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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承载着国家的未来、人民的期盼。中办、国办

近日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下

称《意见》），一经公布便牵动人心。人们期待，这份纲

举目张的改革蓝图，能够进一步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

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

的现代教育提供制度支撑。

通读《意见》全文，现代教育、学生本位，可以说是

贯穿各项改革的关键词。不论是学前教育强调遵循幼

儿身心发展规律，义务教育强调建立以学生发展为本

的新型教学关系，还是健全德技并修、工学结合育人机

制的职业教育，以及强调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都可以看出现代教育理念的浸润。现代教育追求的是

人的全面发展，“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归根结

底要靠人才、靠教育，这也正是《意见》所致力的目标：

使各级各类教育更加符合教育规律、更加符合人才成

长规律、更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时代的前进方向也是教育改革的指针。我们处于

一个飞速变化的时代，各种科技进步不断涌现，以互联

网、新能源、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科技产业正在重塑整

个世界，对知识结构和教育体系也形成巨大的冲击，教

育需要适时而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培养学生终身

学习的能力。“营造健康的教育生态，大力宣传普及适

合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全面发展、人人皆可成才、

终身学习等科学教育理念。”《意见》中的这一要求，正

顺应了时代的潮流。相应地，政府和社会也要建立终

身教育体系，普及宣传最新的人文和科学知识，为民众

搭起终身学习的桥梁，为社会培养可塑性强、能持续学

习的人才。

不久前，教育部公布了“双一流”名单，相信这一国

家战略将有力推动中国的大学建设，使一批高水平大

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为建成高等教育

强国打下基础。而随着科研体制改革、科研评价机制

改革、高等教育管理方式等相关改革的推进，中国的大

学将加速高素质人才培养，提高国民整体受教育水平，

以迎接未来的高水平竞争。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中国由大国迈向强国，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对多元

多样的人才需求更加强烈，对高端创新人才的需求日

益紧迫。未来，需要将各项改革内容细化、量化，确保

能够落实到位。以前瞻性眼光看待问题，保障完成教

育改革主要目标，教育改革必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

基础。

作者：刘兴云
《人民日报》2017年9月26日

上海首批“高本贯通”
试点班开学

9月21日，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上海城建职

业学院、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召开

“高本贯通”新生的开学家长会，涉及“土木工程

（高职专业：建筑工程技术）”和“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高职专业：信息安全与管理）”专业。

