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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发展的新形势

（一）普及教育步伐大大加快
1．学前教育普及跨步前行
【亮点五】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启动实施

“中西部农村学前教育推进工程试点”项目今年投入15亿元
国务院于2010年11月出台《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

见》，要求将大力发展学前教育作为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的
突破口，切实抓紧抓好，并提出了多种形式扩大学前教育资源、
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等10条举措。启动实施了“中西部
农村学前教育推进工程试点”项目，2010年中央预算内资金投
入5亿元，2011年增加到15亿元。各地均按国家要求编制了学
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确定了当地未来三年学前教育发展总体
目标和年度目标，安排了项目和资金。目前，国家正在研究制
定加大财政投入、支持学前教育发展的具体政策，拟由中央财
政安排一定规模的资金，预计500亿元，重点支持中西部农村
地区发展学前教育。地方预计投入超过1000亿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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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全国在园幼儿2976.7万人，在园
幼儿数持续增长，比2005年增加318.9万人，
年均增长率6.4%。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为
56.6%，比上年提高5.7%，比2005年提高
15.2%。距离规划纲要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2015年和2020年分别达到60%和70%目标
并不遥远。但要在快速发展中解决好师资，
防止教学小学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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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义务教育阶段普及业已完成，巩固提高持续进行。
 2010年，全国小学在校生9940.7万人，学龄儿童净入

学率达99.7%，比2005年提高0.55%，基本消除入学率
的性别差异。初中阶段在校生5279.33万人，毛入学率
达100.1%，比2005年提高5.1%。

 2010年全国小学五年巩固率为99%，比2005年提高
0.5%。初中三年巩固率为93.8%，比2005年提高1.1%。

 2010年全国小学毕业生升学率达到98.7%，比2005年
提高0.3%。初中毕业生升学率达到87.5%，比2005年提
高17.8%。

 目前除西藏、甘肃、青海和四川四省区，其他所有省市
区通过了国家“两基”国检。提高初中阶段巩固率，防
止辍学，特别是农村地区（学习困难是主因）依然是应
需引起重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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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阶段普及加快步伐推进

 2010年高中阶段在校生4670.60万人，规
模逐年增加，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82.5%，
比2005年增长29.8%。距离规划纲要高中
阶段毛入园率2015年和2020年分别达到
87%和90%目标并不遥远。普通高中在校生
占高中阶段在校生比例为52.22%。普通高
中升学率为83.3%。

 普通高中着重办出特色，多样化发展，满
足多样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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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义务教育均衡取得进展
【亮点六】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机制不断完善
明确各省份基本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深入推进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免
除了1.3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和教科书费，免除了3000多
万农村寄宿制学生住宿费，补助了中西部1228万农村家庭经济困难
寄宿生生活费；免除了2800万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学杂费，一
些省份同时免除了教科书费，惠及2234万学生。目前，正在研究起
草改善农村学生营养的工作方案，准备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
善计划。全国约有1167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
比上年增长12.7%。建立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协同推进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新机制，教育部与北京等27个省份签署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
录，明确了各省份基本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全面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2010年，中央安排资金100亿元，
扎实推进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安排资金83亿元，启动实施农村
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安排资金20亿元，继续组织实施中西部
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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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改革深入推进
义务教育新课程于2001年开始逐步实施，普通高中新课程于
2004年逐步推进。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和教材今年组织修订。修
订工作一是坚持德育为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二是坚持以人为本，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全面
体现素质教育精神。三是坚持能力为重，注重培养学生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丰富和明确了能力培养的基本内涵，将“双基”
目标发展为“四基”，增加“基本思想”和“基本活动经验”。
四是坚持全面发展，进一步精选对学生全面发展、终身发展具
有重要价值的课程内容，普遍删减5—10%的内容和难度。五是
坚持与时俱进，体现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和科技进步的新内容。
目前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修订完成，已部署对教科书的修订工作。
普通高中的修订也会很快列入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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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德育工作实效加强

 深入落实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抓好课程育人、环境育人、实
践育人的关键环节。

 1．开学第一课获广泛认可。自2008年开展以来，每年一次，
主题鲜明，形式活泼，互动性强，寓教于乐。

 2．心理健康教育深入开展。1999年开始，根据2009年6省区
市调查，95.4%的中小学校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学校规划，
81.2%学校建立心理辅导室，形成了一专兼职心理健康教师和
班主任为骨干，全体教师参与的心理健康教育格局。专职教师
占34.3 %。

