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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焦  点 Focus

通过基层创新得到解决的，并且已经有

了不少实践案例和解决方案。加强此类

案例和经验的宣传推广,既是让公众“知

情”，也是为教育改革发展“聚力”。

体现科技进步的时代特点

重视青少年科学素养，已成为当今

社会关注的话题。2018年两会期间，全

国人大代表、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提交多

条议案，涉及内容包括关于加强青少年

科学教育和网络素养的建议。

马化腾提出，建议政府设立“青少

年科学发展”专项基金，培养了解科学、

了解网络、了解青少年的专业教育者，在

基础教育层面加强青少年科学教育，推

动网络素养进入中小学课堂。同时，引

导鼓励各方社会力量，如企业、研究机构、

科学场馆等开放自身资源，深入参与其

中。建议搭建“云端实验室”平台和区

域性科技馆，系统引入第三方社会优质

资源，鼓励和引导结伴帮扶，解决偏远

地区科教资源匮乏问题。例如腾讯与国

家天文台将合作上线“共享天文台”，让

各地青少年在线观宇宙，便捷接触天文

知识。

针对我国中小学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全国政协

委员、网易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

官丁磊在《关于加快义务教育信息化改

革，深化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平台建设的

提案》中提议：促进中小学精品在线开

放课程平台建设，实现教育资源平台共

享；重视STEAM教育资源在中小学精品在

线开放课程平台的应用；继续加大对基

础设施落后地区的支持；引导学校、教

师观念升级，完善课程评价机制。

“小组讨论中，有委员提到配备乡村

教师问题，我觉得这是配备新的教育技

术手段的问题。”丁磊认为，应该通过技

术手段让全国各地中小学生像大城市学

生一样获得学习的机会，“政府应该在教

育技术手段上做更多的探索，现在的教

育模式还很传统，应该有更多的互动和

创新”。

留住农村教师、加快发展学前

教育、解决中小学校“大班

额”……这些近年来两会反复提出的议题，

在2018年被再度提出。不同的是，从立

法层面或者行政层面，这些问题已有不同

程度的解决。总体上，2018年两会的教

育议题，体现了新时代的新特点。

教育议题受社会持续关注

2018 年 3月 3日，全国政协十三届

一次会议开幕。在当天下午的“部长通道”

上，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就有

关教师队伍建设和破解“三点半难题”

的系列表述，引发热烈反响。次日监测

数据显示，相关报道和网络转载7217篇，

两会教育舆情走势呈现高位起点。3月 5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李

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发

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代表、委员和

社会舆论予以高度关注，两会教育舆情

走势迅速抬升。3月 6日，相关报道和网

络转载量达18712篇，两会教育舆情出现

第一个峰值。此后几天，舆情走势由高

位逐步回落。至3月 12日，全国人大就

“人大立法工作”相关问题答记者问，舆

情走势出现较大幅度上升，当日媒体报

道和网络转载量达16644篇，两会教育舆

情走势出现第二个峰值。3月 16日上午，

陈宝生部长出席人大记者会答中外记者

问，舆情保持较高走势。此后，两会教育

舆情进入快速回落期。至3月 19日，两

会总结性报道增多，舆情走势再度抬升。

3月 1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秘书处议案组组长郭振华，在议案组

工作现场向媒体介绍说，到大会主席团

决定的代表提出议案截止时间，大会秘

书处议案组共收到代表议案325件。其中，

代表团提出12件，代表联名提出313件。

目前，共收到代表建议7100多件。

人民网所做的两会热点调查结果显

示，在 2018 年社会关注的两会议题中，

教育公平仅次于反腐倡廉和社会保障，

在18个调查选项中排名第三。中国教育

报刊社•中教传媒智库舆情团队所做的

大数据聚类分析显示，两会舆情热度排

名靠前的主题词依次为学前教育、学生

“减负”、教师队伍建设、职业教育、“双

一流”建设、乡村教育、高考改革、“双

创”、义务教育均衡、家校关系、人才发展、

留守儿童、师生关系、“大班额”和校园

欺凌。

新时代教育需求优先而重要

党的十九大之后，作为新时代人民

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构成，教

育在国计民生中的优先性和重要性进一

步凸显，在一定程度上催升了今年两会

教育舆情的热度。两会期间，会内会外

热议民生，教育的热点难点问题备受关

注。舆论集中表达对于教育的各种期待

和利益诉求，诸如学生“减负”、破解“三

点半难题”、化解“大班额”、儿童托育

等，各种声音汇聚碰撞，使得教育舆情

持续走热。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教育承担的使命和任务尤其重要。

教育是涉及面广、参与方多、复杂

性高的事业，涉及教育问题的讨论容易

出现“各说各话”的局面，追求“最大

公约数”需充分考虑各方意见。今年有

关教育需要“合力”的呼声更多，声量

也高于往年，反映了社会舆论对“大教

育观”有了更多共识，但教育合力如何

形成并发力，还需要更多实践探索。

尽管涉及教育的热议甚至争论较多，

但舆论对于具体有效的教育改革创新举

措还是有着较为普遍的认可。

在 3月 3日的“部长通道”上，陈

宝生部长在谈及“三点半难题”时，介

绍了全国有25个省份制定了符合各地实

际的应对方法，其间提到上海、北京、

广东、广西等地的有效做法，引起媒体

和社会舆论的极大关注，也极大地鼓舞

了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探索的积极性。

两会期间，代表委员和会外舆论热议教

育，寻求改革发展之策，但很多问题是

新时代新特点：两会教育热点再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