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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资讯
【2023 年第 22期】

（总第 122期）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3年 12 月 18日

一、【政策前沿】

◆11 月 28 日，国家标准委、教育部、科技部、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工商联五部门联合印发的《标准化人才

培养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 年）》正式发布。文件提出，

要创新标准化人才培养机制，完善标准化人才教育培训体系，

优化标准化人才发展环境，统筹推进标准科研人才、标准化

管理人才、标准应用人才、标准化教育人才、国际标准化人

才等各类标准化人才队伍建设，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

供强有力的标准化人才支撑。

二、【他山之石】

◆北京市高考综合改革新问题及建议。1.学生在改革政策维

度上认知不均衡；2.学生学习兴趣波动风险增加；3.选科群体特

征变动导致学情形势不清楚；4.生涯规划教育的针对性有待加

强。（来源《教育科学研究》2023 年第 8 期《北京市高考综合

改革效果研究——基于学生问卷的调研分析》张宇超 王耀宗 杨

君 文）

三、【数说教育】

◆中小学师德师风建设调查与建议。课题组在北京市五个行

政区 27 所中小学开展针对教师、学生、家长的问卷调查，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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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结论：第一，中小学师德师风建设整体偏好，学生和家长对

教师师德行为表现认同度较高。第二，城区学校师德师风建设整

体效果偏好，城乡结合部学校相对偏低，乡村学校师德师风建设

效果好于城乡结合部学校；办学水平越高的学校，师德师风建设

越好。第三，教师职称与师德师风建设效果呈现较为复杂关系，

获得初级职称和高级职称的教师在对师德师风建设效果的感知

中呈现向好拐点倾向。第四，师德教育对师德师风建设影响最大，

其次是师德宣传和师德监督，但教师对师德宣传和师德监督的认

可度偏低；师德考核对师德师风建设效果影响最小，但学校对师

德考核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师教育教学的积极性和自觉

性。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师德建设应注重教师劳动精神

的培养，以教师专业伦理教育为基础，注重分层开展师德教育，

促进教师形成师德自觉；第二，以符合受众群体需求逻辑的思维，

进一步促进师德宣传方式的多样化；第三，重申道德命令和法治

思维，加强师德治理；第四，保障教育公平，全面提升城乡结合

部学校办学水平，为师德师风建设提供良好环境。（来源《教育

科学研究》2023 年第 8 期《中小学师德师风建设进展及影响因

素研究——基于北京市师德的情况的调查》高慧斌 文）

◆八成受访家长对“双减”后孩子学习生活满意。（来源《中

国青年报》2023 年 9 月 14 日杜园春 文）

四、【国际观察】

◆应对“人口悬崖”：韩国教育的破解路径。1.为家长排忧

解难，解除后顾之忧。一是改变全社会的生育观念，构建易于生

养的社会氛围，二是解除幼年期的照料负担。2.实施“努里”课

程计划，提供普惠、优质的幼儿教育。3.构建学生中心课程体系，

面向未来培养学生能力。4.颁布《生涯教育法》，在基础教育阶

段积极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5.建立“学习、工作立交桥”，支

持成人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6.向内卷式教育竞争说“不”，

维护能力本位的教育生态。7.引进海外优秀人才补充人口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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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一箭双雕。（来源《比较教育研究》2023 年第 11 期《应对

“人口悬崖”：韩国教育的破解路径》姜英敏 王文静 文）

韩国小学托管服务类型

五、【教育评价】

◆科学评价 引领和驱动人才成长。1.以“多元分类”评价

构建赋分机制 拓宽职业发展赛道；2.以“实际贡献”评价

重构晋升机制 深度绑定人员和岗位；3.以标杆业绩评价为

导向 打通青年教师成长通道；4.以师德评价为引领完善人

才评价机制 夯实人才培养实效；5.“双导师制”为青年教

师的成长指明方向。（来源 里瑟琦科教观察 2023-12-09 江

西科技师范大学人事处处长 余薇）

◆跨学科主题学习评价的数字化赋能行动。杭州市天长小学

于 2021 年启动数字化评价系统开发，技术与评价深度融合，基

于“数据+ 证据”科学评估学生在跨学科主题学习中知识运用、

实践体验、协作交流、问题解决等能力发展水平，为优化学习和

教学改进提供决策依据。

（一）数智平台：“成长之树”数字化评价系统。1.实现长

周期、全流程、多模态数据的“一屏化呈现”；2.实现移动化、

多主体、全景式评价的“一站式操作”；3.实现评价任务进程的

“一体化管理”。

（二）素养导向：构建评价体系和评价认知模型。1.建立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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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导向的评价体系，让评价目标可测可评；2.建立评价认知模型，

