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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成就令世人瞩目

2016年：

p各级各类学校：51.2万所，学历教育在校生：2.65亿，专任教师：1579万

p九年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施，巩固率 93.4%；  优质均衡发展

p三年学前教育：加快普及，毛入学率 77.4%；  普及与提高保教质量并重发展

p高中阶段教育：基本普及，毛入学率 87.5%；  优质特色发展

p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快速迈向普及化阶段，毛入学率 42.7%；  内涵式发展

p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大力发展

p中国教育发展水平已跨入世界中上行列

一. 教育发展方式转变



★ 新时代教育发展的阶段特征

p 主要矛盾转化
             人民群众享受高质量教育需求迫切

                                     与 
            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短缺且发展不均衡

p 拓展优质教育资源，长期积累、厚积薄发

     硬件、软件建设；教师队伍，传统、文化、校风学风，办学特色

p 发展方式转变
      外延发展 → 以提高质量、优化结构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

 ● 增强质量意识，加强质量保障；实现内涵发展

一. 教育发展方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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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经济社会发展挑战
★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结构调整，增长动力转换（创新驱动）

     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升、管理创新。提供：人力智力支持

  1. 社会职业、人力资源需求变化 → 就业市场变化

      调整：人才培养规格、专业结构、专业方向和课程体系

      提高：人才培养效果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契合度。人才评价标准

  2. 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成本分担新机制）

      多种渠道筹资； 缴费上学，资助政策体系

      ★ 学生角色：受教育者 → 教育消费者（教育收益率，民主诉求、维权意识）

      ● 重视学生权益诉求，提高教学质量，改善学习生活条件

          梳理学生管理规章制度（自洽性），依法治校、安全稳定



二. 经济社会发展挑战
3. 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系统工程）

 ★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素质人才

     增强：适应、竞争能力。  加强：就业、创业观教育，指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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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1. 学科发展综合化
      探索：资源整合，跨学科研究和跨专业人才培养

      调整：学术治理结构、学科专业结构；学科、科研管理体制 

      提高：知识融合、课程整合、学科融合能力

 2. 信息量飞速增长，知识更新和成果转化周期缩短

      树立：终身学习理念。  重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注重：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培养

 3. 一些学科和技术领域孕育重大突破

     网络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航天工程、海洋工程

      凝练：学科和科研方向。  优化：知识结构，教学内容



三. 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4. 知识获取渠道和方式发生改变
    ● 互联网、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大数据、知识数字化与可视化技术飞速发展

       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慕课、微课、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 …...）

    ● 知识传递方式：单向 → 多向互动
        学校知识权威与学术垄断地位遭到威胁，教育实际效能受到质疑与批判

   ● 教师角色转型：知识传授者 → 学习活动设计者和指导者

       新型学习伙伴关系，构建师生学习共同体

       冲击：教育观念、教学组织、管理机制、教学方式、教室布局

   ★ 变革学习方式，调整教学组织

       改革：传统教学模式。探索：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式学习 
       创新：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线上线下教学相融合。调整：教师评价、课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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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育国际化大趋势

1. 人力资源跨国流动势头迅猛
   ● 留学生数量大幅增加       
        2016年：出国留学人员：54.45万， ↑  4.0 % ；留学回国人员：43.25万， ↑ 5.7 %
                        来华留学人员：44.28万， ↑11.4 %  （205个国家和地区）

        2015/16学年：美国国际学生：104.38万，↑ 7.1%
                                    （中国内地学生占31.5%, ↑ 8.1% ； 本科生 ↑ 8.9%）

    ● 教师国际流动明显加速

2. 教学资源跨国流动和传播速度加快
    ●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增长迅速
        2015年底：机构和项目2411个，在校生总数约56万人，毕业生累计超过160万人

    ● 国际化课程、教材和课件的跨国流动和共享



四. 教育国际化大趋势

3. 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在传播中融合

   ● 教育思想观念，教学管理模式、学生事务管理模式

   ● 教学方式、学习方式（MOOC、翻转课堂 …）

   ● 学校多元文化发展，中国优秀文化弘扬

★ 学习借鉴：国际先进教育理念和成功经验

     积极推进：中国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国际拓展

     拓展：国际办学视野；多元文化理解、沟通交流合作能力

     优化：学生培养规格，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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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体制改革不断深化

