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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上海交
通 大 学 医 学 院 上

海精准医学研究院雷鸣团
队围绕核酶结构开展研究。

学校供图
图②：上海市杨浦区三门中学结对指导宝山区罗

店二中开展课堂教学一日研修。 学校供图
图③：上海理工大学附属中学进行专项

体育课教学展示。 李立基 摄

03
2022年7月21日 星期四

主编：余闯 编辑：郭馨泽
设计：李坚真 王保英 校对：赵阳

3.基础研究成果显著

1.教育公平持续推进

2.人才供给能力提升

占全市获奖总数比例

约70%

2012年—2021年，上海高校获国家科技“三大奖”数量

占全国高校获奖数比例

约10%

年均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项目近350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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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现有普通学校 3432 所，
大中小幼在校生 301.06 万人，教职工
33.42 万人。终身教育有各类成人学历教
育机构和职业技术培训机构 831 家，每年结
业 190 余万人；各类老年教育机构 （学习点）
近 6000 个，每年接受教育的老年人超过 200 万
人。对一座城市而言，这样的教育规模在国际
国内首屈一指，推动如此体量的教育赶超世界
一流水平，任务艰巨。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海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聚焦办好人民满意、一流水平的教育，勇
当全国教改探路者，推动教育整体发展水平站
到新的历史起点上，2020年已总体达成《中国
教育现代化2035》确定的教育事业发展和人力
资源开发主要指标，主要成效体现在 6 个方
面：

一是立德树人探索了新路径。构建了以高
校课程思政和中小学学科德育为代表的“三全
育人”格局，以大中小幼一体化促进“五育”
衔接融合。在高校开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并实现了全市高校全
覆盖，推进高校全覆盖开设“一校一特色”

“中国系列”思政课选修课并在全国推广。建
设全国首个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
究中心，把伟大建党精神全面融入思政课教
学。习近平总书记批示肯定上海高校课程思
政探索，致信复旦大学 《共产党宣言》 展示馆
师生志愿者，对上海厚植青少年红色基因给予
肯定。依托高考综合改革国家试点构建了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实施面向人人的艺术普及
教育和“小学体育兴趣化、初中体育多样化、
高中体育专项化、大学体育个性化”学校体育
课改，将志愿服务和公益劳动纳入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金山、黄浦、杨浦、宝山 4 个区成为
全国中小学劳动教育实验区。

二是教育公平迈上了新台阶。全市学前三
年毛入园率、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
率均接近 100%，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
教育比例接近 50%。近 90%的学前幼儿接受普
惠性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学区化、集团化办学
覆盖了 80%的学校和学生，义务教育学校基本
建设、设施设备配置、信息化建设、教师配置
与收入、生均经费投入等 5 项标准全市基本统
一，城乡教育一体化水平大幅提升。教育资源
向城乡接合部等薄弱地区、郊区农村学校和薄
弱初中等薄弱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等薄弱环节
倾斜，有力托高了教育底部。

三是教育质量得到了新提升。代表国家连
续参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 和教师教学
国际调查 （TALIS），展示了优质均衡的基础教
育水平。15所高校、64个学科进入国家“双一
流”建设行列。10年来，本科在校生由35.9万
人增至 40.6 万人，研究生在校生由 12.7 万人增
至 23.33 万人，博士在校生规模翻了一番，重
点产业领域人才供给能力明显提升，高校毕业
生就业率稳居全国前列。一批教书育人典型不
断涌现，于漪老师获全国基础教育领域唯一的

“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吴蓉瑾被中宣
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教育对外开放水平
稳步提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落
地上海，上海小学数学教材影响力逐步辐射海
外。

四是服务贡献开辟了新格局。科研平台建
设方面，上海高校牵头建设 3 个国家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2 个集成攻关大平台和 4 个国家前
沿科学中心，建有 46 个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国家级科研平台，以及
350 余个省部级科研平台。基础研究能力方
面，10 年来，上海高校获国家科技“三大奖”
数量占全市获奖总数比例约 70%，占全国高校
获奖数比例约 10%，年均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项目近3500项。应用基础研究方面，布局
建设上海数学中心、李政道研究所、费林加诺
贝尔奖科学家联合研究中心等高水平研究基
地；率先设立“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一级学
科，建设新一代集成电路技术集成攻关大平
台、自主智能无人系统科学中心、免疫治疗创
新研究院等重大创新平台，取得一批重大原创
成果，夯实了高校创新策源地作用。

