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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基础教育总体满意度稳中有升
——2020年全国基础教育满意度调查报告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项目组

教育公平中，机会公平是最大的
公平。调查表明，人民群众对教育机
会 公 平 的 满 意 度 相 对 最 低 （71.26
分），低于校内公平 （84.02 分） 和校
际公平 （72.11分）。

总体来看，人民群众对入普惠性
幼 儿 园 难 不 满 意 ， 满 意 度 仅 为
61.14%。这反映出，目前普惠性学前
教育资源仍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良
好学前教育的需求。政府仍需加大投
入，通过增加公办幼儿园数量和支持
民办幼儿园提供普惠性服务等方式，
继续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同
时，按照“政府投入为主、家庭合理
负担、其他多渠道筹措经费”的原
则，健全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让
所有适龄儿童“有园上”“上得起”。

调查中，66.20%的义务教育学生
和家长对上学距离满意，且农村的比
例 更 低 ， 仅 为 59.08% 。 造 成 学 生

“上学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
是因为农村学校布局不合理，有的是
因为城镇人口迅速增长而导致家门口
的学校学位不足，还有的是因为家门
口的学校办学质量不高而择校引起
的。因此，缓解“上学远”现象需根
据问题成因分类施策，切实落实义务
教育就近入学。

当前，“普高热、中职冷”是我
国高中阶段教育面临的发展困境。调
查显示，部分初中学生和家长认为，

“考普通高中比考大学都难”。要化解
“上普通高中难”的问题，未来还需
进一步促进普高和中职在办学投入、
培养质量、学生收益等方面的大体相

当，优化普职融通的顶层制度设计，
提质培优增强中等职业教育吸引力，
实现普职协调均衡发展。

坚持“五育并举”，全面发展素
质教育，是提高基础教育质量的根本
遵循，素质教育理念需渗透到学校教
育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充分体现
在教育内容、教学过程以及教育结果
等方面。但调查表明，全面推进素质
教育仍存在短板。从教育内容来看，
调查对象对学校重视劳动教育表示满
意的比例相对较低，为 87.81%。劳
动教育作为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
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重要内容和途
径，其独特的育人价值在很长一段时
间不被重视。2020 年 《关于全面加
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
发布正当其时，迫切需要大力落实。
从教育教学来看，调查对象对教师能
根据学生特点进行教育教学、鼓励学
生发表不同意见等方面表示认可的比
例 相 对 较 低 ， 分 别 为 87.61% 和
87.68%。发展素质教育，必须进一步
转变教学观念，重视学生创新意识和
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创新教学方法，
优化教学模式，丰富教学活动，提高
教学实效。从学生发展结果来看，调
查对象对学生学习成绩、社会责任感
表示满意的比例相对较低，分别为
83.03%和 85.56%。作为教育教学的
重要结果体现，学习成绩是师资、教
育教学、家庭教育等各类因素综合作
用的最终体现。人民群众对此不满意
也反映出教育教学投入产出不平衡的
问题。学生社会责任感更是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重
任的时代新人的核心目标，必须予以
高度重视。

此外，调查还发现，师资水平差
距是人民群众最在意的公平问题。义
务教育学校师资水平的差距满意比例
排在倒数第五位，比例为 69.59%。
相关分析显示，义务教育学校师资水
平差距对教育公平满意度的影响很
大，满意比例却相对较低。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能否平等享受优质教师资
源，成为人民群众对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的最大期待。开放题分析发现，学
校之间的师资差距主要表现在“音体
美师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教
学水平”等方面。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成果需要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尤其是
师资水平的均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
指出，“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
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从调查
结果来看，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任重
道远。目前，幼儿园和中小学校确实
存在对家校沟通认识不足、形式大于
实质、单向灌输取代双向沟通、随意
性大于针对性等问题。相关分析显
示，家校沟通机会对教育质量满意度
的影响大，满意比例却相对较低，是
提升教育质量亟须优先改进的方面。
对政府和教育部门而言，以做好家校
沟通为有力切入点，不断健全家校社
协同育人机制，努力汇聚起教育系统
和社会各方的育人合力，将是“十四
五”期间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
内容。

人民群众期待更高程度的教育公平
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任重道远

人民群众对基础教育的满意度如
同教育工作的“晴雨表”“风向标”。
人民群众最满意的方面可以反映教育
发展的成绩，而最不满意的方面则是
教育工作中有待改进和解决的问题。
本次调查对实现“把基础教育越办越
好”的目标有以下三点启示：

一是巩固强项。教师工作态度、
学校疫情防控、师生关系、教师教学
水平、学校对学习困难学生或残疾学
生的帮扶是人民群众满意度较高的方
面，这与党和政府长期以来坚持以学
生为中心、关注每一名学生的健康成
长，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
作，狠抓师德师风建设是分不开的，这
些举措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
持。面对成绩，政府和学校不能松懈，
应该进一步强化师德师风建设，持续
抓好教师能力提升、弱势学生群体帮
扶，不断巩固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成果，
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奠定基础。

二是补齐弱项。幼儿园收费高、
普惠性幼儿园学位仍显不足、部分义
务教育学生上学远以及义务教育学校
师资水平差距大是人民群众满意比例
相对较低的方面。这些问题都与人民
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和优质教育资
源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矛盾有关。政府
仍需要持续推进教育公平，继续扩大
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建立合理的学
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优化义务教育
学校布局，不断推进师资的均衡配
置，努力让人民群众享受公平而有质
量的基础教育。

三是突破难项。调查发现，人民
群众对教师根据学生特点进行教育教
学、鼓励学生发表不同意见等有助
于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批判性思维
能力的教学方式满意度相对较低。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在课程开齐开足、满足学生发
展需求方面已经取得了进步，但是

