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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 月 23 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 年）》

（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

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实施方案》指出，今后 5 年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指导思

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为根本任务，以全面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为根本

保证，以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为时代主题，围绕加快推进教育现

代化这一主线，聚焦教育发展的战略性问题、紧迫性问题和人民

群众关心的问题，统筹实施各类工程项目和行动计划，着力深化

改革、激发活力，着力补齐短板、优化结构，更好发挥教育服务

国计民生的作用，确保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教育目标任务，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 2035 年奋斗目标夯实基础。 

《实施方案》提出了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实施原则：立足

当前，着眼长远；聚焦重点，带动全局；问题导向，改革创新；

分区规划，分类推进。总体目标是：经过 5 年努力，全面实现各

级各类教育普及目标，全面构建现代化教育制度体系，教育总体

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实现更高水平、更有质量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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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的能力显著提高，社会关注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多样化可选择的优质教育资源更加丰富，人民群众受教育机会进

一步扩大，学习大国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实施方案》提出了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十项重点任务： 

一是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全面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课程教材建设全过程，把教材体系、教学体

系有效转化为学生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增强中小学德育针对

性实效性，从中小学生身心特点和思想实际出发改进德育方式方

法，注重循序渐进、因材施教、潜移默化，开展喜闻乐见、入脑

入心的德育活动。提升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将思想政治

工作体系贯穿于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当中，

深入构建一体化育人体系。大力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加强劳

动和实践育人，构建学科教学和校园文化相融合、家庭和社会相

衔接的综合劳动、实践育人机制。 

二是推进基础教育巩固提高。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加快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健

全学前教育管理机构和专业化管理队伍，加强幼儿园质量监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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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指导。加快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推动普通高中优质特色

发展。保障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

教育纳入城镇发展规划，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关爱保护，组织实施

特殊教育提升计划。着力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外负担，支持中小

学校普遍开展课后服务工作。 

三是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构建产业人才培养培训新体系，

完善学历教育与培训并重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动教育教学改

革与产业转型升级衔接配套。健全产教融合的办学体制机制，坚

持面向市场、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优化专业结构设

置，大力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开展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

建立健全职业教育制度标准，完善学校设置、专业教学、教师队

伍、学生实习、经费投入、信息化建设等系列制度和标准，制定

并落实职业院校生均拨款制度。建立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联席会

议制度。 

四是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加快“双一流”建设，推动建

设高等学校全面落实建设方案，研究建立中国特色“双一流”建

设的综合评价体系。建设一流本科教育，深入实施“六卓越一拔

尖”计划 2.0，实施一流专业建设“双万计划”，实施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燎原计划、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计划。提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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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教育水平，完善产教融合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科教融

合的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加强紧缺高端复合人才培养。完

善高等教育质量标准和监测评价体系。提升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与

创新服务能力，实施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建设一批前沿

科学中心，支持高等学校建设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积极参与

国家实验室建设。继续实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 

五是全面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把

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实施师德师风建设

工程。提高教师教育质量，实施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大力培

养高素质专业化中小学教师。深化教师管理制度改革，创新编制

管理，修订高等学校、中小学和中职学校岗位设置管理指导意见，

分类推进教师职称制度改革。保障教师工资待遇，健全中小学教

师工资长效联动机制，核定绩效工资总量时统筹考虑当地公务员

实际收入水平，实现与当地公务员工资收入同步调整，完善中小

学教师绩效工资总量核定分配办法和内部分配办法。补强薄弱地

区教师短板，深入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银龄讲学计划、援藏

援疆万名教师支教计划。 

六是大力推进教育信息化。着力构建基于信息技术的新型教

育教学模式、教育服务供给方式以及教育治理新模式。促进信息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22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