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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动态】

2022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加快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月 16 日至 17 日，2022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

展格局，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

转变观念、守正创新、攻坚克难、守住底线，加快教育高质量发展，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组长、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作工作报告。

会议指出，刚刚过去的 2021 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一年来，教育系统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着力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有效转化为教

育发展导向、政策举措和工作方法，党史学习教育成效显著，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向纵深推进，人民

群众教育急难愁盼加快破解，服务支撑国家战略有力有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保障条件得到提升，党的

领导和党的建设切实加强，展现了新时代教育工作的新担当新作为。一年来，教育系统在实际工作中，

坚持从政治上看教育、从民生上抓教育、从规律上办教育，认真履职、辛勤工作，在汲取历史智慧中守

正创新，在紧扣时代脉搏中开拓进取，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出了不懈努力。

会议强调，在“两个大局”背景下，教育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必须跳出教育看教育、立足全局

看教育、放眼长远看教育，准确识变、主动求变、积极应变，抓住重大机遇，开创教育新局面。一要深

刻认识和把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教育的先导地位，下好教育优先发展的先手棋。二要深刻

认识和把握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给教育带来的外部挑战，锲而不舍实现既定目标。三要深刻认

识和把握现代化经济体系转型升级对教育的迫切需求，培养大批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四要深

刻认识和把握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教育期盼，推动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五要深

刻认识和把握教育自身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促进教育公平和提高质量。

会议指出，2022 年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一年，教育工作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作出实质性贡献。一是坚定不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育人，着力以风清气正的环境育

人，加快完善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二是巩固发展更加公平而有质量的基础教育。持续打好

“双减”攻坚落实战，深入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大力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加快推动普

通高中特色多样发展。三是大力发展适应新技术和产业变革需要的职业教育。优化发展环境，增强职业

教育适应性，提高内涵质量。四是创新发展支撑国家战略需要的高等教育。推进人才培养服务新时代人

才强国战略，推进学科专业结构适应新发展格局需要，以高质量的科研创新创造成果支撑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推动“双一流”建设高校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五是建设高

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坚持师德师风第一标准, 全面夯实教师发展之基, 切实保障教师权益。六是以改

革创新注入教育发展强大动力。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激发基层和学校活力，提升依法治理水平，



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健全 4%落实机制。七是在大变局中谋划教育对外开放新策略。用好全球优质

教育资源，讲好中国故事。

会议要求，要切实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发扬钉钉子精神，重实干、求实效，

提高政治站位，

引自教育部新闻 2022 年 1 月 17 日

2022 年教育部工作要点（节选）

■聚焦主线，作出实效

2022 年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一年，我们党将召开二十大。这是我们党在进入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

会。迎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是贯穿今年党和国家全局工作的主线，教育工作要聚焦这条主线，作出

实质性的贡献。

■2022 年教育工作的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转变观念、守正创新、攻坚克难、守住底线，加快教育高质

量发展，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六个方面的工作要点

一、坚定不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确保教育领域始终成为坚持党的领

导的坚强阵地；二、加快完善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育人体系，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三、积极

回应群众关切，不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四、全面提升教育服务能力，为构建

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强支撑；五、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为教育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六、把教师作为教

育发展的第一资源，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

■35 项的具体工作内容

1-1.学习宣传阐释党的创新理论；1-2.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1-3.维护教育系统安全稳定；1-4.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1-5.深入实施“十四五”教育发展规划；1-6.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

1-7.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

2-8.深入推进“双减”；2-9.全面推动学校思政课建设；2-10.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2-11.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2-12.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2-13.加强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教育；2-14.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水平和质量；

3-15.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3-16.统筹推进乡村教育振兴和教育振兴乡村工作；3-17.加快发

展学前教育、普通高中教育和特殊教育；3-18.促进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4-19.加快培养、引进国家急需的高层次紧缺人才；4-20.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4-21.增强职业

教育适应性；4-22.提升高等教育服务创新发展能力；4-23.深入推进“双一流”建设；4-24.提高继续教

育服务供给能力；

5-25.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5-26.积极稳妥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5-27.推动区域教育创新发

展；5-28.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5-29.全面推进依法治教；5-30.深化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5-31.