课堂教学对提高学生创新意识、实
践能力、责任担当等人才培养目标
的实现上仍存在不足。未来要在牢
固树立促进全体学生全面发展的教
学质量观的基础上，将课堂作为改
革创新的主阵地，狠抓育人方式改
革，深入推进课堂革命，促进学生
创新意识、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
等关键能力的提升。

（本课题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0 年度公益金重大项目“全国基础
教 育 满 意 度 调 查 ” 研 究

［GYA2020003］成果。课题指导：崔
保师、刘贵华。课题主持人：张宁
娟、任春荣。核心成员：武向荣、吴
建涛、史亚娟、燕新、张文静、郝
静、程蓓、王钰彤等。执笔人：左晓
梅、余蓉蓉。中国教科院教育信息与
数据统计研究所、全国 31 个省区市
教科院所参与了本次全国抽样调查并
给予大力支持）

巩固强项、补齐弱项、突破难项
努力让人民群众享受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努力办
公平而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不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
平惠及全体人民。

继2015年、2017年之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于2020
年9月至12月在全国开展了第三轮全国基础教育满意度调查
工作。

此次调查覆盖全国31个省 （区、市） 306个县 （市、
区）3017所幼儿园和中小学校。调查共回收问卷81160份，
有效问卷67243份，问卷有效率为82.85%。其中，学生问卷
23129份（34.40%），家长问卷32145份（47.80%），教师问
卷8952份（13.31%），校（园）长问卷3017份（4.49%）。调
查结果显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取得新的显著成就，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持续提升。

2020 年基础教育总体满意度得分为
83.79分。与2017年 （81.41分） 和2015年

（79.16分） 的调查结果相比，总体满意度稳
中有升。这表明，人民群众对我国基础教育
改革发展是满意的，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教育质量满意度得分为 84.69 分，教育公平
满意度得分为 78.39 分。比较而言，人民群
众对教育质量的认可度高于教育公平。其
中，人民群众最满意的五个方面是，教师工
作态度、学校疫情防控、师生关系、教师教
学水平、学校对学习困难学生或残疾学生的
帮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围绕教师
队伍建设的核心任务，不断健全教师政策支
撑体系，推动基础教育师资队伍整体素质提
高，教师队伍的职业地位得以更好保障，也
切实得到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可。调查显
示，人民群众对师资质量的满意度最高。在
教育质量感知的影响因素中，师资质量满意
度得分 （89.21 分） 最高。开放题分析也发
现，人民群众对教师的敬业精神最满意。

学校疫情防控排在人民群众最满意的第
二位，比例为 97.09%。开放题分析发现，
人民群众对学校采取“分时段上下学”“重
视饮食健康卫生”“及时通报”“及时联系家
长”等保障学生身体健康的措施表示满意，
并且对学校“及时采取线上教学”“加强作
业辅导”“安排有针对性复习”“录制小视
频”“共享资源”等保障学生学习效果的措
施表示满意。幼儿园和中小学校在 2020 年
疫情防控行动中交出了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近年来，教育部高度重视中小学生德育
工作，进行了系列部署，从中小学生的身心
特点和思想实际出发，不断促进学生健康成
长。调查表明，广大中小学生普遍拥有良好
的同伴关系、健康的心理状态和积极乐观的
生活态度。92.80%的中小学生认为本校学
生之间的关系好，90.91%的中小学生认为
本校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好，90.38%的中小
学生对本校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表
示满意。专项题调查表明，88.71%的中小
学生觉得生活有意思。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教育部门在规
范学校办学行为、保障校园安全等方面健全
政策体系，引领学校不断提升治理水平，实
现学生和学校的健康发展。调查表明，当前
学校风气良好，师生关系和生生关系和谐，
学校给予了学生足够的安全感，让人民群众
放心。调查显示，学校安全管理工作排在人
民群众最满意的第六位，比例为 94.99%。
人民群众对于学校校园欺凌治理、学校风气
满意的比例也相对较高，分别为 93.15%和
91.40%。

调查还表明，人民群众对教育评价改革
与“公民同招”等新政已形成基本共识。调
查中，93.06%的学生和家长认为，学校能
从德智体美劳多个方面评价学生。专项题调
查发现，近七成 （67.03%） 的教师、校长
认同用学生的进步幅度评价学校或教师。健
全综合评价和探索增值性评价，已经在全社
会形成基本共识。目前,体育成绩已经纳入
中考，专项题调查发现，近九成（89.40%）的
调查对象对“体育成绩纳入中考”表示满
意。有不少家长反馈，“体育纳入中考后，
学校非常重视体育活动，孩子身体素质得到
了提高”，甚至有家长表示，“应该将体育纳
入 高 考 ， 促 进 学 生 全 面 发 展 ”。 超 七 成

（73.82%） 的调查对象对“将艺术科目纳入
中 考 的 政 策 ” 表 示 认 同 。 近 八 成

（79.05%） 的调查对象认可旨在让公办和民
办中小学校回归起点公平的“公民同招”政
策。

从数据分析来看，基础教育满意度继续
呈现“东高西低”格局。分地区来看，东、
中、西部地区总体满意度得分分别为 85.13
分、83.30 分和 82.84 分。教育质量、教育
公平满意度得分的地区差异与总体满意度一
致，均为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
而且，学段越高基础教育满意度越低。幼儿

园群体总体满意度得分最高 （87.84分），普
通高中得分最低 （79.72分）。教育质量满意
度得分的学段差异与总体满意度一致。教育
公平满意度得分，小学最高 （81.23分），普
通高中最低 （75.07分）。

基础教育总体满意度稳中有升
人民群众对师资质量的满意度最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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