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转发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关于开展教育评价改革

专题网络培训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体）局、各普通高等学校：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

方案》精神，近日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印发了《关于开展“落实 〈深

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精神，全面提升教育质量” 专题

网络培训的通知》(国教院函字〔2021〕10 号)，现转发给你们。请

各地各高校根据通知要求，结合自身实际，积极组织参加培训。

《参训回执表》直接报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联系人：刘老师 符

老师 15819316840 18511189731），同时报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秘书组秘书处备案。（联系人：罗焱标 ，电话：0731－84122532，

18570800206 ，邮箱：hnjymsc@sina.com。）

附：关于开展“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精神，

全面提升教育质量”专题网络培训的通知

湖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1年 6月 4日

mailto:hnjymsc@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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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精神，全面提升教育质量”专题网络培训课程表

（一）基础教育

课程

模块
课程名称 主讲人 单位职务职称

课程

时长

教育

评价

改革

政策

与

理论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

方案》解读
刘自成 教育部综改司司长 96

深化教育评价改革 引领基础教育

高质量发展
吕玉刚 教育部基教司司长 60

改革教师评价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

创新型教师队伍
任友群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 43

贯彻评价《总体方案》精神 推进

体育美育评价改革
王登峰 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 43

教育质量与教育质量观——建立

中国特色的教育评价制度（一）
赵学勤

北京市教育督导与教育质量评价

研究中心主任
20

教育评价的概念与理论——建立

中国特色的教育评价制度（二）
赵学勤

北京市教育督导与教育质量评价

研究中心主任 30

教育评价制度建设——建设中国

特色的教育评价制度（三）
赵学勤

北京市教育督导与教育质量评价

研究中心主任 41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使命与行

动
王彬武 陕西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处长 100

基础教育质量综合评价实践与探

索
章 勇 湖南长沙教科院副院长 105

不唯分数：深化教育质量评价和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政策解读
秦建平

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教育质量综

合评价办公室主任、研究员
9

落实不唯分数：教育质量综合评价

政策实施案例与分析
秦建平

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教育质量综

合评价办公室主任、研究员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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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模块
课程名称 主讲人 单位职务职称

课程

时长

教育

改革

形势

任务

“十四五”时期教育现代化的形势

与政策要点
张 力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国家

督学、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原

主任

150

教育强国之路——深入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曾天山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

副所长
128

终身教育理念下我国基础教育改

革的方向与路径
杨小微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

展研究所所长
89

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张志勇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

院执行院长
75

推进学前教育普惠优质发展 实现

幼有所育——《关于学前教育深化

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解读

易凌云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

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131

让每个孩子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

教育——《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解

读

王晓燕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比

较与对外交流部主任
92

《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

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政策解读
姜朝晖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128

政府

履职

与用

人评

价

持续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马宝成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

急管理培训中心主任、教授
89

开展对地方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

责评价，保优先
郭 佳

教育部教育督导局副局长、国务院

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15

开展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

评估，促公平
郭 佳

教育部教育督导局副局长、国务院

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15

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

价的政策与实施
郭 佳

教育部教育督导局副局长、国务院

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10

考试评价改革与区域教育管理创

新
张国华

教育部基础教育教材发展中心副

主任
100

以政府履职评价推动教育优先发

展
田家英 南京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 118

用改革撬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动

力杠杆
井光进 潍坊市教育局组织人事科科长 120

办人民满意教育，探索区域教育现

代化的园区模式
沈 坚

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教育

局局长
116

国家治理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苏中兴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人力

资源管理系主任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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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模块
课程名称 主讲人 单位职务职称