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健康发展；5-32.推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

6-33.加强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6-34.全面夯实教师发展之基；6-35.完善教师管理与待遇

保障。

引自教育部新闻 2022 年 2 月 8 日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2022 年工作要点
2022 年 2 月 24 日

2022 年教师工作总体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系统观念，立足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将教师作为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

队伍建设改革，抓牢教师思想政治与师德师风建设，打造高质量教师发展体系，推进教师管理综合改革，

强化教师待遇保障，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以高质量教师队伍支撑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为推

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一、强化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筑牢教师思想之基

1.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将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对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批示精神和部党组决策部署，做到件件有反馈、事事有落实。

按照“当下改、长久立、系统治”的要求，健全中央巡视整改长效机制，推进教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的系统性提升，持续巩固深化整改成果。强化党风廉政教育，锲而不舍抓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

精神落实，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队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广大教师的头脑，

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全力做好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和学习贯彻工作，不断提高广大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理论素养。

2.健全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体制机制。持续推进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建设专项工作，推动落实《中

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完善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工作体制机制的指导意见》，开展教师思想政

治和师德师风情况专项检查，强化联动机制建设。

3.巩固拓展师德专题教育成效。常态化开展师德专项教育，将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全面落

实到新教师岗前培训和在职教师全员培训中。深化宣传学习，推广师德师风建设优秀案例，扩大举办高

校青年教师国情教育研修班。

4.强化教师师德评价监管。将师德师风作为衡量教师能力素质的第一标准，强化师德考评。加强师

德师风舆情监控，持续通报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案例，探索建立师德违规案例指导制度，强



化警示教育。严格落实师德师风问题“黑名单”制度，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制度，将丧失教师资格和

撤销教师资格人员录入教师资格限制库，维护教师职业声誉。

二、推进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建设，夯实教师发展之基

5.启动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加强师范院校建设支持力度，建设一批国家师范教育基

地，实施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开展国家教师队伍建设改革试点，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推进实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优化部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加大师范

类专业认证推进力度。

6. 加强中小学教师校长培训体系建设。完善中小学名师名校长培养体系建设，实施新周期中小学名

师名校长领航计划。改革实施“国培计划”，创新实施教师在线培训，推进教师自主选学。提升教师培

训信息化水平，探索教师智能研修模式。研制加强市县教师发展机构建设的指导意见，打造区域教师发

展支持服务体系。

7.提高职业院校教师队伍质量。建立健全职业院校教师培养培训体系，鼓励支持高水平院校参与职

教教师培养培训。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实施职业教育教师国家级示范培训项目。支持高水

平学校和大中型企业共建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企业实践基地。持续抓好全国职教教师创新团队建

设工作，适时启动境外培训。

8.推进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示范创建。做好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总结推广，完成

第二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引领各地加强教师团队建设，推进协同育人、集智攻关。指导

各地推进高校教师发展中心建设。

9.推进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深入推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推进第二批人工智

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试点工作，开发和应用教师智能助手，探索开展教师智能研修，推广完善“双师课

堂”。发掘推广一批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的先进典型。配合举办 2022 年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

三、深化教师管理综合改革，提升教师队伍治理能力

10.推进教师资格管理制度改革。完善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政策，严把教师入口关。推动教师资格证

书电子证照系统建设，提升服务能力。

11.强化编制挖潜创新与教师配备。落实城乡统一的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科学核定教职工编制。

推动各地破解中小学教职工供需和结构矛盾，加强编制保障。推动建立编制周转使用机制，创新供给方

式，提高使用效益。鼓励地方创新幼儿园教师补充配备方式。

12.推进教师职称与岗位管理改革。深化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完善评价标准，创新评价机制，加强高

校教师职称评审监管。研究完善中小学岗位设置管理办法，提高中小学中级、高级教师岗位结构比例，

畅通教师职业发展通道。

13.推进教师资源配置改革。科学推进义务教育教师“县管校聘”管理改革，指导各地有序推进义务

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做好首批“组团式”援疆教育人才选派工作。继续实施银龄讲学计划和高

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

14.深化教师考核评价改革。凝练推广典型经验，引领地方和学校深化教师评价改革。推进中小学教

师减负工作，督促各地落实已经出台的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



15.推进教师资源数字化建设和教师队伍数字化治理。依托“国培计划”“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

设试点”“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等国家级项目，开发建设遴选教师数字化学习优质资源，为国

家级项目参训学员和其他教师专业发展提供资源服务。探索建立教师数字化资源学习成效纳入培训学时

学分的机制。优化升级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完善教师基础数据库。推进各地各校深入应用全国教师

管理信息系统，依托系统开展培训管理、评审表彰等业务。建设教职员工准入查询平台。推进全国教师

资格管理系统与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互联互通。

四、强化教师待遇保障，增强教师职业吸引力

16.完善教师工资待遇保障机制。建立健全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随当地公务员工资待遇调整的联动

机制，对教师工资待遇保障不到位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格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

低于当地公务员的规定。提高教龄津贴标准。推进地方落实经费保障责任，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新