 3．校外活动方兴未艾。2001--2010年中央投入70亿元专项彩
票公益金支持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共建成2460所。加上原有的
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基本实现了中央8号文件提出的每县都
有一所综合性的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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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办学条件逐步改善
1．校舍加固：全国范围，三年完成。2010年，中央安排

资金100亿元，扎实推进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
2．设施设备达标率：小学数学自然实验仪器为54.62%，

初中理科实验仪器为74.55%，普通高中理科实验仪器为
84.63%。都较上年有所提高。

3．信息化：持续发小学、初中、普通高中每百名学生拥
有教学用计算机台数分别为4.1台、6.4台和10.9台；
 小学、初中建网校比例分别为15.9%和 46.4%；小学、初中、

普通高中每百名学生拥有多媒体教室座位数分别为7.7个、
12.5个和30.3个。

 小学、初中、普通高中校均信息技术教师数分别为0.4人、
1.6人和2.7人。

 小学、初中生均信息化投入分别是803元和82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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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 2010年 

小学 35 38 

普通初中 56 53 

普通高中 59 57 
 

2005年 2010年

小学 12.9 14.6

普通初中 48.1 36.6

普通高中 59.1 51.2

2005年 2010年

小学 4.7 5.4

普通初中 21.7 14.8

普通高中 27.5 20.0

平均班额比例

大班(56-65人)比例

超大班(>66人)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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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寄宿生
 寄宿生增多，2010年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达到3343.5万人，

占比为21.97%。其中小学有1038.1万人，占在校生比例为
10.4%，初中2305.4万人，比例达到43.67%。

3．随迁子女
 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随迁子女达1167.2万人，占7.7%；小

学864.3万人，占8.7%；初中302.9万人，占5.7%。
 58%集中于东部地区，初中增速快于小学，东部增长最快，

省内流动比例高于外省迁入。东部以外省流入为主，中西部
以省内流动为主。20.8%在民办学校就读。

4.留守儿童
 2010年全国有留守儿童2271万人，占学生总数的14.92%。

小学1462万人，占农村小学学生总数的18.0%，初中809.7
万人，占农村初中生总数的19.1%。呈现增长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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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已经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
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
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
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
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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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接受优质教育。在有学上的基础上，实现
上好学。家长省吃俭用、不辞劳苦、千方
百计让孩子接受良好教育。

2．健康快乐成长。



今后工作新任务

 尊重身心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需要，注重
品行培养，激发学习兴趣，培育健康体魄，
养成良好习惯。倡导适合的教育才是最好
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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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入抓好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

 加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推行义务教
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抓好备忘录的落实、
促进教师区域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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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入推进社会实践，提高创新能力
1．教育部关于联合相关部委利用社会资源开展中小学社会实践的通知（教基一[2011]2号）。第一批全

国社会实践基地，主要申报基地的基础条件、内容设置、活动形式、时间安排、服务质量、安全保
障等，特别要开发出适合不同或特定年级学生的实践活动实施方案，对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进
行指导的内容。经教育部和中央相关部委审核后命名为全国社会实践基地。

2．教育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建立中小学质量教育社会实践基地开展质量教育的通知（教
基一函[2011]6号）

3．教育部国家档案局关于建立中小学档案教育社会实践基地开展档案教育的通知（教基一函[2011]7号）
4．教育部国家粮食局关于建立中小学爱粮节粮教育社会实践基地开展节粮教育的通知（教基一函

[2011]8号）
5．教育部水利部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关于建立中小学节水教育社会实践基地和水土保持教育社会实践

基地开展节水教育、水土保持教育的通知（教基一函[2011]9号）
6．教育部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关于建立中小学科普教育社会实践基地开展科普教育的通知

（教基一函[2011]10号）：中小学科普教育社会实践基地的资源单位，主要包括以下三类：

 一是科技馆、自然博物馆、专业技术博物馆等科普类场所；
 二是高校、中科院、地方政府所属科研机构；
 三是科技创新园区和科技创新型企业等。
 与公安部建设消防安全、交通安全、毒品预防教育基地
 与国家发改委建设循环经济教育示范基地
 与国家林业局建设生态文明教育基地
 此外，十二五期间，国家还将利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建设，以及乡村少

年宫建设。同时推进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的免费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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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措并举，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1．减轻学习负担：课程教材、辅导资料、课后
班、规范办学行为。

2．消除择校乱收费：依法、就近免试

3．家校合作，身心健康发展：家长学校、家长
会、家访

4. 净化社会文化环境，为青少年提供更多精神文

化产品。净化网络、图书、荧屏等，创作出更
多健康和深受学生喜欢的精神文化产品。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