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复兴
2020年08月08日



02

01

03

教育改革创新面临新挑战与新要求

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

十四五期间教育需要面对和解决的若干重大问题

主要内容



“十四五”规划是一个很特别、不一般的五年规划

一个承上启下的规划
         ——第一个一百年目标的收官，第二个一百年目标的开端

一个新的特殊时期的规划
          ——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面、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百
年未遇之大疫情、新工业革命的大挑战

一个要求引领高质量发展的规划
        ——提高质量，引领发展，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为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基石。



第一个一百年目标的收官，第二个一百年目标的开端

       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十四五”

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



（一）世界面对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本质上是全球秩序的重构：大国竞争，此消彼长

• 根本动力是技术变革与生产力的变革

• 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马尔萨斯陷阱

• 贸易战争、科技战争、货币战争、石油战争、舆论战争、外交战争与文明冲突

• 新冠疫情之前的世界与新冠疫情之后的世界

面对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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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与社会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 （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

• 第一、二、三、四次工业革命（单一技术与技术叠加）

• 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5G与新能源

• 信息化与人工智能不再仅仅是手段、工具，而是目的与本体

• 郑重思考“教育与机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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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与机器的关系”命题
几个基本要点

01
机器及其发展
将成为人与社
会发展本质内
涵的一部分

04
学校成为万
物互联的新
型社会组织

05
机器发展水平
决定着教育的
发展水平，教
育的发展水平
决定着机器的
发展水平

02
机器既是教育
的工具与载体，
又成为教育的
对象，成为教
育者与受教育
者本身

03教育结构需要不
断适应建立在人
工智能技术革命
基础之上社会结
构的变革

标志着教育理论、
体系、政策与实
践的革命性变革



• （三）我们面对一个困境

• 改革开放四十年，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存在失衡现象

•   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并没有完全达到

• 思想建设、价值建设、信仰建设、文化建设有点跟不上

01 教育改革创新面临新挑战与新要求



01 教育改革创新面临新挑战与新要求

（四）提出新的发展目标与教育的根本性问题

•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  习近平总书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归根结底靠人才、靠教育

•   新时代我们必须要回答和解决“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这一根本问题



•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九大以后，面对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面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困境，面对新的发展

战略目标的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        幸福生活论、两个大计论、重要使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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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

• 教育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

• 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 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

02 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



（二）提出教育“九个坚持”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

• 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

• 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

• 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 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

•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

• 坚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

• 坚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

• 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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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要求培养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 

教育“四为要求”，特别强调了
“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

创新发展理念和培养
创新型人才的问题

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根
本任务，要求把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
全过程

劳动教育

“培养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重大命题 

（三）提出人才培养的新标准、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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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4
创新能力作
为人才培养
的关键能力

05
担当精神、
社会责任
感作为人
才培养的
必备品格

02

价值观教育在人才培
养中的核心、首要、

引领地位

03
核心素养作
为人才培养
的基本要求

人才培养新要求
     —6个“突出”

人才培
养的社
会主义
方向性

06劳动教育
作为人才培
养基本途径



• 把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 十四五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

• 教育必须要发挥引领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作用

• 教育必须加快改革创新，面向现代化，解决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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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与落实立德树人体制机制

•  ——从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高度建设立德树人体制机制

•     ——重视一支队伍的建设：教师队伍

•     ——立足抓好两个环节：教材与课堂

•     ——落实三个途径：引导青年学生学习马列毛邓习，扎根中国大

地社会实践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建立新型监测与评价机制

03 十四五期间教育需要面对和解决的若干重大问题



切实解决立德树人监测与评价方面存在的问题

 

 

 

以硬性指标为主、侧重传统学科领域为主的评价难以实现对学生必备品格、关键能力
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测评

偏重智育的片面评价无法满足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人才培养的要求

重视结果性评价而忽视过程性、增值性和表现性评价难以保障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持续推进与改善



（二）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与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

   

•     —— 全面培养：补足薄弱环节—德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 

     

•     ——更高水平：六个下功夫与九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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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教会提出了新的“教育体系”与“人才培养体系”
         
——六个下功夫与九个要求
        

• 坚定理想信念                   
•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 加强品德修养                        
• 增长知识见识                          
• 培养奋斗精神

• 增强综合素质
• 健康第一理念
• 加强改进美育    
• 弘扬劳动精神      



•    ——探索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      ——教育机器人的应用与管理

•      ——新型学校的诞生（学校是万物互联的组织）

•      ——处理新技术变革带来的法律与伦理问题

•      ——三个体系： 互联网+教育、物联网+教育、人工智能+教育的新型教育体系

•      ——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

•      ——两个适应：现代与技术、传统与文化之间的适应；人类与机器之间的适应

03 十四五期间教育需要面对和解决的若干重大问题
（三）建设适应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工业革命的新教育结构



教育结构需要不断适应建立在人工智能技术革命基础之上社会结构
的变革

现代&技术
传统&文化

人类

机器



（四） 
•    ——发挥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    ——提高学业与学术标准
•    ——真正实现跨学科培养
•    ——不断加强通识教育
•    ——尽早接触学科前沿
•    ——开展协同育人
•    ——坚持不懈推进国际化
•    ——建立人才培养为导向的大学评价机制
•    ——建立创新实践为导向的人才评价制度
•    ——制定系统的科学教育政策，重视科普教育
•    ——制定我国的教育创新政策体系

03 十四五期间教育需要面对和解决的若干重大问题

解决培养创新人才的问题



创新人才培养需要一个系统的政策安排

文  化  的  变  革（创新的土壤）

课
堂

文
化

学
校

文
化

社
会

文
化

实  践
（根本途径）） 

通识教育
（必要条件）

课程教材
（基本保障） 

教师队伍
（基本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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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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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建设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的基本教育公共服务制度体系

•     ——系统改革学校制度

•     ——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教育法律制度体系

•     ——深化“放管服”改革

•     ——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

•     ——统筹建立监管与服务相结合的教育制度体系

•     ——全面提升各级各类教育管理人员实施现代化教育治理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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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坚持和完善党对教育事业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

•    ——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

•     ——牢牢把握党对教育领域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      ——抓好民办教育领域党的领导工作

•      ——紧紧依靠教师队伍实现党的全面领导

•      ——把青年一代牢牢团结在党的周围

•      ——充分利用新媒体搞好教育系统党的建设

03 十四五期间教育需要面对和解决的若干重大问题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