增教育支出更多用于提高教师待遇。

17.加大教师选树宣传和表彰奖励力度。做好第 38 个教师节宣传庆祝系列活动，开展全国教书育人

楷模、最美教师等推选遴选及学习宣传，推荐选树教师中的“时代楷模”等重大先进典型。开展 2022 年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发挥好国家教学名师和教学成果的引领辐射作用。

五、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支持乡村教育振兴

18.强化乡村教师培养补充。鼓励地方加大乡村教师公费培养力度，强化乡村教师定向补充。继续实

施“特岗计划”，倾斜支持乡村教学点和小规模学校。启动新一轮“三区”人才计划教师专项计划。

19.拓展乡村教师职业成长通道。探索实行乡村教师和城镇教师职称分开评审，对长期在乡村和艰苦

边远地区从教的中小学教师，提高教育教学实绩的评价权重，继续开展“定向评价、定向使用”，对中

高级岗位实行总量控制、比例单列。

20.强化乡村教师保障。落实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逐步提高乡村教师待遇。推进实施中西部乡

村中小学首席教师岗位计划，鼓励各地完善首席教师保障措施。支持艰苦边远地区改善乡村教师周转宿

舍，支持地方为教师建设、供应保障性租赁住房、公租房、共有产权房。做好为在乡村学校工作满 30 年

的教师颁发荣誉证书的工作。扩大实施乡村优秀青年教师培养奖励计划。

引自关于印发《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2022 年工作要点》的通知教师司函〔2022〕6 号

教育部教材局 2022 年工作要点

2022 年 2 月 15日

2022 年，教材局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教材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落实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精神，树牢责任意识

和阵地意识，加强工作统筹，强化教材监管，创新建设理念，重视应用实践，打造更多培根铸魂、启智

增慧、适应时代要求的精品教材，在新起点上进一步开创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新局面。

一、深入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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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推进党的二十大精神进教材。编制专项工作方案，组织教材编审专家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

神，以中小学三科统编教材、教育部马工程重点教材为重点，组织修订大中小学统编教材、国家课程教



材，推动和指导各地各校系统修订相关教材，将党的二十大精神及时准确融入各级各类教材，充分体现

中央新精神新部署新要求。

2.落实系列重大主题教育指南和纲要。推进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

指南》《“党的领导”相关内容进大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等系列重大主题教育指南和纲要，加强对教

材编写修订工作的指导，进一步提升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的实际效果。

3.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重大实践、视察地方和学校重要论述进课程教材。修订完善相关国家课

程教材，加强对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和相关教材读本建设的指导，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的创新

理念和重大实践、视察地方和学校重要论述有机融入课程教材，让学生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和实践要求。

4.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根据中央新精神和师生使用反馈，修订改进

读本。完善读本使用保障体系，按照“一个教学设计、一个课堂实录、一个教师说课”的思路，继续组

织开发读本配套学习资源，加强使用跟踪指导，进一步推动学好用好读本，充分发挥育人实效。

5.整体推进《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翻译工作。送审出版《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

讲义》英语版，适时开展对外宣介工作，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教育发展的新思想新理念新观点。加快推

进俄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 4 个版本的翻译审核，完成翻译书稿。

二、系统规划部署教材建设高质量发展

6.研制新一轮教材建设规划。全面总结《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 年）》实施情况，

面向“十四五”时期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研究制订新一轮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

7.推进义务教育课程教材改革。颁布新修订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各学科课程标准，组织专题培训，

加强宣传解读，引导教育系统准确理解把握新课程的改革理念、修订重点，进一步促进义务教育教学减

负提质。加强地方课程管理制度建设。依据新修订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组织做好各学科教材编写（修

订）工作。

8.实施《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育部重点教材建设推进方案》。印发实施《推进

方案》，发布第一批重点教材建设目录。创新建设方式，采取国家直接编写、高校申报编写和现有教材

遴选修订等多种方式，充分调动学者、学校、出版机构等各方面积极性。出台教材遴选办法、教材审核

认定办法、教材出版准入标准和备案要求等配套措施。

三、着力编好用好精品教材

9.推进统一使用中等职业学校三科统编教材。制定中等职业学校三科统编教材使用工作方案，2022

年秋季学期开始在全国中等职业学校起始年级统一使用教材。组织开展国家示范培训，建设网络学习资

源，推动地方做好师资准备、教师培训、教研指导、教学安排、使用跟踪等教材使用基础性工作。

10.做好民族地区中小学三科统编教材使用保障。按照教学进度，完成三科统编教材民族地区专用教

师用书义务教育后续册次、普通高中起始年级册次编写，开发民族地区初、高中语文衔接学习资源，开

展统编教材巡讲和“种子”教师培训，加强日常教学观测指导，为民族地区使用三科统编教材提供精准

化、常态化帮扶。

11.加快建设“中国系列”教材。组织各编写组加快推进首批 9 种、25 本中国经济学教材编写，加

强统筹协调和编写指导，强化学校主体责任。组织编写专家赴改革开放前沿、中西部地区开展国情调研。



研究确定第二批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目录，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教材体系。组织研究论证中国新闻学、

