受职

业技术培训以及进入相关行业工作的积极性。

报告提出，增加对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投资是当务之

急。数据显示，中低收入国家在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方面的

支出不及国内生产总值的 0.2%，而高收入国家则为 0.46%。

在未来 20 年里，人口发展趋势和较低水平教育的较高完

成率，可能会使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学生人数呈指数级增

长。报告指出，完善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体系可以持续有

效地支持就业和生产力发展，从而帮助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斯蒂芬妮亚·贾尼尼

表示：“青年失业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需

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关注、下定决心，并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提

供全纳的、可获得的终身学习和技能提升机会。我们要通过

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让青年掌握所需的技能和知识，使他

们不仅能够在当今的就业市场上脱颖而出，而且能够在瞬息

万变的世界中茁壮成长。”

（来源 《中国教育报》2023 年 8 月 31 日 胡睿 文）

五、【学界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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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书国：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

1.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的本质特征。教育

强国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思想的重要内

容，其主要内涵是：通过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一个教育综

合实力、服务能力和国际影响力强大的国家，构建全体人

民普遍享受具有世界先进水平优质教育的先进制度、公共

服务和保障条件，实现教育强国、教育富民，为全面建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提供强有力支撑。

2.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2035

年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总体目标可以设计为：以中国式现代

化为引领，以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高质量教育体系

为支撑，锚定世界级教育强国目标，深化教育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转变教育发展方式，全面提升教育综合实力、竞

争力和影响力，到 2035 年把我国建设成为教育综合实力强

大、教育国际竞争力影响力领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

强国。

3.清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的重点任务。（1）

进一步完善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教育体系；（2）加快建设现

代化高等教育强国；（3）全面提升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

能力；（4）构建服务于人的高质量发展的终身教育体系；

（5）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6）在

各级各类教育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构建高水平、高质量、

体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课程体系。

（来源 《人民教育》2023 年第 15-16 期 高书国 文）

（注：《教育改革资讯》电子版见：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