课程

时长

学校

治理

与

学校

评价

教育现代化背景下的学校治理 张志勇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

院执行院长
103

中小学教育质量监控与评估 陈牛则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

授
100

基于学生核心素养培育的学校管

理变革
孙金鑫 《中小学管理》杂志社主编 27

基于数据的学校评价改革实践探

索
朱建忠

苏州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督学

处副处长
27

新高考背景下学校变革的治理机

制重构之制度机制与激励机制
刘博文 北京教育学院讲师 31

新高考背景下学校变革的治理机

制重构之实施机制
刘博文 北京教育学院讲师 60

高考综合改革与普通高中育人方

式变革
杨振峰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处处

长
90

变革学校组织结构 促进学校自主

发展
李晓辉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校长 50

校长专业标准视角下的学校发展 刘永胜
北京市光明小学原校长、全国小学

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160

教师

素养

与

教师

评价

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教师节重

要寄语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使命

冯 培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原党委书记，教

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

导委员会委员

80

构建新时代好教师的评价标准—

—论习近平总书记“四有”“四个

引路人”“四个相统一”的内涵

黄 亮
中央团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教研部副教授
55

新时代中小学教师的师德规范与

职业准则
肖北方

北京教育学院教育管理与心理学

院副教授。
109

新时代教师研究素质与能力提升

策略
高书国 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长 87

在教师专业标准规范下做好教学

工作
王建宗

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党委

书记
104

于漪老师：以人格育人格 程红兵 深圳明德实验学校校长 42

从教师的自主发展出发——对有

效教师评价的思考与实践
王玉萍 北京市海淀区实验中学党委书记 132

评价，让教师成长更有动力 项晓凤 上海市松江区实验小学校长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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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模块
课程名称 主讲人 单位职务职称

课程

时长

全面

培养

与

学生

评价

努力构建更高水平的基础教育人

才培养体系
李希贵

北京十一学校联盟总校校长，中国

教育学会副会长
140

高考新政下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柳夕浪 国家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研究员 108

基于学生成长规律科学育人 边玉芳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健康与教育研

究所所长
98

脑科学与儿童学习能力培养 薛 贵
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

习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
130

如何实施学习评价 张 玲 宁夏大学教育技术学硕士生导师 152

四维评价——助力学生全面而有

个性的成长
乔长虹

上海市华东理工大学附属闵行科

技高级中学校长
42

学校德育评价的理念与实践 班建武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院副院长
118

让学校艺术教育回归以美育人本

位
郭声健

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
86

在学科教学中如何加强劳动教育

的渗透
张 聪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硕

士生导师
97

美育的内涵价值与实施路径 刘菲菲
湖南长沙市仰天湖教育集团总校

长
104

“立德树人”与“五育并举”的校

本规划与办学特色
周 颖 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校校长 113

坚持立德树人 落实五育并举 贾利民

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六道河中学

党支部书记、校长，中国教育学会

中小学德育分会副理事长

80

说明：1.个别课程或稍有调整，请以平台最终发布课程为准；

2.课程主讲人单位职务以课程录制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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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等教育
课程

模块
课程名称 主讲人 单位职务职称

课程

时长

教育

评价

改革

政策

与

理论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
方案》解读

刘自成 教育部综改司司长 96

改革教师评价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
创新型教师队伍

任友群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 43

深化教育评价改革 破除“唯论
文”“SCI 至上”

雷朝滋 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司长 63

政府评价和高校评价 田祖荫 教育部教育督导局局长 68

以评价改革推进职业教育提质培
优

陈子季 教育部职业与成人教育司司长 34

贯彻评价《总体方案》精神 推进
体育美育评价改革

王登峰 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 43

教育质量与教育质量观——建立
中国特色的教育评价制度（一）

赵学勤
北京市教育督导与教育质量评价
研究中心主任

20

教育评价的概念与理论——建立
中国特色的教育评价制度（二）

赵学勤
北京市教育督导与教育质量评价
研究中心主任 30

教育评价制度建设——建设中国
特色的教育评价制度（三）

赵学勤
北京市教育督导与教育质量评价
研究中心主任

41

国际高等教育评价的理念与方法 郝 莉
西南交通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
院院长

85

教育

改革

形势

任务

“十四五”时期教育现代化的形势
与政策要点

张 力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国家
督学、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原
主任

