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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最具国民度的话题之一，当属教育。
从学前教育、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职业教

育，每一项政策，每一份通知，都能牵动千万家庭
的心。

关于教育，没有简单的问题，更没有简单的、
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桩桩件件，都是硬骨头，
都要“死磕”，都要打持久战。

教育本身，承载着国人厚重的期待；“努力让
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是一
份庄严承诺。

2018年，改变依然在一点点发生。治理校外
培训，公布高中新课标，举行全国本科教育工作
会议……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新
征程，已经开启。

高中生要背的课文增加了。

2018 年 1 月，教育部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 年

版）》，正式公布了高中新课标。加强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是这次课标修订的重点之

一，其中，语文课标最突出。

变化不仅仅来自语文学科。实际上，这一新课程标准，是对教育部 2003 年颁

布实施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的修订。修订历时 4年，组织了 260多位专家参与。

教育部教材局局长郑富芝表示，本次修订的亮点之一是课标中首次研制了学

科核心素养和学业质量标准。它明确了学生学习该学科课程后应形成的正确价值

观念、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学业质量则是对学生方面发展状况的综合衡量，改变

过去单纯看知识、技能的掌握程度，引导教学更加关注育人目的。

为了适应新高考的要求，修订版本的方案中，也把高中学习内容分成了必修

课、选择性必修课和选修课。

高中课程是实现高中阶段育人目标的重要载体，也体现着国家意志。专家们

说，修订新课标，他们战战兢兢，十分慎重。而万变不离其宗，立德树人，素质教育，

贯穿始终。

高中新课标公布
古诗文背诵篇目增加

这一年，教育改革开启新征程
本报记者 张盖伦

它被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形容为“天大的事”。

2018 年年初，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

下简称《国标》）。这是向全国、全世界发布的第一个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我国高校共有 92 个本科专业类、587 个本科专业、56000 多个专业布点。

但是专业办得好不好，拿什么尺子来量？“质量为王，标准先行。专业是高等

学校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有了标准才能加强引导、加强监管、加强问责。”

吴岩说。

于是，2013 年 4 月，教育部委托 92 个专业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启动了《国标》研

制工作，前后历时 4 年多，先后组织了几百场工作研讨会和征求意见会。参与《国

标》研制工作的专家教授达 5000多人，其中还有两院院士。

首次颁布的国标有三大特点。一是既有“规矩”又有“空间”，形象地说就是“保

底不封顶”。二是既有“底线”又有“目标”，“兜底线、保合格”的同时，也对提升质量

提出前瞻性要求；三是既有“定性”又有“定量”。既对各专业类标准提出定性要求，

同时注重量化指标，做到可比较、可核查。

92个本科专业
教学质量有了国家标准

治理校外培训，是场持久战。

从年初就开始三令五申，到了年尾，教育部交出了一张初步成绩单——全国共

摸排校外培训机构 401050 所，存在问题机构 272842 所，现已完成整改 211225 所，

完成整改率 77.42%。

今年 2月，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

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强调要坚决纠正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学科

类培训出现的“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不良行为。8 月，国务院办公

厅发布了《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这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规范校外

培训机构发展的系统性文件。它突出问题导向，着眼于“谁来管”“管什么”“怎么

管”，提出了六方面具体措施，明确了相关任务和政策要求。

目前，教育部已建成全国统一的集规范、监管、举报、服务于一体的中小学生校

外培训机构管理服务平台，将陆续面向社会公布校外培训机构黑白名单等信息。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说，校外培训治理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也“仅

仅迈出了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改革征程的重要一步”。一切任重道远，必须

久久为功。

治理校外培训
四部委联合动真格

一大批面向基础教育阶段的全国性竞赛在 2018年暂时停摆。

2018年 2月，教育部发出公告，对规范竞赛管理提出了“明确管理权限、重新登

记核准、严格组织实施、强化日常监管、约束结果使用、推动社会共治”等举措，查处

了一些违规举办的竞赛活动。

9月，教育部办公厅又印发了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继续

强调原则上不举办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全国性竞赛活动。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

吕玉刚指出，竞赛数量要严格控制，清单之外的竞赛一律不得组织举行；要坚持公

益性，竞赛一律不得收费。

长期以来，各类竞赛特别是奥数类的学科竞赛，让家长在疲于奔命的同时又趋

之若鹜，形成了中国教育的怪圈。北京市第十八中学校长管杰表示，基础教育的各

种竞赛都纳入了教育行政部门管理之中，斩断了相关的利益链，大大减轻了家长的

经济负担。

向竞赛出手，是为了给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但从根源

上看，“竞赛热”还是因为教育发展不均衡。关键还是要加大区域教育的优质均衡

建设力度，让老百姓在基础教育领域有更多获得感。

清理规范竞赛活动
斩断竞赛利益链条

人工智能时代，高校重任在肩。

2018年 4月，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对高校提出了三

大类 18项重点任务，引导高校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提高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人

才培养和国际合作交流等能力。

时间表已经给出：2020 年，要基本完成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高校科技创新

体系和学科体系的优化布局；到 2030 年，高校要成为建设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

中心的核心力量和引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人才高地。

在人工智能生态链中，高校处于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

力的结合点，它要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提供科技和人才支撑。截至 2017 年 12 月，

