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北
京城市学院校长刘林：

●全国政协常委、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
蔡名照：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
商文江：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邮电大学党委副书记、
校长高新波：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浙江省委会副主委
罗卫东：

●全国政协常委、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
尚勇：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邮电大学党委副书记、
校长徐坤：

●全国政协委员，新高教集团董事长李孝轩：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万师强：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
中心主任张志勇：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泰州市姜堰区实验小学
教育集团校长高金凤：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王成斌：

●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广南县城区第四小学校长龚健梅：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大学教授杨全红：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体育
与教育学院院长韦军：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
究所运动健康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厉彦虎：

●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原副部长、总督学
郑富芝：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四川省委会副
主委，四川大学副校长褚良银：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第二中学艺体
中心主任孟艳：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
王定华：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浙江省委会副主委，
良渚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欧阳宏伟：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校长
汪小帆：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院
长王国仁：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科技馆馆长倪闽景：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江西省委会副主委
张玉清：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民进湖
南省委会主委，湘潭大学校长潘碧灵：

●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委员堵远放：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长

娜木拉：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民族大学副校长黄晓娟：

●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原驻会副
主任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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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而知新，对 2023 的回顾梳理，亦是
2024年我们编读互动的起点。

“纵观人类历史，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
则国家强。世界强国无一不是教育强国，教育
始终是强国兴起的关键因素。”在 2023 这一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
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这一年，全国优秀
教师代表座谈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致信与会
教师代表，首提教育家精神。

这一年，我们和读者一起见证了教育强国
建设的推进，也见微知著见证了其中的政协力
量：这一年，应本刊之邀，近百人次的全国政
协委员围绕教育强国建设给出了自己的思考；
这一年，围绕教育强国建设，本报各地记者站
见证了各级政协组织基于调查研究的建言资政
和踔厉推动；这一年，我们邀请各学科专家聚
会本刊，面向读者进行有关关爱自我和教育知
识的普及。因为我们始终认为，教育强国建设
是一个系统工程，还需要动员大众的力量。而
面对迅疾转型的新时代，父母首先需要自我更
新；相信也只有具有成长型思维的父母，才能
给孩子远方、给孩子洞见。

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是一个系统性跃
升，目前还在征途中。需要积跬步而至千里，
需要以新的质量意识引领新的大发展；需要上
下同心，赓续奋斗、勇毅前行，一年接着一年
干。

需要最终在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和对我国现
代化强国的支撑上得到体现。

而编辑部，则将继续参与见证并和各界一起
携手推动。

（贺春兰 朱英杰 徐艳红）

这些声音言犹在耳 这些问题仍需推动
——教育强国建设需要一年接着一年干

■编后：

日前，北京马拉松协会幸福家庭亲子跑结营活动火热进行中。一场大雪之后，北京温度骤降。活动当天早晨，昌平区乐
动力体育公园室外温度-8℃，一群小勇士们不畏严寒，在父母带领下如期而至。他们热身跑步、跳绳、两人三足、50米跑
……大小孩子嗨成一片。 刘保莲 摄

在引领青少年不断进行科学探索的过程中，要注重增
强他们追求真理、献身科学、造福人类的信心和恒心。把
兴趣升华为志趣，只有这样才能让广大青少年以锲而不舍
的韧性面对科学探索中遇到的各种挫折。

做科学探究要有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的劲
头 ， 因 此 要 培 养 青 少 年 的 专 注 力 ； 还 要 激 发 他 们 的
科 学 志 向 ， 在 各 国 科 技 竞 争 的 激 烈 环 境 中 ， 一 定 要
让 青 少 年 群 体 有 责 任 意 识 、 担 当 意 识 ， 有 强 烈 的 爱
国情怀。

人 才 成 长 需 要 自 由 的 氛 围 ， 父 母 和 老 师 要 学 会 尊
重和保护孩子们的爱好和追求，给予他们自主选择和
判断的机会。此外，要让青少年有机会经历不一样的
环境，认识不一样的人，从而让他们有机会成长为不
同的人才。

希望未来能有更多教育工作者，基于调研进行育人反
思，多倾听孩子的声音，多讲孩子们听得懂的话，多关注优
秀的传统文化，多吸收先进的多元文化，开展高质量的教育
工作，培养拥有“四个自信”的孩子。

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为学生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
他们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的
需求。因此，随着新的时代背景下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现
有教育模式也应该朝着更加现代化和有效的方向优化发展。

一个人幸福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自身感知幸福
的能力。美育恰恰能够丰富人的情感、纯洁人的心灵，从而
提升青少年幸福生活的能力。成为高素质的人才，需要有美
的品德、美的情操、美的人格。

我们要从民族精神维系的政治高度，注重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遗产资源的精心选择和意义阐释。在世界四大古代文
明中，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浩若群星，光辉灿烂，从未中
断，需要我们通过恰如其分的方式，让青少年一代接纳、掌
握、内化、弘扬，进而转化为自觉行动。

今天我国已经进入大规模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新的历史阶
段，教育应该引领年轻人追求更高远的人生目标，培养出能
清晰解释问题或能真正解决问题的人才，即要有通过自己的
努力，让这个世界更美好的终极目标追求，做“以终为始”
的教育。

作为高校教师，我们不仅要教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
要传递给学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勇担大任的担当
和豪情，赋予他们自信自强、踔厉奋发的科学家精神，培养
他们勤于思考、勇于创新的能力，从而更好地服务国家高质
量发展，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建功立业。