探索人工智能个性化述评。

（三）更新工具：支持过程性数据的深度分析。1.编写数字

化评价指南；2.开发不同功能的评价工具。包括：支持信息加工

和处理的助学工具包；支持反思改进的阶段性诊学工具包；支持

AI 智能分析和个性化述评工具包。

（四）循证改进：基于证据的结果分析。1.依托数字化评估

报告，循证核心素养发展；2.依托评价认知模型，分析典型作品

和关键表现。

杭州市天长小学跨学科主题学习评价的思考：1.建立数字

化评价系统，从粗放型评价走向精准型评价；2.建立人机协同的

个性化述评，从“只见分”走向“看见人”；3.建立多学科数据

会诊机制，从单一型评价走向协商型评价。

（来源《基础教育课程》2023 年第 23 期《跨学科主题学习

评价变革的数字赋能行动——浙江省杭州市天长小学“成长之

树”数字化评价系统的构建与应用》王林慧 文 ）

六、【学界视点】

◆中小学创新人才培养的基本价值观。1.培养谁：坚

持创新面向人人，尊重每个学生的创新潜能发展；培养什

么：创新需要责任担当，重视与创新相关的社会情感因素；

3.怎么培养：全面落实因材施教，从人才的“掐尖”逐步

转向“普育”。第一，在中小学全面落实因材施教，构建

能够促进每个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选课走班”课程体系。

第二，要用“多把尺子”推进评价多元化，为学生提供发

展个性化的“冒尖”渠道。（来源《人民教育》2023 年第

18 期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

刘坚 文）

◆中小学创新人才培养的对策建议。1.切实减轻学生

和教师负担，为创新人才的发展提供空间。2.形成负面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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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并逐一核销，建立创新人才培养常态机制。3.逐级满足

学生个性化差异，为创新人才提供个性化课程；逐步加大

项目式试题比例，提升创新人才评价的命题质量。（来源

《人民教育》2023 年第 18 期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

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刘坚 文）

◆解锁大思政课的四个“流量密码”。1.用“见时见事”的

热点内容吸引学生；2.用“共情共理”的价值认同吸引学生；3.

用“求新变异”的创新形式吸引学生；4.用“全媒全网”的平台

传播吸引学生。《来源《人民教育》2023 年第 11 期郭晓芳 文》

◆我国基础教育“离人”问题的主要表现。其一，在教育立

场上，把儿童视为教育对象，而非自我教育的主体，导致在教育

教学中过度强调“教”的一端，“教育”活动异化为“教书”活

动；“教学”活动异化为“教授”活动，其结果，教育教学活动

超载，学生作为“自由人”的身份被消解；其二，在教育内容上，

知识崇拜主义盛行，课程知识明显超量超难，知识学习挤压了儿

童的生活空间，儿童作为“人”的多维发展难以展开，原本丰富

多姿的人性被窄化为理智性、被动性，儿童人性被误解；其三，

在课堂活动中，教学活动按照“教”的主线来设计，教师成为教

学活动的主宰者、导演者，儿童成了课堂剧的完成者、表演者，

成了教授活动的配合者、响应者，儿童的灵气、活力、激情日渐

消失，中小学课堂抹杀了儿童主体性的表达空间与话语机会。（来

源《当代教育与文化》2023 年第 5 期《当代中国基础教育面临

“三离”问题与破解》龙宝新 张雪凌 文）

◆教师跨学科教学能力的基本要素。1.价值认同：教师跨学

科教学能力发展的先决条件；2.知识理解：教师跨学科教学能力

发展的认知基础；3.设计能力：教师跨学科教学能力发展的核心

要素；4.实践能力：教师跨学科教学能力发展的必要保障；5.

发展意识：教师跨学科教学能力发展的内在驱动。（来源《全球

教育展望》2023 年第 8 期《教师跨学科教学能力的关键要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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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模型建构研究——基于混合研究方法》杜文彬 文）

（注：《教育改革资讯》电子版见：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