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评价改革 为教育强国建设激活力添动力

发布时间：2024-10-10 信息来源: 《中国教育报》2024 年 10 月 10 日 01 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

战略高度，系统部署了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具有很强

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我们奋力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崭新篇章提供了根本

遵循。教育督导局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上来。深入学习，

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实践要

求，深度领悟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准确把握教育强国“六大

特质”、理解“五个重大关系”，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对标谋划，强化使命担当。“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事关教育强国成

败。”紧扣建设教育强国目标，聚焦“五大战略任务”落实，聚力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把握中国特色本质要求，突出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坚持系统

思维、破立并举、守正创新，谋划构建中国特色、分级负责、多元协同、世界先

进的教育督导评价新体系，以改革的针对性实效性，护航教育高质量发展深改提

质保底。

聚焦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之重，调整重塑高等教育评估。一是以制度化评估支

撑项目化评价，服务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科技自立自强“不限高”。面向中

国特色“双一流”建设、卓越工程师培养、8年制医学教育试点等专项，紧扣中

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坚持放权松绑与目标达成相统一、外部评价与内部评价相

结合、国内对标与国际比较相呼应，突出质量、特色、贡献综合评估价值取向，

构建符合中国实际、利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推进的高校评价标准；改进基础

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评价办法，探索打破学科界限和壁垒，加大国际比较

研究，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完善博士论文抽检办法，

调整专业学位博士论文评价标准，扭转专业学位学术化倾向。二是以常态监测支

撑专项评价，服务分类推进高校改革、扩大优质本科资源供给“有突破”。AI

赋能教育评价改革，全覆盖、常态化开展学校、学科、专业发展变化监测和“画

像”，强化预警功能，保障兜底达标，支撑专项评价，让评价结果裁量权“回归”

政策制定、制度运行、资源分配、改革建设主体，分类服务学科专业结构调整、

优化设置；改进对行业特色型高校评价办法，将就业状况纳入综合研判，支撑面

向新质生产力人才供需适配机制建设，引导高校在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不同

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追求卓越、办出特色，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扩

大优质本科资源供给。三是以行业用人评价支撑教育育人评价，服务提升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能力、坚守职教办学基底“不动摇”。从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侧和需求

侧分别开展评价，探索建立教育部门组织，行业部门牵头，行业组织、领军企业、

产业聚集区域联合实施的职业教育评价机制，跳出教育评教育，促进教育教学关

键要素改革，以评价改革推动产教深度融合，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技术技

能人才有力支撑。

聚焦基础教育公平扩优之难，优化补缺基础教育监测。一是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扎实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督导评估。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针对公平、

规范、优质要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督导评估监测更加强调“五育”并举考查，

突出对学生思想品德、身心健康监测，群众满意度调查。按照县域实施推动、市

域示范带动、省域整体联动工作节奏，以点带面、因地制宜，在教育督导领域践

行“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工作，以省

域、市域推进完成督导评估认定为引导，选树标杆样本，加快实现更大范围、更

深程度、更具特色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助推基本公共服务供

给能力提升。二是填空补缺，构建高中阶段教育督导评估体系。坚持素质评价导

向，开展科学素养、数字素养、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品德修养、劳动素质、美

育修养等素质素养质量监测，引导学生健康快乐成长。分类研制特色高中、综合

高中办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服务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

聚焦教育治理能力建设之困，迭代升级教育督导体系。一是以教育督导数字

化，促教育综合督政体系转型升级。以层层压实地方责任“压力传导督”、充分

发挥督学作用“自下而上督”、突出大数据全面支撑“数字赋能督”的新思路，

破解督政主体“谁来督”、督政职责“督什么”、督政机制“怎么督”的困惑，

重构中国特色教育综合督政体系，督促指导各级政府切实落实教育强国建设战略

部署。二是以“督学之家”建设，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教育督导版。按照“抓

两头、带中间”思路，加强国家督学队伍建设，通过“任务驱动”工作方式引导

责任督学优化队伍结构、提升履职能力，实现国家、省、地市、县、责任督学五

级督学体系职责明确、队伍统筹、机制联动。试点创建“督学之家”，充分发挥

责任督学“就近、就便”“抓早、抓小”的优势，“一插到底”摸清基层底数，

促进中小学校幼儿园规范管理，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教育督导版。

（教育部教育督导局党支部书记、局长 范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