我们目标是 2035 年建成体育强国，从现在开始青少年
就要了解体育、热爱体育，要欣赏、发掘、交流体育的美。
了解之后才能够产生兴趣，有了兴趣才会愿意参与体育活
动，只有自己身体力行，才能够收获体育活动所带来的身心
愉快。最后我们的目标是养成终身体育的习惯。

生活中的每个细节对孩子的健康都很重要，成人缺乏健
康意识正在不知不觉中损害孩子身心。当务之急是面向全民
加强健康教育，提高全体国民的健康意识，普及健康知识，
提高健康素养。其中，要做好顶层设计，给孩子们的户外运
动留下更多空间和时间。

“双减”实施两年来，孩子的减负已经初见效果，育人合
力正在逐步增强。“双减”要求教师也要从旧有的习惯性的机
械的教学路径中解放出来，实现创造性劳动。而要让老师们
创造性地劳动，就要给他们思考、学习充电的时间。

要让教师静下心来搞教学，让科技人员静下心来搞科
研。现在各种各样的评审、考核、活动太多，把大家都绑在
一个快速旋转的战车上。各高校忙着去争抢新计划、新项
目，看似很热闹，但推进、落实的精力就被挤占了。

建议将中小学教研队伍建设纳入教师队伍建设整体规划
中，一同规划一起实施。要将中小学教研工作纳入国家教育
制度体系中，将中小学教研队伍建设作为构建基础教育教学
质量保障体系的关键举措，作为质量评价的重要指标，形成
重教研的长效机制。

教师减负的目的在于让教师从那些不该由教师承担
的 工 作 中 解 放 出 来 ， 把 精 力 放 到 立 德 树 人 的 使 命 上
去。让他们能真正热爱自己的职业，静下心来做自己
喜欢的事情。他们的状态必将会感染到孩子们的情绪
和状态。

教育强国离不开民办教育界的贡献。我们需要完整、准
确、全面理解党的二十大“引导规范民办教育发展”的丰富
内涵。我理解，党代会报告，之前强调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
育，主要解决“有无”的问题；现在提“引导规范民办教育
发展”，主要解决“质量优劣”的问题。

地方高校特别是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地方高校的发展面临
的一个挑战是思维固化和视野狭窄。要指导和引导国家级科
研院所和双一流高校对口定点支持和帮扶地方高校，从管
理、教师和人才培养等多个层面加强交流，促进地方高校在
人才培养和管理等方面开放思维、拓宽视野，帮助和带动地
方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国际化水平和质量。

培养卓越工程人才是战略使命、是时代责任，需要持续
加强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融合发展，才能形成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需要统筹推进高校、产业、社
会“三大系统”的协同创新，才能厚植汇聚高水平人才的培
育沃土。

2022年，我国在学研究生已经达到365万人，总规模位
居世界第二。面对如此大规模的研究生教育群体，进行分类
规划是当前的研究生教育必须完成的时代课题。而对于专业
学位而言，也应基于不同学校的办学优势以及社会需求做更
有针对性的具体设计。

立足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大力推进高水平科技
创新、高质量产业输出、高水平创新人才输出的有效结合，
坚持服务社会重大需求，才能在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的必由之路上行稳致远。

我国高等教育从总量看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和体量，
然而其结构、功能、品质与人民对优质高等教育的内心期盼
相比、与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优质高等教育的战略需
求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需要我们努力再努力。

近年来职业教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政策制度环境和
社会市场环境，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但职业教育吸引力仍与
普通教育有着重大差距，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选起来不要
的状况没有实质性好转，相当多的职业院校仍然没有走出靠
征集志愿补录、低分数甚至无门槛仍招不满计划、招不到优秀
生源的现实困境。

广大青年生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身处人生的起步和重
要时刻，未来可期，一定要心怀国之大者，早立志、立大志、立
长志，坚守道德底线和法律红线，不辜负父母和老师的培养，
不辜负自我奋斗的初心，不辜负祖国和人民的期望，勇做走在
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努力成为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的有用之才、栋梁之材。

科教工作者要结合本单位实际，提出行之有效的落
实举措，在落地见效上下苦功。既要有时不我待、只争
朝夕的紧迫感，更要摒弃浮躁、形式主义，多做啃骨
头、谋长远的硬功夫，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格局，久久为
功，持续一抓到底，不达目的不罢休。

在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中，要把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推
进科技创新、加强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区域主导先导产
业的教育支持力度作为重要内容。将科技前沿成果融入核
心课程、核心教材、核心实践等人才培养环节，用高水平
科研来支撑高质量人才培养，以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改革教育体制机制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又好又快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和高素质技术
技能型人才等方面，要精心组织设计教育专题调研和委员自
主调研，以调查研究的广泛深入，保证协商建议的科学实效。
总之，一句话：作为政协委员，推动教育强国建设，需要从战
略思维上领悟，用政协思维来推动落地。

为了加快构建良好教育生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国家
应出台“教育功利化短视化行为专项治理行为具体表现清
单”，把清理教育功利化、短视化行为的成效，作为考核地方党
委、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工作和中小学校长、教师工作评价的
重要内容。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要从
青少年抓起，绵绵用力、久久为功。要旗帜鲜明加强思想政治
教育，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播撒在学生心里，以造
就具有牢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
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到 2035年，基
本形成全覆盖、多样化、高质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学校
美育体系”。然而，美育要实现从“面向人人”到“多样化、高质
量”这一跨越式发展，仍然任重道远。

“公平”和“质量”是教育改革发展的关键，也是人
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期盼。当前，我国正努力从“教育大
国”向“教育强国”质变，教育事业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
段，要更加注重教育公平，不断提升教育质量，让人民群
众不仅“有学上”更能“上好学”。

■图说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