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教育科研网 > 教科研动态 > 



  2012年4月26日02:22   转载:光明日报 2012/04/26 作者 王庆环 【收藏】【打印】【关闭】 



教教教教育是最大的民生育是最大的民生育是最大的民生育是最大的民生 

  

―― 教育改革观察 

  

    近日,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发文,组织实施“国家扶贫定向招生专项计划”。从2012年开始,“十二五”期

间,每年在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年度计划总增量中安排1万名左右本科招生计划,面向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参加

全国统考的考生,实行定向招生。生源范围为国务院确定的21个省(区、市)的680个贫困县。 

    文件一出,立即得到各地的响应,北京市确定4所市属院校今年定向招收贫困地区生源131人,北京大学招生

办向记者表示今年将向此计划投放30个招生指标。 

    教育部部长助理林蕙青说:“这是促进教育公平并加快贫困地区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将进一步增加农

村、贫困地区学生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计划对于促进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发展、提高教育质量和水平,以

及为贫困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也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据她介绍,实施专项计划后,贫困地区考生

一本录取率与中西部平均录取率差距将由2011年相差1.4个百分点,减少至相差0.7个百分点。 

    “国家扶贫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只是近年来轰轰烈烈教育改革中一个小小的浪花。教育是最大的民生,无

论是教育公平,还是教育质量,教育改革历来都是从关注每一个人的发展起步,终点却是民生福祉。 

  

    教教教教育改革有序推育改革有序推育改革有序推育改革有序推进进进进 

    2011年,西藏、青海、甘肃、四川4个省区“两基”国检的完成,标志着我国全面实现“两基”目标。这是

我国教育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2011年,也是教育改革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一年――425个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全面展开,一些重点领域改

革取得积极进展。 

    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方面,开展普通本科和高等职业教育分类入学考试试点,去年高职单独录取考生约66

万人。 



    围绕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等问题,开展专题调研和论证。 

    在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学校制度方面,发布《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

定》,研究制定建立中小学家长委员会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完善学校科学民主管理机制。 

    在促进办学体制改革方面,为支持民办教育发展,对不利于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予以清理和纠正;有的省份

出台了具体政策措施,破解制约民办教育发展的制度障碍。支持高水平民办学校发展,首次批准5所民办高校开

展培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试点。 

    在加快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统筹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管理,加强教育督导问责,取消了一批行政审批项目,

强化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建立部部合作、省部合作新机制,逐步推进向地方放权、向学校放权。 

    2011年10月,根据教育规划纲要要求,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分10个检查组,奔赴全国各地,全面检查

各地情况。“发展有决心,改革有动力,创新有举措”,是检查组根据检查总体情况得出的结论。  

  

    改革就要改革就要改革就要改革就要瞄瞄瞄瞄准准准准热热热热点点点点难难难难点点点点 

    教育改革要切实把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摆在突出位置,是教育界的共识。“入园难”、

“择校热”等教育民生问题,也是教育改革瞄准重拳频出之地。 

    “小鸭嘎嘎,小鸡唧唧,嘎嘎嘎,唧唧唧,好像说话。”一大早,陕西省安塞县幼儿园大(一)班的谢佳琪就和

小朋友们一起,在老师的带领下欢快地唱起童谣,在温馨的环境中享受免费教育的温暖阳光。从今秋开始,陕西

全面实行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免除学前一年幼儿保教费,每天补助每名家庭经济困难幼儿、残疾幼儿、孤儿生

活费3元,共惠及幼儿40.39万名。 

    2010年11月,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学前教育工作,并下发《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这

是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后,以国务院名义下发的第一个落实规划纲要的文件,自此,各地以县为单位实施学前教育

三年行动计划,大力发展学前教育,学前教育资源显著扩大。 

    “择校”,是许多大中城市义务教育学校最受关注的一个关键词。多个省市瞄准这一难点问题,加强义务

教育标准化建设,缩小校际、城乡和区域差距,推动义务教育在更高水平上均衡发展。 

    浙江素有“耕读传家”传统,讲究兴教办学。为化解“择校热”,浙江打出“组合拳”:开展“小班化”教

育试点,小学每班不超过30人,初中不超过35人,提高教育质量;将城区品牌学校和农村薄弱学校组建教育集团,

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建立县域内教师有序流动制度。 

    健全管理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统一办学标准、指标定向分配……各地解决择校问题的创新做法不胜枚

举。如今,很多地方义务教育择校现象得到遏制,像安徽铜陵、福建厦门等地,都自豪地向社会宣布:这是一座

基本没有择校的城市!改革创新取得的成果,最终让亿万人民群众得到实惠。 

    解决择校问题,根本在于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2011年,按照“一省一案”模式,教育部与27个省(区、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签署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录,构建起中央和地方政府协同推进的机制,明确了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 

  

    改革改革改革改革处处处处在攻在攻在攻在攻坚坚坚坚克克克克难关难关难关难关口口口口 

    改革从来就不可能一蹴而就,教育改革更是如此。 

    以我国学生资助体系建立为例,经过多年的构建和努力,至2011年已建立起从学前教育到研究生教育较为

完整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现在,国家资助体系不仅对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予以

资助,还建立了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制度,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范围从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



农专业学生,扩大到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与此同时,资助标准不断提高,资助领域不断扩大,启动实施了农

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但是,我们也看到,教育改革还在深水区中,一些问题还没有找到根本解决办法。 

    例如,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问题一直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改革对学生、教师和

学校的评价制度,形成政府、学校、社会、家庭系统推进的合力,切实做到减负。同时,对乱收费、乱办班、教

辅材料散滥等问题,仍要进一步强化规范管理。 

    另外,随着社会发展,一些新的问题也亟待用改革来促进解决,如新出现的“校车问题”就警醒我们要根据

城镇化进程、新农村建设和流动状况,科学合理规划学校布局,慎重对待学校的撤并,充分考虑学生上下学方

便、交通安全、寄宿学校条件等多种因素,注意防止学校撤并出现新的“上学难”问题。 

    千头万绪,老问题、新情况,都需要用改革来解决。“当前,教育改革处于攻坚克难的关口,涉及体制机制

调整、涉及利益格局变化,如果把握不好,出现偏差,就可能改不成、改不好,甚至引发新的问题。教育发展处

于全面推进的阶段,投入大、规模大,项目多、头绪多,如果操作不当,出现纰漏,不但影响工作推进,还可能引

发负面效应。”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说。  

    2012年,教育部门还将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切实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

加升学考试的问题,出台支持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措施,探索完善促进独立学院发展的有效方式。以制定大学

章程为抓手,推进高等学校完善治理结构,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而在过去的短短4个月,教育部门围绕提高高等

教育质量、推动中小学家长委员会建设、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国家扶贫定向招生等等出台的办

法与措施,让我们看到,只要心中有“民生”,就一定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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