中国法学教材建设，明确建设重点、建设方式和实施安排，启动首批教材建设。

12.完成已规划教育部马工程重点教材建设。全部完成在编在审教育部马工程重点教材编写审核工作，

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读本》《国家安全教育读本》试教试用，加快推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

于哲学社会科学及各学科重要论述摘编编写。继续做好马工程重点教材使用情况年报工作。

13.加强教材使用监测评价。指导教材编写、出版、使用等单位，建立健全教材使用研究、跟踪监测、

培训指导、效果评价等机制，及时发现和解决教材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先进经验成果交流推广，不

断提高教材使用效果。

14.开展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宣传。分类编撰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获奖成果概览，组织开展教材建设

先进典型宣传和经验交流，有效发挥获奖成果示范引领作用。

四、加强教材工作统筹协调

15.抓好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精神落实。指导各省（区、市）、部属高校和部省合建高校开好本地本校

教材工作会议，完善管理体制机制，健全领导和工作机构，强化工作责任落实，实现国家、地方、学校

联动并进。召开 2022 年度全国教材工作会议。

16.强化国家教材委办公室统筹协调职能。充分发挥国家教材委办公室作用，健全问题会商、联合调

研、任务督办、检查抽查、信息通报等机制，加强工作统筹、沟通协调和调度督办，确保国家教材委各

项决策部署有效贯彻落实。

17.加强对高校教材工作的指导和管理。加强工作指导、督促和检查，强化高校教材主体责任落实。

开展高校教材建设和管理队伍培训，分层分类对省级教育部门和高校负责同志及相关部门负责人、教材

编审人员、马工程重点教材任课教师等进行集中培训，整体提高队伍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

五、强化各级各类教材监管

18.盯紧教材管理办法落地落实。持续开展大中小学教材系列管理办法落实情况跟踪调研，通报落实

进展情况，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建立工作督办单制度，督促指导各地和高校严格抓好落实、提高实施成

效。

19.完善教材管理配套制度。修订《中小学教材选用管理办法》《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研究

制定关于加强数字教材建设的指导意见，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教材教辅、数字教材建设管理。

20.建立教材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印发关于教材工作责任追究的指导意见，建立教材编写、审核、出

版、印制发行、选用使用全链条工作责任追究制度。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加大教材违法违规问题追责

问责力度。建立教材定期检查制度，开展教材质量随机抽查，形成教材问题通报反馈与处理的常态化机

制。

六、打牢教材建设发展基础

21.加强教材审核专家队伍建设。筹备国家教材委专家学者委员和专家委员会换届工作，分学科组建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马工程）专家委员会学科专家组。修订《国家教材委专家委员会工作章程》《马工

程重点教材编审用工作细则》。加强国家教材委专家委员会秘书处建设，提升教材审核工作效能。



22.加强教材基础研究。开展首批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研究项目总结验收，遴选建设第二批基

地。以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为主要依托，围绕新时代人才培养要求和教材建设实际需要，部署开

展专题研究，提升教材研究的针对性、实效性。

23.加快推进教材管理信息化。加强国家教材管理信息平台基础功能建设，完善教材审查管理、教材

基础数据库、中小学教材选用管理和课外读物监测管理等系统，抓紧推进课程实施管理、教材使用监测

和教材信息服务等系统建设。

24.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始终将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持续深化

模范机关建设，推动党建与业务发展深度融合。大力改进工作作风，严控会议和发文数量，更多走进基

层、学校、师生和专家队伍，加强政策制定的调研论证，让教材工作进一步立足实际、对接需求、服务

一线。

引自关于印发《教育部教材局 2022 年工作要点》的通知教材局函〔2022〕3 号

2021 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主要结果（高等教育部分）

2021 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 3012 所，其中，普通本科学校 1238 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 32 所；高

职（专科）学校 1486 所；成人高等学校 256 所。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 4430 万人，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 57.8%。

