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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讯 据教育部官网
消息，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
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
行动计划的意见》（以下简称《扩
优提质行动》）。

《扩优提质行动》对“学前教
育普惠保障”“义务教育强校提
质”“普通高中内涵建设”“特殊
教育学生关爱”“素质教育提升”

“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数字化
战略”“综合改革攻坚”等八大行
动进行了部署。

义务教育强校提质行动，应
对的是义务教育阶段优质教育资
源总量不足、城乡校际差距大问
题。一是推进优质学校挖潜扩

容，对有条件的、办学水平和群众
认可度较高的学校，“一校一案”
合理制定挖潜扩容工作方案，进
一步扩大优质学位供给。二是促
进新优质学校成长，制定区域优
质学校成长发展规划，倾斜支持
帮扶有一定基础的学校，加快成
长为优质学校，办好“家门口”的
每所学校。三是加强寄宿制学校
建设，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和
学校布局，因地制宜适当整合小、
散、弱的乡村小规模学校，着力加
强标准化寄宿制学校建设。

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
聚焦提高师资保障水平。一是
完善教师培养培训体系。完善
师范生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加

大紧缺学科教师培养和补充力
度。深入实施新时代中小学名
师名校长培养计划，健全分层分
类、阶梯式教师成长发展体系。
加强教研支撑引领，健全各级教
研体系，推动各地各校常态化有
效开展区域教研、网络教研、校
本教研，强化基于教学实际问题
和课例案例的研究。二是推动
教师有序交流轮岗。完善义务
教育学校教师“县管校聘”管理
机制，支持开展团队式交流，加
强县域统筹，促进紧缺学科教师
校际共享等。

针对普通高中多样发展不充
分、部分县中水平不高以及群众
职普分流焦虑问题，拟开展普通

高中内涵建设行动。一是加大
投入力度“新建一批”，高起点新
建和改扩建一批优质普通高中，
增加学位供给。二是创新办学
机制“帮扶一批”，通过集团化办
学、“组团式”帮扶、部属高校和
省属高校托管帮扶县中等方式，
扩大优质普通高中教育资源总
量。三是多样化发展“提升一
批”，支持一批基础较好的地区
和学校率先开展特色办学试点，
积极发展综合高中，推进职普融
通。四是有序增加招生计划“扩
容一批”，深入挖掘现有优质普
通高中校舍资源潜力，并结合实
际优化招生计划安排，有序扩大
优质普通高中招生规模。

三部门发文聚焦基础教育扩优提质
《关于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意见》印发

本报综合讯 据教育部官网
消息，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
部近日发布了 2022 年全国教育
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公告
显示，2022 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
入为 61329.14 亿元，首次超过 6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5.97%。国
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48472.91亿

元，比上年增长 5.75%，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比例为 4.01%，做到了

“一般不低于 4%”。全国一般公
共预算教育经费为 39256.96 亿
元，比上年增长 4.79%，占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的比例为15.07%。

依据统计公告，2022年全国按
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一般公共预算教

育经费为15731.97元，比上年增长
2.44% 。 其中 ，全 国 幼 儿 园 为
10198.39元，比上年增长7.29%，增长
最 快 的 是 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33.09%）；全 国 普 通 小 学 为
12791.64元，比上年增长3.32%，增
长最快的是山西省（10.38%）；全国
普通初中为18151.98元，比上年增

长2.14%，增长最快的是西藏自治区
（9.82%）；全国普通高中为19117.92
元，比上年增长1.64%，增长最快的是
福建省（11.03%）；全国中等职业学校
为17461.54元，比上年增长2.14%，
增长最快的是宁夏回族自治区
（21.51%）；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为
22205.41元，比上年下降1.69%。

2022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首超6万亿元

新华社（杨湛菲）记者 12 月
1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近日在
山东青岛召开首次全国校外培训
行政执法工作现场会，要求严格
规范公正文明开展校外培训执

法，坚持过罚相当原则，坚持处罚
与教育相结合。强化校外培训执
法监督，既强化对处罚过程中滥
用、超越职权等违法行为的监督，
又督促执法机关积极履行职责，

依法守护孩子的快乐童年。
会 议 强 调 ，要 发 挥 法 治 在

校外培训治理中的引领、推动
和保障作用，使校外培训在法
治轨道上运行。依法规范校外

培训行业秩序，推动诚实守信
合法经营。依法保护人民群众
合法权益，严肃查处违法培训
行为，特别是培训机构“退费难”