● 行政体制改革

    政府转变职能，依法治教，简政放权，管办评分离，放管服结合

    优化教育治理结构，提高教育治理能力

● 高校依法治校、自主办学、分层分类发展

    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深化综合改革，创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 举例：“双一流”建设启动；《民办教育促进法》颁行；高考综合改革试点

     学位授权审核进入尾声；院校设置工作有序进行；本科教学工作评估按计划开展

     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坚持标准，放权分权



● 学校办学主体地位强化，内涵发展、特色建设任务繁重（优质、公平、多样）

● 教育利益相关者增多，诉求多样，价值取向冲突

● 不同层次、类型教育的关联度增加（高教、基教、职教；大学与中小学）

● 教育与经济社会联系日趋紧密（经济发展、社会治理，选择性需求旺盛）

● 社会诚信体系不健全（社会公信力质疑）

★ 经济社会、科学技术、全球化等教育外部发展环境的变化、教育诸影响因素

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制约、各教育利益相关者的不同价值取向的利益博弈，使

得教育现象更加复杂，教育规律更加隐蔽；教育决策难度增加，教育改革推

进艰难，学校内涵建设任务更加繁重，质量保障地位作用进一步凸显。

★ 回归学校本质、遵循内在逻辑、尊重基本常识；加强质量保障

应对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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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构建质量保障体系

1. 质量保障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 主要模式及特点

   ● 院校认证模式（以美国为代表）

        由第三方中介机构实施，依据认证基本标准，判断被认证高校是否具备通过认证的最基本条件

   ● 院校审核模式（以英国为代表）

        不鉴定高校水平，对高校保障学术水准和质量水平的机制的有效性和真实性，为达到既定目标采

取的思路举措和方法技术，以及维持质量的规则程序和实际运行进行考察和评议

   ● 政府评估模式（以法国为代表）

        政府组织实施，在政府机构中设有专门评估组织，作为独立行政主体，评估活动经费由政府提供

   ● 自我评估模式（以日本为代表）

       以高校自身为评估主体，通过各种评估手段和方法进行内部评估，发现自身不足，明确改进方向



六. 构建质量保障体系

★ 共性趋势和规律

   ● 实行分类评估，尊重高校的多样化选择和目标定位

   ● 赋予高校质量建设和保障的主要权责，重视发挥专家优势，吸收社会公众参与

   ● 通过外部质量评估活动推动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 重视教育资源使用效益和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

   ● 评估目标多元；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开，并在政府拨款中被有限参考



六. 构建质量保障体系
2. 我国质量保障的体系构建与实践探索
 ★ 质量保障的理念与趋势
     ● 精英 → 大众 → 普及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挑战
     ● 管理 → 治理：多元参与，不同利益相关者对高校办学质量和绩效的问责
     ● 规模扩张 → 质量建设：注重内涵建设，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需要
     ● “教”为中心 → “学”为中心：学生学习结果和全面发展的评价



 ★“五位一体”质量保障体系构建

六. 构建质量保障体系



六. 构建质量保障体系

3. 质量保障的深化研究

   ● 高等教育质量建设与质量保障的主体地位

       不同利益群体的多元利益诉求与高等教育质量观

   ● 高等教育的质量标准与监测评价

       质量标准和评价方式的多元化与监测评价结果的一致性

       质量标准与指标体系，评价方式与技术手段，反馈改进与组织保证

   ● 高等教育的质量保障与教育教学质量

       质量保证的有效性与学校内涵建设、特色发展和质量提升

       探索“元评估”



中国教育学会（The Chinese Society of Education，CSE）

n  历史最久（1979-）、规模最大的全国性教育学术社团
     54个分支机构、190余个单位会员、20余个改革试验区

n  宗旨：学术为本，服务立会
                 助力学校发展、校长教师专业成长

n  功能：学术研究、改革实验、成果推广

                 决策咨询、信息服务、国际交流

n  特点：包容性、实践性与学术性、第三方性

n  刊物：《中国教育学刊》、《中小学教学》

                 《未来教育家》



敬 请 批 评 指 正！
谢 谢 大 家！

blzhong@bn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