全国普通、职业本专科共招生 1001.32 万人，其中，普通本科招生 444.60 万人；职业本科招生 4.14

万人；高职（专科）招生 552.58 万人。

全国普通、职业本专科共有在校生 3496.13 万人，其中，普通本科在校生 1893.10 万人；职业本科

在校生 12.93 万人；高职（专科）在校生 1590.10 万人。

全国共招收研究生 117.65 万人。其中，招收博士生 12.58 万人，硕士生 105.07 万人。在学研究生

333.24 万人。其中，在学博士生 50.95 万人，在学硕士生 282.29 万人。

全国共招收成人本专科 378.53 万人，在校生 832.65 万人。招收网络本专科 283.92 万人，在校生

873.90 万人。

全国共有高等教育专任教师 188.52 万人，其中，普通本科学校 126.97 万人；本科层次职业学校 2.56

万人；高职（专科）学校 57.02 万人；成人高校 1.97 万人。

引自教育部官网 2022 年 3 月 1 日

【分会资讯】

体育专业委员会 2022 年新春贺辞

各位同仁：

天地春晖近，日月开新年。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我们谨向各位及家属致以诚挚的祝福，祝大

家新春愉快、阖家幸福、虎年吉祥。

2021 年是极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们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以史为鉴、

笃志前行，在历史与现实的映照中书写新征程的壮丽篇章，定格成我们心中难以磨灭的珍贵记忆。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完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科研立项“高校体育发展与应用研究”项目的发布、

申报和审批工作，召开了第十二届高校体育教师教育科学论文报告会，出版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体育专

业委员会工作简报，编写了时事学习资料，明确了工作准则、整理了管理文件、规范了办事流程、梳理

了会员信息，形成了基本的工作流程。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所有这些成就和荣誉的背后，无不凝聚着各位的智慧与汗水，

凝聚着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在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展望未来，任重道远；初心赤诚，行则必至。我们要继续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教育是国之大

计、党之大计”，全面推进新时代高校体育的发展，坚决落实体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积极开展高校

体育理论与实践重大问题研究，持续推动教师教育领域研究与实践学术交流，为培养更多“四有好老师”

和“引路人”不懈奋斗，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为大力振兴高校体育事业、实现中国梦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理事长 李鸿江

秘书长 骆秉全

监 事 郝光安

引自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官网体育专业委员会网页 2022 年 2 月 1 日

2022 年体育专业委员会工作思路与计划

一、工作思路

目前，正处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实现第二个百年宏伟目标，高等教育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

命。本届理事会要继续充分发挥学术团体的作用，坚持规范活动，努力做好各项工作，不断提高服务质

量。

要继续坚持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立会，服务为本”的办会宗旨，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校体育

发展与应用研究和各种学术活动为抓手，深入研究高校体育对落实立德树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的功能、途径和方法；深入研究高校体育在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战略角色和发展策略；

深入研究高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强健、提升学生体育素养的教育模式和教学方法；聚焦高校体育改革发

展中的难点问题，努力提高学术立会的质量。

要创新服务方式。要更好地发挥全体理事的作用，聚焦高校体育的真问题，组织开展真研究，为高

校教育发展决策提出切实可行、有效的真办法；全体理事要积极发挥自身潜力，聚焦问题，探索研究方

法、挖掘问题本质，提升服务的实效性。

要做好品牌工作。要继续做好中国学校体育科学大会的筹备与组织工作，要继续做好高校体育发展

与应用专项课题立项研究、高校体育教师教育科学论文报告会等活动的工作，要积极挖掘、丰富、完善

高校教师教学基本功展示活动内容、方式、辐射引领路径和网络资源库的建构工作，创新工作模式，创

造工作条件，为打造适合高校体育发展的品牌培育沃土、深耕细作。

要认真谋划，主动作为，拓展工作空间；要不断提高理论创新、学术传播、人才培育的工作水平；

要进一步提高专委会的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要自觉遵守学会章程和分支机构管理办法，始终守好意识

形态红线和廉洁自律底线。

二、工作计划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五中和六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将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做为抓手，在提高政治判断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基础

上，使专委会的各项工作，在新的一年开好局、起好步、写好“奋进之笔”。

进一步加强学会自身的组织建设工作，吸纳有志于高校体育事业的人士入会。

与中国教育学会体育与卫生分会联合召开第十届中国学校体育科学大会。争取上半年印发征文通知，

下半年召开会议；做好第十三届高校体育教师教育科学论文报告会的筹办工作；争取在高校体育教师职

业能力提升方向，在 2022 年有所作为，做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师教学基本功交流展示”、“高校体

育教育专业认证高层论坛”、“师范生教育教学素养交流展示”和“新时代全国高校体育教育教学改革

培训”等已申报会议的落实工作。

与学会所属 60 多个专委会、各省市高等教育学会开展交流活动，寻求与有省市高校体育专业委员会

共同发展的着力点、探讨尚未建立地方高校体育专业委员会的合作模式。

在总结 2021 年课题申报的基础上，积极做好 2022 年学会课题和横向课题的申报指南与策划工作。

创新学会活动模式，鼓励各位理事、常务理事以及地方学会办活动、献计献策。

进一步完善《简报》和《学习资料》的编写工作；做好专委会会员单位和会员的发展工作，并希望

各位理事积极推荐合适人选；细化日常管理和项目管理的制度，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品质。

