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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2015教育改革回眸
为“好上学、上好学”铺路

深化招生制度改革， 推动基础
教育改革，创新教学课程设计，完善
教育保障体系……

2015

年教育领域
改革持续发力，为大小学生们“好上
学、上好学”铺路。

完善教育保障体系

建立城乡统一的经费保障机制
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本

定额不断提高；实行城乡统一“两免一
补” 和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资金随
学生流动可携带。 “钱随人走” 惠及
1300

多万农民工随迁子女。

督导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
学校办学条件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面改善贫困
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
工作专项督导办法》。 会议指出，全面

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学校基本办学
条件，要落实政府主体责任，要依法依
规开展对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
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作的专项督
导，明确督导内容、程序、结果应用方
式，重点监督经费保障、质量管理、进
展成效、社会监督等情况，建立评价、

激励、问责机制，推动地方政府履行责
任，保障工作进度和成效。

部署支持乡村教师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乡村教师支持

计划 （

2015 －2020

年）》。 会议指出，要
把乡村教师队伍建
设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
置，多措并举，定向施策，精
准发力， 通过全面提高乡村教师思想
政治素质和师德水平、 拓展乡村教师
补充渠道、提高乡村教师生活待遇、统
一城乡教职工编制标准、职称（职务）

评聘向乡村学校倾斜、 推动城市优秀
教师向乡村学校流动、 全面提升乡村
教师能力素质、 建立乡村教师荣誉制
度等关键举措， 努力造就一支素质优
良、甘于奉献、扎根乡村的教师队伍。

铺路。 （据新华网）

深化招生制度改革

取消
6

项全国性鼓励类加分项目
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取消“省级优
秀学生”“思想政治品德突出事迹者”“奥
赛获奖者”“科技竞赛获奖者”“重大体育
比赛获奖者”“二级运动员统测合格者”等
6

项全国性鼓励类加分项目。 地方性加分
项目今年已取消

20

项。 各地普遍降低了
地方性加分项目分值， 缩小了使用范围，

并限省属高校录取使用。

自主招生考试调整到高考后
高校自主招生在走过了

10

多年历程
后迎来了重大改革：北约、华约、卓越三大
联盟考解散；校长推荐取消，学生可以自
荐； 自主招生考试首次放在高考之后进
行，面试环节更被看重，有的高校甚至聘
请社会监督员保证公平公正。

今年的自主招生一律安排在全国统
考结束后、成绩公布前进行，且不得采取
联考方式。 新的办法带来了一系列变化，

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遏制了高校间白
热化的生源争夺战，杜绝了学生过早地为
了选择学校开展无序竞争，保障了高中教
学的稳定。

“艺考”文化课考试的权重增加
今年的高校“艺考”也在确保“公平

性”上有了较大调整，文化课考试的权重
增加，省级统考增加，“校考”减少，招生计
划减少。

此外，思想品德、见义勇为等成为一
些地区加分的重要内容， 安排单招计划，

向农村、贫困地区学生倾斜。

基础教育改革分地域突破

山东：中小学“

1+21

”立体化综合改革
山东省一万多所中小学校今年迎来“

1+21

”立体
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

推进学校管理向教育家办学转变， 推进教育评
价标准向育人导向、多维综合转变，推进考试招生向
多次机会、等级表达、综合评价、多元录取转变……

山东密集推出一个综合改革文件和
21

项配套改革，

对基础教育进行立体化的综合改革。

与以往改革不同，山东这次改革强调综合性，各
项具体改革之间环环相扣、相互关联、相互耦合。

此次改革内容涉及课程教学、考试招生制度、教
育评价制度、校长职级制、教师管理和培养培训、社
会力量办学、社会参与监督等方面。

广州：叫停小升初民办学校的笔试
广州今年叫停了小升初民办学校的笔试， 通过

面谈的方式进行， 进一步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免试就
近入学的要求。

沈阳、杭州：“走班制”教学
沈阳、杭州等中学开始了“走班制”教学，打破了

传统所有学生一张“课程表”的局面，把学生作为教
学主体，尊重他们的个性兴趣，给他们更多的选课自
主权。

……

创新教学课程设计

研发教材弘扬国学传统文化
2014

年，教育部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指导纲要》。 《纲要》以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为核心，从爱国、处世、修身三个层次概括
凝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通过
家国情怀、社会关爱和人格修养三个层面的教
育，培养青少年学生做有自信、懂自尊、能自
强，高素养、讲文明、有爱心，知荣辱、守诚信、

敢创新的中国人。

今年初， 全国
25

个省区市共
500

册省级
版中小学传统文化实验教材已研发完毕，年内
问世。教材制定了不同年级应掌握的学习内容
和学习深度。 如小学低年级段以蒙学经典《三
字经》《千字文》等为主；高年级段开始学习儒
家经典，如《论语》《孟子》等；初中阶段则学习
《孙子兵法》《古文观止》等经典，让孩子们能够
接触到诸子百家的典籍和思想；高中阶段则进
行传统文化通识教育。

全面发展校园体育推出实招
以校园足球为代表的体育教育空前红火。

教育部决定，到
2017

年，在全国范围内遴选建
设出约

2

万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及约
30

个校
园足球试点县（区），在招生、经费和条件保障
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各地已纷纷出台文件加强推广校园足球。

广州市出台《关于印发广州市中小学校园足球
计划（

2014

—

2016

年）的通知》，目标是到
2015

年，力争创建
25

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到
2016

年， 全市设立
500

所校园足球项目推广
学校，组建

5000

支校园足球队。 武汉市
2013

年、

2014

年先后确定
192

所中小学列为校园
足球试点学校， 今年校园足球试点校将增至
300

所。 沈阳市
2009

年就被定为国家足球重
点城市，沈阳法库县委、县政府从

2012

年起提
出“从孩子们抓起，立足校园足球，建设足球之
乡”的目标，目前全县

23

所小学、

3

所初中、

3

所高中以及幼儿园足球课都开展得红红火火，

奔跑在足球场上的孩子从
2012

年的
2000

多
人发展到现在的

3

万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