五是哲社发展构筑了新优势。“十三五”
期间，高校累计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 1105 项、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 38 项；
2020 年公布的第八届全国高等学校科
学 研 究 优 秀 成 果 奖 （人 文 社 会 科
学），上海高校获著作论文奖 179 项、
咨询报告奖15项，居全国第二；依托
高校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布局一批新
型智库，每年形成决策咨询成果超过
600 项，上海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学术
重镇的地位持续巩固。

六是综合改革释放了新活力。党
的十八大以来，上海相继承担教

育 综 合 改 革 、 高 考 综 合 改
革、“三全育人”综合改革等

国家教
改试点任
务，探索形成
的3岁以下婴幼
儿托育服务、高
考 “ 两 依 据 一 参
考”、高校“课程思政”、
高校分类评价、培训市
场综合治理机制等重大改
革制度成果在全国复制推
广。进入“十四五”，上海以
创建国家教育综合改革示范区
为契机，深化部市教育综合改革
会商合作机制，主动承担全国教育
数字化转型试点区、教育评价改革
试点市、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整省试点
等国家教改任务，以改革促发展，确保
到 2025 年实现教育事业发展和人力资源
开发主要指标接近全球城市先进水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切感受到，
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需要着
力做到“六个必须”：一是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始终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
是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对教育工作作出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形成
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教育事
业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上海坚持把党的教
育方针贯穿教育改革全过程、把立德树人贯穿人才
培养全过程，用好作为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独
特而丰富的红色资源，着力培养又红又专、德才兼
备、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二是必
须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始终把尊重教育规律、回归
育人本源作为价值追求，这是根本路径。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需要充分尊重教育内在规律和学生成长规
律，用未来目标引领当前改革，保持战略定力，克服
随波逐流、急功近利等短视行为。上海坚持“为了每
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核心理念，着力为每个学生提
供终身发展必备的关键能力和综合素养。同时，注重
回应群众对优质、可选择、公平可及教育的需求，着
力促进教育公平、扩大教育供给、完善人才培养体
系、畅通学生成长成才多元通道。三是必须凝聚内生
动力，始终把推进教育综合改革作为破解教育深层次
瓶颈的根本之策，这是根本动力。教育涉及的利益主
体及诉求多元，增强各类主体的改革内生动力至关重
要。为此，上海注重通过宣传引导，凝聚学校和各方
共识与合力，用发展目标统一思想、引领和评价改
革，坚持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难题。四是必须勇
担改革使命，始终以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教改经验
为己任，这是根本标尺。上海注重对接国家教育发
展目标任务，力求在无缝衔接中精准定位上海教育
改革的着力点和贡献点，争做可移植的“苗圃”，
不做供欣赏的“盆景”，着力扩大改革“溢出效
应”。五是必须坚持蹄疾步稳，始终缜密规划、精
细实施、有效防控改革风险，这是根本方法。上
海教育改革在冲破陈旧观念束缚和利益固化藩篱
的同时，也注重因势而谋、科学施策，以底线
思维定边界、把节奏、控力度；坚持法治思
维，用法治方法引导改革方向、汇聚改革共
识、规范改革程序、破解改革难题、保障改
革成果。六是必须加强组织领导，始终健全
同向同行、分类改革、运行高效的工作推
进机制，这是根本举措。上海注重建立上
下联动机制，把政府职责聚焦在规划、
投入、评价三件事上，为学校和基层单
位留出足够空间，激活基层活力；注
重形成跨部门协同机制，依托市委教
育工作领导小组组织统筹，变教育
部门一家改革为跨部门协同改革，
变学校单一改革为学校、家庭、
社区和企事业单位联动改革；
注重建立分类改革机制，根据

“市—区—校”不同主体分
类施策，针对不同类型学
校分类指导，不断为教
育 发 展 创 造 新 空 间 ，
加快发展同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社会主义
现 代 化 国 际 大
都 市 相 匹 配
的 一 流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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