引自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体育专业委员 2021 年理事年会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体育专业委员会连续推出二期学习资料

结合北京双奥之城、冬奥会召开之际，以新华社国内部、体育部联合制作，新华社第一工作室推出

题为“5 年 5 次考察冬奥筹办工作，总书记为何念兹在兹”作品为背景，回顾了自 2017 年以来，总书记

5次实地考察冬奥会筹办工作的内容，增强认识奥林匹克价值、发扬奥林匹克精神、感受冬奥会的脉动。

与此同时，整理推出“2022 年教育部工作要点”（摘编） 。

2022 年 2 月 20 日

【学术动态】

我国高校体育教师执教风格演变模式的欧美经验及启示
何超 汤卫东 田磊 南京师范大学

摘要 梳理欧美相关研究发现：体育教师执教风格形成过程中要综合考虑教学要求、学习情境与新人到创

新型教师的发展流变；体育教师执教风格形成的不同阶段要有针对性的着力点，基础阶段要注重中介式

学习，中级阶段要突出非正式的互动模式，高级阶段要强化批判性反思。对我国体育教师执教风格的启

示包括：1.有助于实行高校体育教师专业资格分类认证;2.有助于构建高校 体育教师学习共同体；3.有

助于养成高校体育教师的“反思性”实践能力；4.有助于完善高校学校体育教育管理相关组织结构。

关键词 执教风格；演变模式；高校体育教师；专业发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外教师学习模式对江苏高校体育教师拓展学习模式的启示研究”，项目号：

18TYC00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反兴奋剂法治体系及防控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ZD337。

引自《体育与科学》2022 年第 43 卷第 1 期 p61-67

我国高校体育文化研究述评
耿锐 花家涛 陈鹏 安徽师范大学

摘要：通过系统性文献回顾和内容分析法，从 2010 年起，对近 10 年来高校体育文化的研究现状进行归



纳和梳理，并对既有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结论：已有研究对高校体育文化的概念界定、功能特征、影响

因素以及发展策略等维度进行了深入探析，研究成果呈系统化、整体化发展图景。但整体而言，当前研

究薄弱之处在于研究议题有待深化、研究视角有待拓展、分析工具有待科学化。今后研究应当从把握关

键问题、开拓研究新方向、加大科研基金支持力度 3 个方面寻求新的学术增长点、落地学术成果。

关键词： 中国；高校体育文化；研究议题；综述

基金项目：安徽省质量工程教学研究重大项目：2018jyxm1445。

引自《湖北体育科技》2022 年第 41 卷第 1 期 p89-94

高校体育设施开放共享对杭州市公共体育设施配置的影响
魏薇 于佳浙 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摘要：高校体育设施种类丰富、质量较好，向社会开放共享有助于缓解公共体育设施配置分布不均、服

务可达缺失、设施配置不足等问题。文章以杭州市主城六区公共体育设施及高校体育设施为研究对象，

结合大数据、GIS 等方法，从居民日常运动健身角度分析评估高校体育设施开放共享对杭州市体育设施

配置的实际作用。

关键词：高校体育设施；公共体育设施；开放共享

《建筑与文化》2022 年第 1期 p127-128

师范类专业认证背景下体育教育专业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探索
董翠香 韩改玲 朱春山 樊三明 华东师范大学等

摘要：以教育部颁布的相关文件为理论依据，以参与师范类专业认证和课程思政建设工作为实践依据，

运用文献资料和逻辑归纳法，在对师范类专业认证和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蕴及价值取向进行解读的基础上，

从师范类专业认证视角，探索性提出构建以重构专业培养方案为顶层设计、以修订课程教学大纲为突破

口、以课程实施为主渠道，以课程评价为杠杆的体育教育专业课程思政教学实践路径。旨在解决当前专

业教育和思政教育“两张皮”的问题，充分发挥体育教育专业课程的育人铸魂之功效，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

关键词：师范类专业认证;体育教育专业;课程思政;教学实践;

基金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1BTY102）；华东师范大学课程思政研究中心课题（项目编号：2020KCSZ09）

引自《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2 年第 37 卷第 1 期 p32-37

中华体育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战略路径研究
辛哲 吕晓东 赵畅 杨扬 沈阳中医药大学

摘要：中华体育精神是中华民族在长期体育实践中形成的具有历史性、民族特征和家国情怀的价值追求。

采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研究中华体育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并指导实践，从中华体

育精神的内涵和特征出发，厘析中华体育精神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内在联系，洞见中华体育精神