全国共有 71所高校围绕人工智能领域设置了 86个二级学科或交叉学科，而教育部

也提出，要增加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招生指标，要科学合理、稳步有序扩大人才培

养规模。“我国高校要把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放在基础地位，把人工智能综合创新摆

在核心地位，从而把中国的高校建成全球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的重要策源地。”中国

工程院院士潘云鹤这样建议。

人工智能时代
高校也要C位出道

“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现象应扭转！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全国高等学校

本科生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这句话，一下子成了流传甚广的金句。

他在会议上强调的是，高教大计，本科为本；本科不牢，地动山摇。高校要回归

大学的本质职能，把“培养人”作为根本任务；要调整思路，把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

果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陈宝生特别指出，学生就应该刻苦读书学习。大学生的成长成才不是轻轻松

松、玩玩游戏就能实现的。他还专门强调，要改变学生轻轻松松就能毕业的情况，

真正把内涵建设、质量提升体现在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成果上。

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许晓东曾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让学生“严出”，不单是个管

理问题。归根结底，高校还是要从每门课上去下功夫，保证课堂有内容、有质量。

2018年 10月，教育部又下发《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

养能力的意见》等多份文件，专治“学生不好好学”和“老师不好好教”。这些文件的

目标也非常明确——到 2035年，形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水平本科教育。

本科不牢地动山摇
教育部给大学生“增负”

17岁的崔庆涛是在工地接到快递员电话的。那时，他正和父母一起拌砂浆。

快递员送来的是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崔庆涛一家是建档贫困户。父亲叫孩

子别担心学费。“等你们几个读出来了，我们家的好日子就来了。”类似的故事，每年

都会在高考录取季上演。崔庆涛们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上大学，也得益于国家学

生资助政策体系的建立健全。

据介绍，我国的学生资助工作做到了“三个全覆盖”，即各个教育阶段全覆盖、

公办民办学校全覆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覆盖，基本做到了“应助尽助”，在我国

基本实现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目标。

截至 2018年 8月 31日，已经有 384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办理了助学贷款，合

同总金额 275亿元，超过了去年全年贷款发放金额；截至 9月 4日，高校已报到新生

中有 13.6%的学生通过“绿色通道”顺利入学。教育部财务司副司长赵建军指出，

资助工作要从过去主要帮助解决学生学习费用的经济资助，发展到更加注重资助

育人的新模式上，教育和引导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正确面对困难。

高考录取季
国家资助为贫困生兜底

试行了十年的《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教育实施办法（试行）》废止

了。2018 年 8 月，《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公费教育实施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颁布，其标志着我国师范生免费教育升级为新时代的“公费教育”。

截至 2017年，已累计招收免费师范生 10.1万人，在校就读 3.1万人，毕业履

约 7万人，其中 90%到中西部省份中小学任教，许多中西部地区中小学实现了

接收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毕业生“零的突破”。

之所以在此时出台《办法》，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师范生免费教育是培

养高素质教师队伍的一项重要举措，为更好地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亟待在招生

录取、人才培养、就业履约、履约管理、条件保障等环节进一步完善政策。

此次“升级”，将公费师范生的履约年限由 10 年缩减到了 6 年，公费

师范生享受免缴学费、住宿费和补助生活费“两免一补”公费培养，以及

毕业后安排就业并保证入编入岗等优惠政策。“免费师范生”成为历

史，但吸引优秀人才从教、培养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的努力，

还在继续。

免费师范生
升级为公费师范生8

人工智能学科布局小中大学一贯制。全
国40所中学成为首批“人工智能教育实验基
地学校”，试点人工智能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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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来源于视觉中国本版图片来源于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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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年底的一篇关于远程教育的报道，引发了社会大讨论。

两百余所贫困地区中学通过观看直播，和名校成都七中同

步上课。多年来，有的学校出了省状元，有的本科升学率涨了

几倍。屏幕，真的能够拉近本该差异悬殊的教育的水平线吗？

有人认为，它看似不合常理，但奇迹确实发生了。中国

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杰夫研究成都七中网课模式十

余年，他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远程直播班是把最优质的教育

资源给到弱势群体，让偏远民族地区的孩子看到了希望。

有人认为，这是夸大了技术的力量。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副

研究员高政提醒，在讨论贫困地区有多少学生考上名校

时，还要注意国家政策这一“变量”——2012年起，教育部

等部委联合设计并实施了针对农村贫困地区的三个定向

招生专项计划，进入这些专项计划的学生，名校录取分

数线可以下降几十到上百分。“与理念的更新相比，技术

所能带来的影响有限。”高政说。

不管屏幕究竟能不能改变命运，但更多的人开始

关注偏远地区的教育质量问题。加大教育投入，发展

普惠教育，增强当地师资才是治本之策。

这块屏幕
可能改变命运吗？9

四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
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
的通知》，针对部分培训机构存在的无证无照、
超纲教学、组织竞赛等问题开展专项治理。

教育部设限，2020年前取消各类特长生
招生。

学校越来越松，家长却越来越“疯”，必须
减负。

教育部首绘本科教育改革路线图，开“药
方”专治不好好学和不好好教。

“影子教育”成热词，孩子们的很多课余时间
都交给校外培训机构，扰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