“卷款跑路”行为。

教育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开展校外培训执法

12 月 4 日 ，安
徽省含山县司法局
普法志愿者在姚庙
中心学校宣讲宪法
知识。当日是第十
个国家宪法日，含
山县司法局联合姚
庙 中 心 学 校 开 展

“宪法知识进校园”
主题教育活动。通
过宪法诵读、认识
国徽、发放读本、宪
法知识小课堂等形
式，为学生普及宪
法知识，弘扬宪法
精神，培养学生遵
守宪法的意识。

欧宗涛 甘娟
摄影报道

倒计时，不到 30 天，明年元
旦，新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
国主义教育法》就要正式施行了，
这标志着我国爱国主义教育和文
化共同体建设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爱国主义精神有着深厚的中
国文化传统，也有着深刻的心理与
思想基础。爱国主义是人们对养
育自己的一方水土与人民的饮水
思源的感恩之情与热爱，这是人天
然的、自发生成的朴素情感，并由
此产生的对这方水土和人民的责
任感与义务。如果说追求自由是
人的天性，那么爱国主义思想与情
感所体现的——对他人与社会的
道德感与责任感，则是对前者（追
求自由）的升华。爱国主义使人
对自由的追求从个人自由进入到
了公共自由的领域。人之不同于
其他动物，除了有天性，更因为人
有道德和理性。现代社会政治哲
学的危机之一，就是把人性之恶

看成是动物性的无辜之恶。人之
为人，正在于人用道德和理性对
所谓天性的把握与超越。

不仅在中国，在不同的文化
体系中，爱国主义于国家团结的
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20 世
纪 30 年代，为了提倡爱国主义，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要求所有公
立学校的学生必须向国旗致敬，
违反者将被开除。宗教信徒戈
比提斯的两个孩子因拒绝向国
旗致敬而被学校开除。戈比提
斯向法院提起诉讼。其后，地
区法院与联邦上诉法院先后判
定学区开除两名学生违反美国
宪法有关条款。1940 年，学区
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美国最
高法院推翻上诉法院的判决，
裁定宾州法律和学区规定都不
违宪。裁决书写道：“向国旗致
敬是必要的，因为国家的团结是
国家安全的基础。”

爱国主义教育是文化共同体
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文化思
想融会、发展、团结的途径之一。
在团结的同时激发活力与创新，在
团结的同时铸牢文化自我，坚持

“四个自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我们的
文化自主、政治自主、经济自主、社
会自主才有了更强大的支撑。“四
个自信”既是基于历史和现实，也
是基于理论和信仰，更是基于对人
的平等权利的信念。

1955 年 9 月，钱学森回到祖
国。陈赓大将在设宴款待钱学森时
问他：“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钱学
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
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
一截？”在祖国积贫积弱、百废待兴
的时刻，钱老发出了这样掷地有声
的回答。在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
有什么理由丧失自信与自立呢？

体育赛场上，中国健儿用比赛
成绩回击东亚病夫的污蔑。技术
封锁后，科学家、工程师们用精思
与汗水回应了各种质疑。从高铁、
5G、航空航天、人工智能到新能
源、新材料等，我国在工程与科技
领域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
这样良好的发展势头下，我们更应
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坚定“四个
自信”，自觉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
族团结，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
益，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爱国主义教育法也特别强调：“爱
国主义教育应当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与扩大对外开放结合起来，坚持理性、
包容、开放，尊重各国历史特点和文化
传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
果。”有自信更要有胸襟，让我们海纳百
川，坚定自信，全力推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
发展壮大。

倒计时，爱国主义教育法即将实施

本报综合讯 据教育部官网消
息，11月29日，全国青少年学生法治
教育实践示范基地暨最高人民检察
院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实践基地正式
开馆揭幕。最高检党组书记、检察长
应勇，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
司法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左力，北京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教育工委书
记游钧出席开馆仪式并致辞。应勇、
怀进鹏共同为最高检未成年人法治
教育实践基地揭牌。最高检党组成
员、副检察长宫鸣出席开馆仪式。

应勇指出，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
法律监督机关、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
确实施的司法机关、保护国家利益和
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力量，检察履职
贯穿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全过程，在青
少年法治教育中承担着重要职责。
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建设，
是推进法治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
提升青少年学生法治意识和法律素

