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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资讯
【2024 年第 3 期】

（总第 127期）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4 年 2 月 25 日

一、【关注】

◆ 教育部发布关于《校外培训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为规范校外培训活动，提高校外培训质量，

满足多样化的文化教育需求，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根据教育法、

义务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中办、国办

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

负担的意见》等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教育部在近些年集中

治理实践和深入调研基础上，研究形成《校外培训管理条例（征

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来源 教育部新闻办 微

言教育 2024-02-08）

二、【他山之石】

◆江苏常州钟楼区：打造“行走的思政课”，把“最难讲”

变成“最精彩”。江苏常州钟楼区由七所学校分别领衔七个主题，

与学校所在街道共同开发七条线路的思政课程，江苏省常州市钟

楼区打造的“行走的思政课”，不仅仅是一节课，更是区域内学

校系统化共享思政教育资源的平台。1.针对课程开展难点，顶层

设计区域一体的思政课；2.多方联动配置资源，搭好思政课的“脚

手架”；3.专兼职教师精准配合，多措并举提高教师专业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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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资源孕育课程，让课程活动兼具思想性和亲和力。（来源《人

民教育》2024 年第 2 期宋佳欣 陶玉祥 文）

三、【数说教育】

◆大学生“就业满意度高”城市公布。就业满意度是衡量大

学生就业质量的重要指标，由毕业生基于自己目前就业现状、就

业感受而得出的主观判断。薪资、福利待遇、就业环境、工作稳

定性、行职业发展前景等都可能对这个指标产生影响。2023 年

就业蓝皮书数据显示，近五年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持续

提升。

整体而言，本科电子信息类、高职铁道运输类专业毕业生的

就业满意度较高。具体到各专业看，2022 届本科毕业生就业满

意度最高的专业是医学影像学（84%），其后是网络工程（83%）、

播音与主持艺术（82%）、电子信息工程（82%）、微电子科学与

工程（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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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蓝皮书数据显示，职业方面，本科从事公检法、高职从

事交通运输类职业，就业满意度较高。具体来看，2022 届本科

毕业生就业满意度较高的职业类为“公安/检察/法院/经济执法”

（83%）、“计算机与数据处理”（81%）。2022 届高职毕业生

就业满意度较高的职业类为“交通运输/邮电”（80%）、农/林/

牧/渔类职业（79%）。

从三大经济区域来看，2022 届大学毕业生在京津冀地

区就业的满意度较高（本科：81%，高职：77%），其后依

次是长三角地区（本科：78%，高职：75%）、珠三角地区

（本科：76%，高职：73%）。

而在主要就业城市中，在北京、上海就业的 2022 届本

科毕业生就业满意度较高，分别为 82.8%、82.4%，之后是

杭州（80.1%）和无锡（80.0%），就业满意度都超过了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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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麦可思研究 2024-02-20）

四、【国际观察】

◆高等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国际经验。1.将可持

续发展目标纳入机构制度框架；2.将可持续发展目标嵌入大学课

程体系；3.合作开展研究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解决方案；4.加入全

球可持续发展网络联盟；5.评估和监测可持续发展进程。

◆高等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现实与可能。1.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思想引领；2.主动制定国别方案：制度保障；3.推进高

等学校能力建设：实践响应；4.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协同增效。

◆未来高等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可能呈现四个方面的

趋势。1.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将成为未来十年全球高等教育的政

策重点；2.高等教育需在经济增长、社会福祉和生态环境三个维

度实现价值创造；3.各国需考虑基于高等教育系统的特殊性制定

国别方案；4.高等教育机构应与其他行为体形成合力促进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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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教育研究》2023 年第 5 期 北京师范大学 马佳妮

文）

五、【教育评价】

◆教育部在人才评价方面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一是强化人才

称号荣誉性学术性内涵；二是坚决纠正“唯帽子”顽瘴痼疾；三

是推动“三评”改革走深走实；四是强化人才使命担当。

◆教育部回应人才评价改革取得的成效：一是形成了广泛共

识；二是配套政策体系逐步健全；三是部分领域教育功利化倾向

得到有效遏制；四是我国教育评价改革产生了良好的区域和国际

影响。

◆教育部回应当前在破“五唯”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障碍：一

是思想认识还不到位；二是能力建设还不平衡；三是外部环境还

不完善。

◆教育部下一步在人才评价改革方面的部署：一是持续深化

人才评价改革；二是强化国家重大人才工程牵引示范；三是完善

人才培养支持机制。指导高校积极支持各类人才发展，着力构建

“金字塔型”人才支持培育体系；四是加强教育引导和督促指导。

（以上来源 《光明日报》）

六、【学界视点】

◆教育强国与人的现代化发展。范国睿在《河北师范大学

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 年第 2 期撰文指出，现代化的教

育是促进人的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路径与方法，建设教育强国，走

向促进人的现代化发展的教育变革，需要坚持以人的自由全面发

展为核心，深化教育改革发展；需要从协同推进教育强国、科技

强国、人才强国战略入手，系统重构各级各类教育的内容与方法；

需要在乡村振兴中促进农村教育改革发展，补齐农业、农村、农

民现代化短板，着力提升农村人口现代化发展水平；需要以技术

赋能教育，打造创新教育新业态，助力人的现代化智慧发展；需

要建立与完善以促进人的现代化发展为核心的教育系统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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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保障体系。（转引自新华文摘杂志 2024-02-04）

◆弘扬教育家精神应具备的品质：1.教育报国之志是教育家

精神的人格底色。一是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听党话、跟党走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二是坚守教育基本规律，培养具有创新

潜质的时代新人；三是坚持以人为本，培养身心健康的阳光少年。

2.创新突破变革是教育家精神的实践表达。一是着力破解国家课

程转化落地效果有待提升的难点；二是着力破解灌输式学习方式

未得到根本转变的难点；三是着力破解数智化未能触及教与学改

革核心的难点。3.终身学习反思是教育家精神的专业修炼。一是

在持续学习中激发教育创新；二是在实干研究中感受价值提升；

三是在问题导向中实现自我革新。4.辐射引领带动是教育家精神

的责任担当。一是在辐射引领中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二

是在责任担当中凝聚基础教育改良智慧；三是在广泛交流中传播

中国教育时代强音。（来源《人民教育》2024 年第 1 期刘希娅 文）

（注：《教育改革资讯》电子版见：山东省教育科学

研究院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