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度十大教育热点前瞻

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征程中，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实施科

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依据这一基本政策导向，我们对

今年的十大教育热点作出如下前瞻性预测。

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

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要求通过对不同学段思政课建设的

全面统筹，推进不同学段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衔接，并与思想政治工作等环节

结合起来，提升“三全育人”质量。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承担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思政课是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事关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亿万学生的健康成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政课建设，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

见》，将“统筹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作为思政课改革创新的基本原则

之一。2020年教育部成立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指导委员会，对大中

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进行政治领导和工作指导。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

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推进大中小

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2022年 12月

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建设的通知》，

进一步推动全国大中小学开展思政课一体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2023
年初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铸魂育人作为教育工作的主攻方向和重点任务。



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的推进将全面增强三全育人效果，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开展读书活动

开展读书活动，要求在全社会深入推进全民阅读的框架下，尤其重视在学生

中开展读书活动，引导学生读书，提高学生阅读兴趣，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和

全面成长。

开展学生读书活动是深化全民阅读的重要部分。近年来我国全民阅读工作不

断推进，在学生中开展读书活动一直是工作重点之一。“十三五”时期我国将

全民阅读工程设为文化重大工程，2018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

书馆法》指出，“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应当设置少年儿童阅览区域”“为学校

开展有关课外活动提供支持”。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爱国

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要大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读书活动。2020年中

央宣传部印发《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提出到 2025年，基本形

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国民综合阅读率显著提升。《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作为完善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提高全社会文

明程度”“深化全民阅读活动”。按照以上文件精神，教育部关工委在全国中小

学继续开展了“新时代好少年·强国有我”主题教育读书活动。2023年初全国

教育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把开展读书活动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引导学生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读书活动的开展将丰富学生精神生活，推动学生全面发展，并将改善教育氛

围、优化教育生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和文化支持。



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要求整体提高义务教育标准化建

设水平，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进一步缩小义务教育区域、城乡、学校、

群体教育差距，统筹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使城乡学生公平享有高质量教育。

义务教育是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国家必须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务。21世

纪初我国完成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发展目标，义务教育的不均衡，尤其是

城乡差距成为重要问题，我国义务教育开始进入均衡发展阶段。通过学校布

局调整、优化资源配置、标准化学校建设、薄弱学校改造等，我国缩小了城

乡教育差距，完成了义务教育的基本均衡发展。2013年开始启动国家督导

评估认定工作，到 2021年底，全国 2895个县级行政单位均通过了国家督

导评估，这是继全面实现“两基”后，我国义务教育发展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纲要》将“巩固义务教育基本均衡成果，完善办学标准，推动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作为推进基本公共教育均等化的重要内容。党的

二十大报告中明确要求“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2023年

初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将义务教育突出优质均衡确立为 2023年重点任务。

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将进一步推动我国义务教育的高

质量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

继续把“双减”摆在突出位置来抓

继续把“双减”摆在突出位置来抓，要求一方面提升校内教育教学质量，保障

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另一方面，持续规范校外各类培训行为，构建良好的

教育生态，切实促进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双减”工作要解决的是义务教育的关键问题。2021年 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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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部署“双减”工作，随后教育部联合多部门密集落实“双减”
政策，提升校内学习质量，全面规范校外培训市场，取得了有效减负和改善

教育生态的显著成绩。目前还面临许多新问题，如学科类培训隐形变异、非

学科类培训监管存在短板、校内提质增效存在差距等。针对这些问题，2022
年底教育部等多部门已联合颁布相关政策，确立到 2024年全面清除学科类

隐形变异培训、非学科类培训治理成效显著的目标。2023年初全国教育工

作会议提出，继续把“双减”摆在突出位置来抓。

继续推进“双减”工作，将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负担，促进校内教育

教学质量提升，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和社会氛围，保障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

成长。

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要求高校尤其是“双一流”高校发挥培养基础研

究人才主力军作用，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世界人才高地和创新高地。

人才是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高校是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近年来，

为提高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我国已实施了一系列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

如“珠峰计划”“拔尖计划”“强基计划”等。2021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人才自主培养的战略意义，提出到 2025年，人才自主

