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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资讯
【2023 年第 23期】

（总第 123期）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3年 12 月 25日

一、【关注】

◆近日，《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印发。《意见》着重提出五个方面政策举

措：一是明确整体定位；二是强调深化认识，明确学术学位与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同等重要、分类发展；三是优化规划布局，区

分两类学位点重点布局方向；四是完善培养链条；五是重点领域

改革，以基础学科、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作为引领示范。（转自：

教育部政务新媒体“微言教育”）

二、【他山之石】

◆浙江温岭实施“安静校园”工程。一是一道“减法题”让

校园静下来；二是一个“方程式”让教学更稳健；三是一个“增

长极”让社会支持教育。（详见《中国教育报》2023 年 10 月 16

日 蒋亦丰 文）

◆“融通+”：打造全环境立德树人的“长清路径”。济南

市长清区结合区域优势和发展实际，以构建“融通教育圈”为抓

手，落实全环境立德树人核心任务。一是“融通＋阵地”，全

面盘活育人资源；二是“融通＋机制”，全面明确育人职责；

三是“融通＋宣讲”，全面营造育人氛围；四是“融通＋课

程”，全面优化育人活动；五是“融通＋实践”，全面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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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育人。点击查看原文（详见《山东教育报》2023 年 12

月 25 日王守松 文）

三、【数说教育】

◆“国培计划”农村教师弱参与的主要表现。第一，在国培

方案制定的过程中，尽管以高校为主的承训机构会向参与的农村

教师发放需求调查表，但从实际来看，回收率往往不尽如人意；

第二，在培训活动具体开展过程中，部分农村教师缺乏自觉性和

主动性，缺席、玩手机、聊天等现象也经常出现，由于农村教师

与培训专家双方的身体互不在场，培训专家很难就农村教师返岗

后遇到的实际问题给出切实有效的指导；第三，在培训结束后，

参训教师代表通常会就整体培训过程中的收获进行总结发言，但

从发言的内容上看，除了对主办方和培训专家表示感谢之外，在

谈及自身的培训收获时较多使用“拓展了视野”“教学理念得到

了提升”“学到了新的理论”等“报喜不报忧”的话语，而缺乏

对学习内容的深入反思。（来源《教育科学研究》2023 年第 8

期《场域理论视角下“国培计划”农村教师的弱参与：现实表征、

因由与化解》张文斌 文）

四、【国际观察】

◆《2023 年国际人才竞争指数报告》发布。2023 年 11

月，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发布《2023 年国际人才竞争指数报告》。

报告对全球 134 个国家的所有收入群体进行了研究，持续跟

踪研究过去十年的数据，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人才竞争的

六大趋势，以及各国和城市吸引和留住人才的对策建议。报

告指出，瑞士、新加坡和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具有人才竞争力

的国家，其他排名前十的国家为丹麦、荷兰、芬兰、挪威、

澳大利亚、瑞典和英国位居前十名；中国、印尼、墨西哥和

巴西等几个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在过去十年中进步最快。最近

几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出台政策吸引全球人才，提升国

际竞争力，总的看来，全球人才竞争呈现持续加剧的态势。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OTg0NzM3OQ==&mid=2248138591&idx=2&sn=c088b2d9c78e44cbf552ec69181124c6&chksm=e928ade3de5f24f5029fa0908be6ad4a697bd5f27d81fb512293b63da3d43cb676703afebf6c&mpshare=1&scene=23&srcid=1225UoSOd2eFPBuRFVwQFsvg&sharer_share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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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未来十年的人才竞争力的发展趋势，报告提出了六项关

键预测：

1.人才竞争力作为国家、城市和组织的竞争力、创新力

和地缘政治软实力的关键因素，将变得更加重要；

2.人才竞争将更加激烈，随着不确定性和国际紧张局势

的不断积累（贸易、投资、政治和外交），人才争夺战将日

益加剧；

3.在年轻一代不断变化的期望、新的经济模式和人工智

能等新兴技术的推动下，工作方式和模式将进一步转型；

4.城市和地区将成为新的人才战略和创新的先锋，对于

那些致力于成为人才中心的城市和地区来说，生活质量和可

持续性将是至关重要的资产；

5.以人才为重点的全球政策对于防止出现紧张局势、利

用人力和技术潜力建设一个更美好、更可持续和更平等的世

界至关重要；

6.技能和教育仍将是增强工人能力的重要工具，以此为

本国经济和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转自《高校决策参考》：2023 年第 19 期）

◆英调查发现：领导比教师更认为技术有助于提高学生成

绩。近日，英国教育部发布了《2022-23 学校技术调查（TiSS）》

研究报告。该调查的主要发现如下：1.一半以上的学校制定了数

字化战略，但教师参与不多；2.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的普及率小学

高于中学；3.信息技术最常见的应用场景是讲课，在评估中应用

较少；4.几乎所有的领导都使用技术用于学校管理；5.领导比教

师更积极看待技术对工作量和学习成绩的影响；6.领导对教师使

用技术的信心不足，而教师不是很认同。（ 来源 国际与比较

教育研究所 张永军编译自英国教育部发布的“2022-23

Technology in Schools Survey : Research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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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育评价】