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依据当前中华体育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困境，提出通

过探索中华体育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健全中华体育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机制

和创新中华体育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充分发挥中华体育精神育人价值，创新体育文化表

达，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关键词：中华体育精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战略路径

http://t-cnki-net-s.webvpn.sxu.edu.cn/kcms/author/detail?v=xO5bUgUwrmqObKgTDoc_62_WvoFQ_mlRc37VZia4EEao-iwLM62sneHaL6CFDX-OAB1dqwS_sg2XdL2Ieh7IFDsCZFQTa9UgjlbxLJq7rvc=&uniplatform=NZKPT
http://t-cnki-net-s.webvpn.sxu.edu.cn/kcms/author/detail?v=xO5bUgUwrmqObKgTDoc_62_WvoFQ_mlRTQPfBY-1IfIT78OJF-Z57bM-WL7V-q7e5decUBivyHbSv3X3TTwo_uVd0_bYkCPjiurGwHseLfM=&uniplatform=NZKPT
http://t-cnki-net-s.webvpn.sxu.edu.cn/kcms/author/detail?v=xO5bUgUwrmqObKgTDoc_62_WvoFQ_mlRZIH6cEOn_vOpjs1sDyBXAw4YwT-tMhiOis9ced6UizSIUneAnbMsWxifqJaIkuUhnCGcDZtEgco=&uniplatform=NZKPT
http://t-cnki-net-s.webvpn.sxu.edu.cn/kcms/author/detail?v=xO5bUgUwrmqObKgTDoc_62_WvoFQ_mlR4K6TUIUKZkZt9LWqiDPL1oxOICOP4Ab4UwZOy_D2LU74R7KYK78f547NQo0Jeyq_rt8qb_W4DZQ=&uniplatform=NZKPT
http://t-cnki-net-s.webvpn.sxu.edu.cn/kcms/keyword/detail?v=xO5bUgUwrmoTY793KqA3FdhlXpQc7he7pNkiTQVGq1tk0N1gVLFBdjmorZsHh0TlVmmT8H_PVHS-faAxMP_3HYHCfGqCbui1MueHDpvrAKU=&uniplatform=NZKPT


基金项目：2019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的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研究”

（19YJC710109）。

引自《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2 年第 41 卷第 1 期 p43-49

Global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Educatiors
Author:O’Sullivan,Mary.--Journal of Research Quarterly for Exercise and Sport 2021(Volume 92,Issue
3)--pages 327-328
体育教师教育工作者的全球挑战和机遇

Exploration of the Patterns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Participation Within Self-Directed Onlin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uthor: Okseon Lee--Journal of Teach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Volume 40(2021):Issue 4(Oct 2021)
自我导向型网络专业发展中体育教师的参与模式探索

Vigorously Cited: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the 500 Most Cited Physical Activity Articles
Author:Aamir R.Memon--Journal of Physical and Health,2021,18,904-919
疯狂引用：500 篇被引用最多的身体活动文章的文献计量分析

A 5-yearAnalysis of Weight Cycling Practices in a Male World Champion Professional
Boxer:Potential Implications for Obesity and Cardiometabolic Disease
Author:James C Morehen --Int J Sport Nutr Exerc Metab,2021 Sep 3;1-7
男子世界冠军职业拳击手体重循环练习的 5 年分析：对肥胖和心脏代谢疾病的潜在影响

Predicting Cardiorespiratory Fitness Using the 20-m Shuttle Run Test:New Insights Using Nonlinear
Allometry
Author:Alan M Nevill--Med Sci Sports Exerc.2021 Aug 1:53(8):1624-1629
20 米往返跑预测心肺能力：一种使用非线性异速测量的新见解

Tracking and Changes in Daily Step Counts among Finnish Adults
Author：Xiaolin Yang--Med Sci Sports Exerc.2021 Aug 1;53(8):1615-1623
芬兰成年人每日步数的追踪与变化