培养能力不断增强，到 2030年，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显著提升等目标。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

才”。2023年初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在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上先行

先试。

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是当前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紧迫任务，有助于确保

人才储备安全，提升人才资源竞争优势，保障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好人才基础。



深入推进“双一流”建设

深入推进“双一流”建设，要求强化“双一流”高校培养一流人才、服务国家战

略需求、争创世界一流的使命，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有力支

撑。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为实

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2015年国务院印发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双一流”建设实施以

来，显著提高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高层次创新

人才供给能力不足、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不够精准、资源配置亟待优化等。因

此，2022年，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深入推

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强调在“双一流”建设中要更

加突出培养一流人才、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争创世界一流的导向。党的二十

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

深入推进“双一流”建设将进一步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有效落实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提供有力支撑。

加快构建融通融合融汇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加快构建融通融合融汇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求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

建设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职业人才。

近年来，随着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加快，职业教育的重要性越发凸显，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亟须深化。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

实施方案》，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

要地位”，提出职业教育改革的类型化方向，指出职业教育应保持特色，如



办学体制上产教融合，提高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等。2021年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继续强调强化职业教育类型特色，促进职普融通，完善产教融合办学体制，

创新校企合作办学机制等。党的二十大报告对职业教育发展提出“科教融汇”
的新方向，要求“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

定位”。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围绕融通融合融汇对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改革作出部署。2023年初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将加快构建融通融合融汇的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作为教育工作重点任务。

加快构建融通融合融汇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将有效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

适应性和吸引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保障。

推进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

推进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要求通过多方面的措施，促进教师数量、

素质、结构协调发展，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奠定坚实的师资基础。

兴国必先强师，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党和政府历来将教师队伍建设

摆在突出位置。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

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造就党和人民满意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

伍”，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指明方向和路径。为适应教育现代化和建设教

育强国的要求，2022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

进一步推动教师队伍建设，重申“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中小学教师

队伍”，到 2035年“构建开放、协同、联动的高水平教师教育体系，建立完

善的教师专业发展机制，形成招生、培养、就业、发展一体化的教师人才造

就模式”。2023年初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改革。



推进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将进一步推动教师专业水平提升，造就符

合新时代教育发展需要的教师队伍；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培养优质教师，有

助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全面提高教师职业的吸引力，

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纵深推进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

纵深推进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要求以信息化助力教育改革与发展，建设高

质量教育体系，服务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

数字化发展与转型正席卷全球，必将带来社会的整体变革。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抓住这一重大历史机遇，作出建设数字中国的战略决策，教育数字化

是这一战略中的重要部分。《纲要》专篇部署了“加快数字化发展 建设数字

中国”，《“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也都将

教育数字化作为重点内容。同年，上海市被列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试点区。

教育部于 2022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启动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

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不久即开通上线，全面提升了优质教育资源

供给质量。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要求，“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

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2023年初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将统筹推进

教育数字化和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作为教育工作重点任务。

纵深推进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将以高水平的教育数字化支撑引领教育现代

化，深刻改革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全面提升教育资源供给和教育治理水平，

助力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学习强国。

进一步完善教育评价改革相关配套政策



进一步完善教育评价改革相关配套政策，旨在克服“五唯”顽瘴痼疾，围绕党

委和政府、学校、教师、学生、社会等评价主体分类细化教育评价改革相关

政策，进一步完善教育评价体系。

教育评价是教育事业的指挥棒，教育评价改革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

要抓手。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育评价体系改革。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提出，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2020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提高教育评价的科

学性、专业性、客观性，提出“经过 5至 10年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科学履

行职责水平明显提高，各级各类学校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更加完善，引导教师

潜心育人的评价制度更加健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办法更加多元，社

会选人用人方式更加科学”的改革目标，并为教育评价改革确立了原则和方

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完善学校管理和教育

评价体系”，这更要求进一步细化政策，完善评价体系。2023年初全国教育

工作会议将不断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作为重点任务，强调以评价改革牵引

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进一步完善教育评价改革相关配套政策将有利于深入推动教育评价改革的

落实落地，从而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加快建设教

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