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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大事件盘点
核心提示  2017年，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对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提出了新目标、新任务、新要求。2017年也是全面落
实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承上启下之年。回顾这一年我国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成就巨大，群众满意度
不断提高。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持续推进
自2013年国家启动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市、区）的督导评估认定工作以来，有力地促进了教育公平。根据2017年2
月13日教育部发布的《2016年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工作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实现义务教育发
展基本均衡的县累计达到1824个，占全国总数的62.4%。上海、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广东、福建7省（市）所有县
级单位全部通过国家督导评估认定。
2017年12月4日，教育部又颁布了《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首次全面系统地梳理了我国义务教育学校管理的基本理
念、基本内涵、基本框架、基本要求，从保障学生平等权益、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引领教师专业进步、提升教育教学水
平、营造和谐美丽环境、建设现代学校制度6大方面，明确了学校的主要管理职责。《标准》的颁布将大大提升我国义务
教育管理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将促进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

教育部印发《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对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指导，2017年8月17
日，教育部印发《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
《指南》对中小学德育工作的目标、主要内容和实施途径提出具体要求。《指南》提出中小学德育的“五项主要内容”
：一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二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三是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四是加强生态文明教
育；五是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同时，《指南》强调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

全国中小学启用新编三科统编教材
2017年9月1日起，全国中小学启用由教育部编写的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教材。三科新教材力图更突出体现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法治意识和中华传统文化。语文教材将汉语拼音从第一单元调至第二单元，增加了不少“童谣”和古
诗词内容；道德与法治教材注重突出法治教育，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历史教材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古
代史部分得到充分体现，此外还包括民族团结教育和国际理解教育等。三科教材强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传统教
育，这是教材编写和使用的一次重大变革。

编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2017年1月，国务院印发《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这是“十三五”时期指导全国教育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
件。《规划》确定了“十三五”教育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和主题主线，提出到2020年教育现代化
取得重要进展，教育总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推动我国迈入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行列，为实现中国教育现
代化2030远景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2017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意见》从学校安全风险防控
的总体要求、风险预防体系、风险管控机制、事故和风险化解机制、领导责任和风险化解机制等五个方面进行了系统设
计和全面规定，旨在把校园建设成最阳光、最安全的地方，对于切实维护师生人身安全、保障校园平安有序、促进社会
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
2017年11月20日，第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
见》。文件要求，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遵循教育规律和教师成长发展规律，全面提升教
师素质能力，深入推进教师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形成优秀人才争相从教、教师人人尽展其才、好老师不断涌现的良好局
面。要重视建好建强乡村教师队伍。
而早在2017年6月21日，人社部、教育部就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17年度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
要坚持把师德放在中小学教师评价的首位，要加大对一线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的倾斜力度，加大对农村和艰苦边远地区
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支持。对长期在农村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中小学教师，可放宽学历要求，不作论文、职称
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要求，侧重考查其工作业绩，提高实际工作年限的考核权重。

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取得突破性进展
2017年，中国的教育信息化应用水平大幅度提升，在国际上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是加快推进“三通两平台”建设与
应用，各项指标基本实现了翻倍增长，总体上超过了预期目标；二是“宽带网络校校通”发展迅速，全国中小学互联网
接入率从25%上升到90%、多媒体教室比例从不到40%增加到83%；三是“优质资源班班通”不断普及深化，“课堂用、经
常用、普遍用”的信息化教学新常态已初步形成；四是“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跨越式发展；五是“教育资源公共服务
平台”初具规模；六是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不断提升，近1000万名中小学教师、10多万名中小学校长、20多万名职业
院校教师经过培训，信息素养得到有效提升。
（本版稿件由苏锐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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