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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资讯
【2023 年第 19期】

（总第 119期）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3年 11 月 25日

一、【关注】

◆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教育力量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提供根本遵循

1.体系化成果：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文化篇；

2.里程碑意义：凝结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

成果。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1.在“两个结合”的融通和贯通中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

的文化生命体；

2.展现出一个自信自强、开放包容、守正创新的文化新格局。

（三）坚持“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展现新时代教育工作

新气象新作为

1.凝心铸魂，巩固教育系统师生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2.“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文化力量。

一是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上下功夫；二是在“深化内化转化”

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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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文化人，将文化自信贯穿立德树人全过程。一是紧紧抓

住课程建设“主战场”；二是紧紧抓住课堂教学“主渠道”；三

是紧紧抓住教师队伍“主力军”。

（来源《人民教育》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小平、刘紫涵 文）

二、【他山之石】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了关于印发《关于

深化上海市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通知提出了对于高校教师教学工作量评价的改革意见，鼓励

教师加强教学研究，提高教学业绩和教学研究在职称评价中

的权重。通知还提出要改进高校教师学术科研能力评价，不

应以 SCI（科学引文索引）、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等论

文相关指标作为评价的前置条件和判断的直接依据，不得简

单规定获得科研项目的数量和经费规模等条件等。( 转自《高

校决策参考》2023 年第 17 期）

◆浙江省财政厅会同省委组织部、省教育厅联合印发了

《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学科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重点

支持建设高水平大学培育学科即登峰学科、优势特色学科、

一流学科（A 类）、基础学科等。省普通高等学校学科建设专

项资金将用于支持浙江省内普通本科高校开展与学科建设相

关的人才引育、科学研究、国际交流、社会服务等活动，提

升普通高等学校学科建设水平。（转自《高校决策参考》2023

年第 17 期）

三、【数说教育】

◆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的满意度。新锦成调查显示，用人

单位对 2022 届毕业生的总体满意度达到 98.71%，对毕业生政治

素养、专业水平、职业能力等方面的满意度均呈较高水平。其中，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政治素养的总体满意度（99.02%）稍高，对毕

业生专业水平的总体满意度（98.67%）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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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对不同层次高校毕业生的满意度。从不同层次

学校来看，用人单位对普通本科高校 2022 届毕业生的总体

满意度（98.88%），略高于高职院校（98.53%）。

2022 届毕业生中，“双一流”建设高校（99.50%）和

“双高计划”建设院校（98.81%）从用人单位获得的满意

度分别略高于非“双一流”普通本科高校（98.83%）和非

“双高计划”高职院校（98.46%）。但对“双一流”建设

高校 2022 届毕业生感到“满意”的用人单位占比要比对非

“双一流”普通本科高校的用人单位占比高出近 10%。

◆不同性质用人单位对高校毕业生的满意度。从不同性质

用人单位来看，对 2022 届毕业生总体满意度最高的前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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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中初教育单位（99.32%）、党政机关（99.27%）、

中小微企业（99.23%）、三资企业（99.16%）和大型民营

企业（99.14%）。

◆不同行业用人单位对高校毕业生的满意度。从不同行业

用人单位来看，对 2022 届毕业生总体满意度最高的前五名

分别是房地产业（99.45%）、教育（99.43%）、制造业

（99.42%）、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99.29%）和金融业

（99.23%）。

（以上数据来源 《新锦成》 2023-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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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际观察】

◆美国教育委员会将改革高校分类框架。近日，美国教

育委员会与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宣布对《卡内基高等教育

机构分类》进行一系列改革，将对高校的分类方式做出重大

改变，采用更加透明的方法评定“R1”等级，为最高研究水

平设定明确门槛，并全面转向多维度分类，以反映当今高校

的多样性。“R1”等级大学指提供最高级研究活动、可授予

博士学位数量超过 20 的研究类大学。

※机构分类的新维度：目前对院校的分类基于单一的标

签，通常是院校授予学生的最高学位，如硕士学位授予院校、

博士学位授予院校等。今后院校将基于多个标签进行分类，

以根据更多特征对院校进行分组，如规模、地理位置、所提

供学术项目的类型，以及更全面的学位和证书情况；

※更明确的 R1 门槛：在 2025 年的卡内基分类中，将通

过一个明确的门槛来定义最高研究称号：研究总支出 5000 万

美元，可授予 70 个研究博士学位。在新方法中，任何研究支

出和授予博士数量达标的机构都将被列为 R1 级；

※承认博士学位机构以外的研究：分类系统将包括“研

究型大专院校”这一新类别，用于识别那些提供少量或不提

供任何博士学位的大专院校开展的研究，例如只为本科生服

务的院校正在进行的研究。在不属于 R1 或 R2 分类的前提下，

任何在研究方面花费至少 250 万美元的机构都将被纳入这一

类别。（转自《高校决策参考》2023 年第 17 期）

五、【教育评价】

◆教育评价本质特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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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教育评价研究》李云生 文中图）

◆用评价撬动教育改革，关注新时代教育评价的九大转向。

1.教育评价改革，就是以评价的方式，回到教育（改革）的初衷

和原点；2.教育评价具有育人价值，内含“育人力”“学习力”

和“生长力”；3.教育评价改革，在根本上是教育价值观的转向；

4.教育评价改革，同时也是思维方式的转型；5.教育评价需要兼

顾两个尺度——客体的外在尺度和人自身的内在尺度；6.教育评

价改革一定要有学生立场；7.要对现有教育评价方式的局限有充

分警醒与认知，实现多种评价方式的互补协同；8.教育评价改革，

最终要落到校长和教师的评价能力那里去；9.每个区域和学校的

评价改革，需要在把握前沿中，找到合适自己的参照系。（来源

华东师范大学 李政涛 教授文 ）

六、【学界视点】

◆研究职能确立后大学育人功能弱化的表现：其一，

大学教育目标从价值性的道德中心转向中立性的知识中

心，弱化了育人功能；其二，教育内容性质与结构从全

面整体走向分化和专业化，进一步削弱了大学的教化效

能；其三，教育方法从知行合一走向知行分离，教师角

色从学者转变为专家，育人的实践性遭到破坏。

◆服务职能发展后大学育人功能异化表现：首先，办

学目标开始强调实用与功利；其次，服务职能使大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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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结构、知识生产目的以及教师的职业气质发生变化，

育人功能发生扭曲。

◆立德树人与大学育人本位复归之可能： 1.坚持全

面发展德育为先，强化大学育人本体功能；2.遵循育人

功能递减性和补偿性规律，探索育人新路径；3.重申教

师学者身份，提升教师育人能力。

（来源 《高等教育研究》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刘振天教授 文）

◆高等教育应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承担六大任务。一是培

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二是着力提升科研创新能

力和学科建设水平；三是提升高校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能力水平；四是为教育对外开放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五是

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六是在深化改革创新中激发活力。（来

源 《中国教育报》清华大学副校长 杨斌 文）

（注：《教育改革资讯》电子版见：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