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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资讯
【2023 年第 20期】

（总第 120期）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3年 12 月 2 日

一、【关注】

◆习近平关于“人才自主培养”重要内涵和实质。对于高水

平创新人才的具体类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明

确提出要聚焦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

人才以及卓越工程师四类重点人才群体。1.核心要义是把人才培

养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2.根本要求是健全和完善以创新能力

导向的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3.关键环节是深化教育和人才培养

体制机制改革。（来源 《中国教育学刊》2023 年第 5 期 《论

习近平关于“人才自主培养”重要论断的生成逻辑、理论内涵和

实践指向》 方中雄 刘继青 文）

二、【他山之石】

◆北京市教委：撤销不符合首都产业发展的专业。北京市教

委近日发布通知，部署 2024 年职业教育拟招生专业设置管理工

作，不符合首都产业发展方向的专业将被撤销。各职业院校将结

合自身办学定位和特色优势，立足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建设、

聚焦“两区”建设，围绕北京高精尖产业发展、超大城市运行管

理、高品质民生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健全招生、就业、

专业设置联动机制，增强技术技能人才供给能力，提升职业教育

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匹配度。（来源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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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教育厅等十部门联合印发《海南高等教育学科专业

设置调整优化指导意见》。明确到 2025 年，优化调整全省高校

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新设一批适应四大主导产业发展的学科

专业，建好 70 个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和 20 个省级以上高水

平专业群，新增 1 至 2 个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约 50 个博士

硕士学位授权点。《意见》明确：

*统筹海南本地高校加强学科建设，充分利用引进的国内外

高水平高校学科专业优势，填补经济学、教育学等博士学位点空

缺，提高工学、理学、农学、医学的博士硕士学位点覆盖率；

*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类别结构，积极发展工学、

医学、艺术学等学科专业，不断提升相关学科专业人才培养规模

和比例；

*稳步发展文史哲教、理学、法学等学科专业，优化提升相

关学科专业层次和水平；

*调整优化经管和农学学科专业结构，适度控制旅游管理、

公共管理等人才培养规模，提升相关学科专业质量和水平。

（转自《高校决策参考》2023 年第 17 期）

三、【数说教育】

◆用人单位对高校的评价与建议。1.学校人才培养与社

会需求的吻合度。根据用人单位的调查反馈，普通本科高校

（97.48%）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吻合度略高于高职院校

（96.28%）。其中，认为普通本科高校人才培养“吻合”

本单位对人才需求的用人单位比例（77.99%）比认为高职

院校人才培养“吻合”本单位需求的用人单位比例（64.22%）

高出 13 个百分点。2.用人单位对学校人才培养的建议。调查

发现，有 50.82%的用人单位认为学校人才培养“已较完善”。

其他对于学校人才培养的改进建议则主要集中在“强化专

业实践教学环节”与“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适应社会需求”

上。（来源 《新锦成》 2023-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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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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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以 STEAM 教育推动文理跨学科学习

1.超越文理的框架组织课程

（1）结合学生、学校、地区的实际情况，以学校办学方

针为基础，打破文科和理科的界限从跨学科的角度组织和实

施课程；（2）将“学校办学方针”与“综合探究实践”的教

学目标之间建立联系；（3）发挥各学科教师的专业能力，构

建教师合作体系；（4）利用校外资源实现联动机制以减轻教

师负担；（5）积极推进 ICT 学习。

2.充实完善各个教学科目的探究学习活动

以各学科的教学目标为导向，根据学科特点采取与以往

不同的观念和思考方式，超越文理的视角丰富以处理实际社

会问题为内容的探究性学习活动。

3.增加综合探究活动的时间、拓展以理科和数学为中心

的探究活动

（1）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以跨学科的视角和方式探究

现实课题；（2）培养学生勇于试错并创造新价值的态度，助

力实现更美好的社会。

4.教育委员会等多方提供支援帮助

（1）考虑学校的实际情况，依据学校的教学任务提供课

程组织与实施方面的指导；（2）推进 ICT 学习的同时，与企

业、高等教育机构、社会教育设施、地方团体等开展合作，

通过将各个学校与校外人才等各种资源进行相互匹配，实现

教育课程面向社会开放。

文部科学省期望通过横跨理学、工学、艺术、人文社会

学科等各个学科领域的学习方式，培养学生发现现实问题并

提出解决策略的能力，以实现主体性、交互性的深度学习。

（来源《上师大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贾赟 编译）

五、【教育评价】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面临的挑战。1.破旧立新难度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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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成本大幅增加；3.部分改革的共识不足；4.外部评价制度不

健全；5.评价结果应用不足；6.评价专业力量不足。（来源 《教

育学术月刊》2023 年第 5 期《2022 年中国教育评价改革热点研

究》余蓉蓉 张宁娟 文）

◆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的四个关键环节。1.在政府评价上，

从政府教育履职评价入手破除自上而下的“五唯”导向；2.

在用人评价上，将以品德和能力为导向、以岗位需求为目

标作为改革方向，促进学生多元发展；3.在招生制度改革

上，加强高校多元录取及自主招生工作，为基础教育的各

项改革提供拓展空间；4.在综合素质评价上，强调评价结

果的公平真实及实质性应用，让“四个评价”真正落地。

（来源《中国考试》辛涛 文）

六、【学界视点】

◆职业教育贯通培养：满足升学与就业的双重需要。（来源

《光明日报》2023 年 8 月 29 日 《高分考生入读职校引发热议

——职业教育贯通培养，为何广受青睐？》 晋浩天 聂一丹 文）

◆职业教育贯通培养应建立贯通标准体系。未来的职业教育

贯通培养实践应从各职业院校的自主探索转向以标准化为依据

的时代，方能有效保证贯通质量。（来源 《苏州大学学报》（教

育科学版）2023 年第 2 期《我国职业教育贯通培养的实践审思》

刘磊文）

◆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的五种关系类型。1.互依

关系：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与继续教育存在单向资源互依关系；

2.控制关系：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存在双向管理控制关系；3.

竞争关系：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存在经费竞争和生源竞争关系；

4.破坏关系：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生源输入对高等教育产生“破

坏”关系；5.吞噬关系：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存在院校间的吞食

关系。（ 来源 《职教论坛》2023 年第 6 期 《统筹职业教育、

高等教育与继续教育协同创新：阻碍与对策——基于一般系统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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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理论的分析视角》 王启龙 文）

◆“三教”协同创新的运行机制。1.统筹共建机制：“三教”

协同创新体系建构的重要基础；2.沟通协调机制：“三教”协同

创新有效运行的关键路径；3.内生动力机制：“三教”协同创新

内生发展的核心动力；4.评价促进机制：“三教”协同创新持续

优化的有效手段；5.政策保障机制：“三教”协同创新有序推进

的有力保障。（来源《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3 年第 5 期《“三

教”协同创新的战略导向、内涵构成和运行机制》 王奕俊 王建

初 邱伟杰 文）

◆职业教育中高本贯通培养需完善专业教学标准。首先，要

遵循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规律；其次，推动企业行业技术融入标准；

再次，要凸显标准的“双创”特点；最后，推动责任分工落实。

清晰界定国家、地方和职业院校在落实专业教学标准中的职责。

（来源 《教育与教学研究》2022 年第 6 期 《现代职教体系下

中高本人才贯通培养路径研究》 张开江 苗兴国 文）

（注：《教育改革资讯》电子版见：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