◆用评价改革引导教育高质量发展

区域教育评价：重在教育质量观。第一，要看地方政府在支

持教育发展方面的公共政策到不到位，是否能促进教育高质量发

展；第二，要看教育管理体系是否完备畅通，是否已实现教育管

理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第三，要看对学校办学质量和对校长

的评价是否科学；第四，要看给予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有多大。

学校评价：重在过程和增量。学校的办学方向是至关重要的，

应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真落实到教育教学的每一个环节；

还要建立科学的学校评价体系。对学校办学理念和方法、办学水

平等方面进行发展性评价，看变化、看增量，进行动态评价，

不光看终结性的考试成绩，还要看培养过程。

师生评价：重在全面和专业。对学校的评价，最终还是要

落脚到学校整体的培养质量上，也就是要看学校里每一个老

师和学生的成长状况。对学生的评价，关键是要全面。对教

师的评价，应该采取学生评价和同事评价相结合的办法。对

教师要有发展性、综合性评价。主要关注三个维度：一是知

识，二是技能，三是态度。

(来源：《中国教育报》王殿军 文)

六、【学界视点】

◆推进教育现代化需聚焦三个关键主题

首先，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最为关键，但三方协同

也最为困难。实践中最大的难题是科技和教育在理念、目标、规

划、管理体制、实施机制上如何真正实现融合，并且找准人才发

展在其融合中的准确定位。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的立足点；坚持科技自立自

强，是其发展力；坚持人才引领驱动，是其牵引点。

第二，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这在逻辑上不难理解，但实践中还面临瓶颈。要树立要素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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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优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激发学校活力、形成内生动力，

都是难点。

最后，各级各类教育改革步入深水区最需要教育评价，但教

育评价的改革需要大力深化。评价标准是否合理，评价能否产生

激励力量，评价工具是否可学科性，单一的结果评价能否改进，

过程评价能否优化，综合评价能否健全等难题都有待攻克。

（来源《光明日报》2023 年 9 月 19 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教育何为》靳晓燕 文）

◆教育均等化措施何以造成“泛学区化”。付扬军、曲

卫东在《教育与经济》2023 年第 1 期撰文指出，学区房市场

的火爆屡屡触动家长们的神经，如何减轻家庭背负的教育负

担，让教育回归公平，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成为当前

及今后教育改革的重点。收集北京市 2016 年 6 月至 2019 年 8

月二手房月成交数据，以先后推行多校划片政策的朝阳区、

东城区、海淀区和西城区为研究对象，估算多校划片政策实

施前后四个城区学区房价格的变动，通过理论预期效应分析

探讨政策实施效果在不同学区类型内部的差异性，研究发现，

多校划片政策导致了划片范围内学区房的价格上涨了 1.7%，

相当于住房成交单价上涨 1287.02 元。从政策动态效应看，

多校划片政策的推行时间往往是在月末，因此当月住房价格

没有显著变化，从第二个月开始，住房价格迅速提升然后保

持平稳状态。进一步研究发现多校划片政策与分享组学区房

价格呈现负相关关系，而对受益组和均质组学区房价格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原本旨在促进教育机会公平的多校划片政策

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反而造成了“泛学区化”的现象。

引起义务教育阶段“学区热”问题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优质教

育资源的稀缺性以及空间分配的差异性。优质教育资源供不

应求造成了学区房市场交易的火爆，而空间分配的不均衡进

一步加强了供需矛盾。多校划片政策在小范围解绑了学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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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住房持有者可相对自由概率式地

对教育资源加以选择，但由于学校之间教育质量的差异性以

及学区之间分布不均匀，导致政策效应出现偏差。（转自《新

华文摘》杂志 2023-12-21 ）

◆ 2025—2035 年高等教育规模与经费需求预测。郭睿、

刘泽云在《教育经济评论》2023 年第 1 期撰文指出，基于我

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变动趋势和经济增长趋势并结合国际经

验，使用时间趋势外推法和国际比较法，对 2025—2035 年我

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和经费进行了预测，结果显示我国高等教

育规模和经费的适宜目标，即：2025 年、2030 年、2035 年我

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分别达到 63.4%、70.4%、77.4%，高等

教育在学总规模将分别达到 4885 万人、6292 万人、6897 万

人，高等教育经费将分别达到约 2.0 万亿元、3.1 万亿元、3.8

万亿元（按 2020 年价格计算），高等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例

将分别达到 1.48%、1.75%和 1.77%。根据这些预测结果，2035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发达国家目前的平均水平，

高等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例比发达国家目前的平均水平高

0.4 个百分点左右。由此应合理规划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保

证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变动趋势相协调；切

实提高高等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努力降低办学成本。（转

自《新华文摘》杂志 2023-12-08 ）

（注：《教育改革资讯》电子版见：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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