引自《体育读者文摘》2021 年第 6卷第 3 期

【新书介绍】

《后疫情时代 大重构》一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宏观层面包括经济、社会、地

缘政治、环境和科技。作者认为现今世界所有风险都是相互影响，试图控制单一

风险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从长远角度，国家和政府应优先考虑采取更加包容、

可持续的方法来管理和衡量经济，推动就业增长，改善生活水平并保护地球。社

会不平等问题从短期来看可能会继续恶化；从长远来看，这一趋势可能会逆转。

21 世纪最有可能出现的世界格局是，单一霸权统领世界的时代离我们而去。全球

化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一个比较折中的解决方案：区域化。新冠疫情与气候变化和

生态系统崩溃之间存在最直接的关联。第二部分微观层面包括行业和企业。作者认为新冠疫情会极大促

进 O2O（线上线下融合）的商业模式的发展。后疫情时代的企业应发展多元化的供应商网络，以防止供

应链中断产生的冲击。其中有三大产业，即大科技、医疗和保健将实现繁荣发展。第三部分人性层面主

要讲述疫情对个人造成的影响。作者主张亲近自然、精简饮食和体育锻炼会延缓甚至会逆转我们的生物

衰老进程。

内容包括：引言部分：宏观层面的大重构、第一章概念框架——当今世界的三大特征、第二章经济复苏、第三章社会

的重构、第四章地缘政治的重构、第五章环境的重构、第六章技术的重构；第二部分：微观层面的重构（行业和企业）、



第七章微观趋势、第八章行业复兴、第三部分： 人性的重塑、第九章重新定义人性、第十章心理健康、第十一章人生重

要事项的变化；结论、致谢和注释。

作者[德]克劳德.施瓦布和[法]蒂埃里.马勒雷，译者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 中信出版社 2020 年版

《实用运动生物力学教程（第 4版）》一书系统、详细地介绍了与人体运动有关

的基本力学原理，能帮助读者充分理解基本运动规律如何影响人体运动表现。全

书共分为 2 个部分。第 1 部分是对运动生物力学基础知识的介绍，由 10 章组成，

阐释了运动生物力学与解剖学的关系，运动生物力学的基本原理和相关概念，以

及线性运动、角运动和在流体中的运动的力学知识。第 2 部分是对运动生物力学

应用的介绍，由 3章组成，提供了运动技术分析的重要指南，包括综合分析步骤、

识错与纠错步骤、重要运动技术的技巧和力学原理解析。

主要内容：前言；第 1 部分运动生物力学基础知识：第 1 章应用运动生物力学简介、第 2 章运动生物力学与解剖学、

第 3 章运动生物力学的基本原理、第 4 章线性运动、第 5 章线性动力学、第 6 章角运动、第 7章角动力学、第 8 章稳定性

和不稳定性、第 9 章运动动力学、第 10 章流体中的运动；第 2 部分运动生物力学的应用：第 11 章运动技术分析、第 12

章运动技术错误的判断与改正、第 13 章部分运动技术介绍。

作者[澳] 布伦丹·伯克特著 马运超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1 年版

《行为科学统计精要（第 8 版）》是一本讲解基础统计学的专业教材，两位作

者均为纽约州立大学布鲁克波特学院教授，几十年来一直从事统计和实验设计

的一线教学工作。很多学生都讨厌学习统计学，他们对与数学相关的课程感到

无法胜任，只好死记公式，一知半解；而那些对统计学感兴趣的学生，由于教

师很难把统计学原理讲解透彻，或者缺少适合的参考资料，而使这些同学徘徊

在统计学的大门之外。针对这种现状，两位教授编写了本教材。作者的语言平

实准确，例子贴切丰富，而且把一些统计过程动态地展现出来，形象地揭示了统计学原理，使得本书既

有深刻的内涵，又全然没有枯燥乏味的感觉，让人不得不佩服作者深厚的统计学功底和卓越的语言表达

能力。本书自出版以来，获得师生的广泛好评。作者根据读者和教学的反馈，追踪统计的*发展，对本书

进行了多次修订，目前本书已被很多院校定为教材。 对于老师来说，第 8 版增加了新的研究案例，增加

了更接近现实生活的例子。对于学生来讲，本书提供了大量供学生练习的机会，并增加了“小贴士”的

内容，以提醒学生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内容包括：第一部分入门和描述统计：第 1章统计学入门；第 2 章频数分布；第 3 章集中趋势的测量；第 4章变异性；

第二部分推论统计基础：第 5 章 z分数:分数的位置及标准化分布；第 6章概率和正态分布；第 7 章概率和样本:样本均值

的分布；第 8 章假设检验介绍；第三部分使用 t统计量推断总体均值和均值差异：第 9 章 t 检验介绍；第 10 章两个独立

样本的 t 检验；第 11 章两个相关样本的 t检验；第四部分方差分析:检验两个或多个总体均值的差异：第 12 章方差分析

介绍；第 13 章重复测量和双因素方差分析；第五部分相关和非参数检验：第 14 章相关；第 15 章卡方检验:拟合优度和独

立性检验；第五部分回顾、附录和参考文献。

作者:[美]弗雷德里克·J·格雷维特和拉里·B·瓦尔诺著 刘红云 骆方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 2016 年版

https://book.jd.com/writer/%E5%B8%83%E4%BC%A6%E4%B8%B9%C2%B7%E4%BC%AF%E5%85%8B%E7%89%B9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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