大学和高职联合召开家长会，在申城尚属

首次。这背后，是沪上高等职业教育与应用型

本科贯通培养的探索。由此，“高本贯通”与

“中高贯通”“中本贯通”一起，构成上海现代职

业教育“中职—专科高职—应用型本科”贯通

渠道。

“高本贯通”也不同于现有“专升本”模式，

通过将本科相关要求提前3年在高职阶段进

行渗透教育，使学生尽早接触专业，也可通过

反复而循序渐进的知识传输和技能训练，使学

生的专业基础知识更为厚实，专业技能更加扎

实，技术应用与创新能力更强，职业生涯的发

展后劲也更足。

作者：彭德倩 焦 苇
《解放日报》2017年9月22日第10版

269所中小学、幼儿园
跻身江苏STEM试点学校

9月24日至25日，在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

院主办的江苏首届STEM教育大会上，各地中

小学及幼儿园展示交流STEM教育的一幕幕，

让人眼前一亮。会上公布了269所STEM项目

试点学校名单，这标志着江苏STEM教育迈出

一大步。

STEM是科学、技术、工程、数学4门学科英

文首字母的缩写。这一教育理念由美国提出。

2006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在国情咨文中公布

《美国竞争力计划》，提出知识经济时代教育目

标之一就是培养具有STEM素养的人才，并称

其为全球竞争力的关键。由此，美国在STEM

教育方面不断加大投入，鼓励学生主修科学、技

术、工程和数学，培养他们科技理工素养。

今年，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

又遴选公布覆盖全省各地城乡的243所中小学、

幼儿园，作为省级STEM教育项目试点学校，同

时印发《江苏省STEM教育项目学校建设指导

意见》，推动STEM教育实践进入新阶段。

作者：蒋廷玉
中国江苏网2017年9月26日

安徽各地扎实推进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记者9月26日从安徽省教育厅获悉，该省

各地各校在学生营养餐管理工作中，狠抓食品

安全管理，加强资金使用管理，加快推进食堂供

餐，全省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正扎实推进。

据悉，安徽省已建立学生营养餐从农田到

餐桌的食品安全和质量保障链条。教育、食药

监、农业等各有关部门协调配合，严格按照《食

品安全法》要求，建立完善采购、贮存、加工、配

送、分餐等各个环节的操作规范和流程，加强对

供餐企业的监管，坚持食品留样和校长陪餐制

度，确保食品安全。制订学校食堂管理一系列

规章制度，将食品安全责任分解到关键环节和

关键岗位，落实到具体负责人和责任人。

安徽省还制定了中小学食堂建设规划和建

设标准，投入资金14.5亿元建设食堂3456个，

建设面积102.4万平方米。安排专项资金，为

试点县供餐学校配备保温餐车、保温桶、冰柜等

设备，进一步改善供餐条件，大力推进学校食堂

供餐。

作者：陈婉婉
《安徽日报》2017年9月27日第2版

在经历各种猜测之后，世界一流大

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名单近日终于尘

埃落定。137所大学入围榜单，其中一

流大学建设高校42所，分为AB两类；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95所。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高

等教育学会第六届理事会会长瞿振元

说，这标志着我国“双一流”建设进入正

式施工阶段，也标志着加快高等教育现

代化、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进入了新阶段。

“基于国情的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选择”
“双一流”建设自 2015 年拉开序

幕。2015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第15次会议审议通过《统筹推进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

案》。10月，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

其中提到，多年来，通过实施“211

工程”“985工程”等重点建设，带动了我

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同时，重

点建设也存在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

交叉等问题，迫切需要创新实施方式。

《总体方案》中还强调，统筹推进“双

一流”建设，“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

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

随后，在2016年2月，教育部印发

的《教育部2016年工作要点》，明确要求

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2017年1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

发改委联合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

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

对遴选条件、遴选程序、支持方式等做出

具体规定。

根据《实施办法》，“双一流”建设分

三步走：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

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

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到2030年，更多的

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

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

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

实力显著提升；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

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人民日报评论称，这是第一次以

政府名义正式提出我国大学、学科要

在一定时间内进入世界一流前列的宏

伟目标。

瞿振元认为，“双一流”建设体现了

国家意志和国家责任。抓好“双一流”建

设，是基于我国国情的高等教育发展的

基本方法和战略抉择。

“不是推倒重来，而是继承创新”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211工

程”“985工程”先后被提出并实施，成为

高校的“风向标”。截至2011年，共有

112所高校进入“211工程”，39所高校

进入“985工程”。

在此次公布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

名单中，原“985工程”的39所高校全部

入围，另有郑州大学、云南大学、新疆大

学3所“211工程”高校新晋加入。在一

流学科建设高校的名单中，其余的“211

工程”高校全部纳入。

“双一流”建设与“211工程”“985工

程”到底是什么关系？是取代，还是升

级？一直以来议论不断。

直到今年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

陈宝生明确表示，“双一流”不是“985”

“211”的翻版，也不是升级版，更不是山

寨版。它是一个全新的计划，在“985”