养的重要举措。最高检未成年人法
治教育实践基地，是国家层面“检教
合作”“检校共建”、共同推进青少年
法治教育的重要成果。

据悉，全国青少年学生法治教
育实践示范基地是教育部与司法部
共建的现代化法治实践教育场所，
占地共 5000 平方米，包含宪法仪式
教育馆、“八二宪法”教育馆、中外
法治文化馆等 15 个现代化特色教
育场馆，依托标准化的实践课程、
数字化的资源体系和智慧化的服务
网络开展法治教育和法治实践。最
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实
践基地依托全国青少年学生法治教
育实践示范基地建设，是基地的重
要场馆之一，是教育部与最高人民
检 察 院 贯 彻 中 央 决 策 部 署 、落 实

《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法》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化检教
合作的重要成果。

全国青少年学生法治教育
实践示范基地开馆

本报讯（记者 杨乐）11 月 28 日
至 12 月 1 日，由蒲公英智库、伊顿纪
德品牌联合主办的第十届中国教育
创新年会“重置系统——未来学校行
动提案”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在为期4天的会期里，50余位教育界
的知名学者、专家、校长和老师受邀
作报告，4800 余人来到现场参会，数
万人次线上参与深度学习。

本次会议聚焦未来学校行动提
案，围绕目标原则系统、组织机制系
统、课程开发系统、教师支持系统、学
习管理系统、评价考试系统、家校合
育系统、场景美学系统、技术赋能系
统、创新领导力系统、创新研发力系
统等领域展开，以数十场专家报告、
学校提案为中心，以上百个“年度教
育创新学校产品”及参会代表票决制
为生成，以未来学校组织路线图、学
习路线图、场景路线图、技术路线图、
产品路线图等为基础共创，以“当代

教育设计展——未来学校场景美学”
为学习背景，重新想象未来学校的样
子，为学校办学行动交付一张变革蓝
图，沉淀无数支架工具。

在开幕式上，教育部基础教育课
程教材工作委员会委员、杭州师大教
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华，中国教育学
会副会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当代
教育研究所所长唐江澎，中国教育学
会副会长、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校长、
特级教师、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基础
教育研究所所长窦桂梅，伊顿纪德董
事长陈忠在会上围绕深化“课程与教
学改革”等主题进行了演讲分享。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会议首次以
课题组的形式展开未来学校组成系
统的“学研·实践一体化”报告，也是
首次开设国内基础教育学校自主研
发的产品展区，大规模展出学校教育
产品，多角度呈现中小学校当前的创
新研发力，让众多参会者眼前一亮。

第十届中国教育创新年会
在深圳举办

12月1日，由中国篮球协会、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主办的2023年全国“篮校
杯”篮球比赛女子组预赛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2支队
伍、500多名球员参赛。比赛将持续到12月8日。 通讯员 王辉富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许川）11 月 28 日
至30日，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
改善计划工作推进会暨专题培训班在
陕西省安康市举行。全国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副主任马建斌出席并讲话。陕
西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二级巡视
员杨盛涛出席开班仪式并致辞。

马建斌以《加强日常监管 提高营
养改善计划管理水平》为题，通报了当
前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并对贯彻落实《农村义务教育学生
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办法》和加强监督
管理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要充分
借鉴陕西省智慧监管平台建设与应用
的先进经验，实实在在地解决营养改
善计划实施过程中的“跑冒滴漏”问
题，确保每一分钱都吃到学生嘴里。

杨盛涛介绍了陕西省教育总体
情况以及近年来全省教育取得的各
项成绩，回顾了全省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工作的总体发展历程。他强调，要
以本次会议为契机，深入学习领会会
议精神，认真学习兄弟省份先进经
验，不断完善全省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工作机制和实施办法，加大学生膳食
营养教育，探索应用智慧管理系统，
通过信息化手段全面提升监管水平
和实施质量，推动陕西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和高质量发展。

据悉，此次培训分两期进行，由
教育部相关业务负责人，重点围绕农
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
办法、提高营养改善计划管理水平、
管理信息系统应用、信息化监管等主
题，通过理论辅导、经验传授、现场观
摩等方式开展全方位、系统性的培
训。来自全国 28 个省区市的省级营
养改善计划管理部门负责人和具体
经办人，部分市级、县级教育行政部
门负责人共计400余人参加会议。

2023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推进会召开

求实论坛

□刘 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