“211”基础上，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

事业在新历史潮流下推向前进。

9月21日名单公布后，教育部有关

负责人答记者问时说，“双一流”建设实

施推进不搞全体发动、推倒重来，而是继

承创新，即充分考虑“211工程”“985工

程”等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基础，继承好已

有建设成效，同时创新建设管理模式。

第二届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山大学原校长黄达人认为，原“985

工程”大学都进入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建

议名单，原“211工程”大学都进入一流

学科建设高校建议名单。这一结果肯

定了以往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已经取得

的建设成效，这也是开展“双一流”建设

的一个重要基础。

“动态调整 有进有出 不搞终身制”
“建设高校实行总量控制、开放竞

争、动态调整。”在今年年初印发的《实施

办法》中，“双一流”建设的总体基调被确

定下来。

长期以来，伴随着高等教育重点建

设，事实上存在的封闭固化、重复建设等

问题一直饱受争议。名单公布之后，教

育部有关负责人特别强调，遴选认定不

是一劳永逸。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原

副部长杜玉波表示，这次“双一流”高校

遴选采取竞争优选、专家评选、政府比

选、动态筛选的方式，是认定“双一流”建

设高校，而不是确定“双一流”身份。“双

一流”建设，从方案设计之初就强调不是

终身制，不是固化的。

根据教育部有关负责人答记者问中

的介绍，建设过程中，对实施有力、进展

良好、成效明显的，加大支持力度；对实

施不力、进展缓慢、缺乏实效的，提出警

示并减小支持力度。对于建设过程中出

现重大问题、不再具备建设条件且经警

示整改仍无改善的高校及学科，及时调

整出建设范围。

据了解，“双一流”建设不仅在过程

中实施动态监测，实行动态管理，而且在

每一轮建设期末，进行评价，重新确定下

一轮建设范围，有进有出。

可以说，入围的高校并不是戴上了

“铁帽子”，建设不好随时有被摘掉帽子

的风险。人民日报在时评中指出，让已

经列入名单的高校居安思危，让未能入

选的高校看到方向与希望，真正激活高

等教育发展的一池春水。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任立楚同时

提醒，“双一流”建设的良好生态需要公平

有序的竞争来保证。但也要看到，竞争必

须公平有序、合理预期，要避免靠“排位

置”“争经费”“抢人才”搞“零和博弈”“恶

性竞争”，这样的竞争打乱秩序、破坏规

则，必须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

作者：孙 竞
人民网2017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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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充分展

示和讴歌十八大以来“砥砺奋进的五

年”，为更好地提升少年儿童发现美、表现

美的能力，激发他们热爱党、热爱祖国、热

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拟在《小学生时

代》“快乐美术”版创刊之际，举办“我浙五

年——小学生眼里‘砥砺奋进的五年’”

书画大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办、承办单位
主办：浙江教育报刊总社

浙江省教育学会美术教学分会

承办：小学生时代杂志社

二、大赛主旨
“砥砺奋进的五年”正是小学生快乐

成长的五年。这些小学生作为这五年的

见证人、亲历者，必能以其独特的视角、

特有的方式，别具一格地表达他们的真

切感受。

本次大赛以“我浙五年”为主题，用

书画的形式展现五年来浙江城乡的新发

展、新变化、新跨越和人们的新生活、新

风尚，尽情赞美美好生活，描绘美丽梦

想，抒发爱国情感，展现奋发向上的精神

状态，喜迎十九大。

三、具体要求
1.每位参赛者限一幅作品，书法、国

画需装裱。

2.作品应符合主题，富有情趣，创意

新颖。

3.绘画作品：形式不限，国画、油画、

版画、漫画、水粉（彩）画等均可。

4.书法作品：书体不限，草书、篆书等

书体需另附释文。

5.作品尺寸：绘画作品最大不超过4

开；书法作品尺寸不限。

6.作品背面统一注明：题目+姓名+

所在学校+班级+指导教师+联系电话。

四、作品提交方法
所有参赛作品需用快递将原件邮寄

到浙江教育报刊总社《小学生时代》“快

乐美术”版编辑部（地址：杭州市文三路

求智巷3号，邮编：310012），邮包正面请

注明“书画比赛”。

五、时间安排
截止日期为2017年10月25日。

大赛期间，“小学生时代”微信公众号

会及时发布大赛动态。大赛不收取任何

费用，请各地积极组织学生自愿参加。作

品概不退回。

六、奖项设置
大赛设一等奖 30 名、二等奖 50

名、三等奖 80名，另设优秀奖若干名。

主办单位对获奖者颁发证书和奖品，

并向获奖学生的指导教师颁发“优秀

指导教师奖”。

获奖名单、作品将在《小学生时代》

“快乐美术”版、《浙江教育报》、浙江教育

在线、“小学生时代”微信公众号等媒体上

刊登。

未尽事宜或有其他疑问，可与《小学

生时代》“快乐美术”版编辑部联系。

联系人：姜 辉 0571-87778199

任 芳 0571-87778190

邮箱：xsdklms@126.com

浙江教育报刊总社
浙江省教育学会美术教学分会

2017年9月

关于开展“我浙五年——小学生眼里‘砥砺奋进的五年’”书画大赛的通知

“双一流”建设名单落地

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

为教育改革
筑牢制度基座

石向阳 绘
《中国教育报》2017年9月26日

名师岂能靠“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