150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
重要论述

李志民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 23

贯彻落实五中全会精神 推动“十
四五”时期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马陆亭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研究员

90

实现内涵式发展 建设高水平大学 钟秉林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
研究院名誉院长

94

新时代职业教育深化改革的顶层
设计与施工蓝图——学习《国家职
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王继平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
长

76

国际高等教育前沿趋势 王定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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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模块
课程名称 主讲人 单位职务职称

课程

时长

英美日大学招生制度比较及其对

我们的启示
王晓阳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研

究所所长
70

开展对地方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

责评价，保优先
郭 佳

教育部教育督导局副局长、国务院

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15

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

价的政策与实施
郭 佳

教育部教育督导局副局长、国务院

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10

以政府履职评价推动教育优先发

展
田家英 南京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 118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治体制改革 胡锐军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研究员 101

高校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改革—

—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王天晓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高等教育

研究所副教授
58

人力资源的新状态与管理变革 余兴安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 18

国家治理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苏中兴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人力

资源管理系主任
142

科研干部的评价和选用策略 吴新辉
中国政法大学领导力与创新研究

中心执行副主任
99

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实践探索 王希勤 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105

实施人才战略，改革分配制度，努

力推进双一流建设——以济南大

学为例

李光红 济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63

高校

治理

与

学校

评价

创新高校内部管理，促进内涵式发

展
马陆亭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111

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王伟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

人力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54

高等教育质量建设的主要抓手：评

估与认知
刘振天

教育部评估中心院校评估处和专

业评估处原处长
95

关于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

制的几点思考——兼谈大学治理

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李延保 中山大学原党委书记 102

校-院两级治理体系改革的实践探

索
赵宏强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育制度创新

研究中心主任
91

应用型大学发展与院校研究 刘献君 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院长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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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模块
课程名称 主讲人 单位职务职称

课程

时长

高校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改革—
—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王天晓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高等教育
研究所副教授

58

地方高校转型发展之路——以宁
波大学为例

冯志敏 宁波大学副校长 125

以法治思维推进学校教育治理现
代化

王敬波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
长

71

加快“双一流”建设 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

张 荣 厦门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 42

“双高计划”引发职业教育高质
量发展

董 刚
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主席，
天津职业大学原校长

120

高等职业院校内部治理新探索 崔 岩 陕西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 116

教师

素养

与

教师

评价

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教师节重
要寄语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使命

冯 培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原党委书记，教
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
导委员会委员

80

构建新时代好教师的评价标准——
论习近平总书记“四有”“四个引
路人”“四个相统一”的内涵

黄 亮
中央团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教研部副教授

55

如何走出科研评价与科研诚信困
局——解读《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
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

段伟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99

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准则 姚金菊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 99

构建有效的研究方式，促进教师专
业发展

傅树京 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 102

高校课堂教学评价的理论和方法 刘振天
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院
校教学评估处处长

135

高校课程评价 吴 平 华中农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51

用课程诊改带动教学质量提升 吴访升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123

山东社科院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工
程评价的探索与启示

张述存 山东社会科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 16

OBE 理念下教与学的实施 郭江峰 浙江理工大学教学发展中心主任 20

大学教师的有效教学反思 陈晓端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课程与教
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

职教教师专业发展与团队建设 张颖超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84

高职教师教学质量标准与评价初
探

欧阳河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
士生导师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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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模块
课程名称 主讲人 单位职务职称

课程

时长

全面

培养

与

学生

评价

人才评价当下热点和趋势——基

于职业的视角
范 巍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企业人事管

理研究室副主任
14

创新思维与创新教育 王竹立 中山大学教师发展中心培训教师 98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与反

思
王占仁 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 122

当代大学生成才的路径与方法 刘俊彦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127

金课落地的关键：考试与学习评价

创新
邹方东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127

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

人
刘 润 同济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 56

从《意见》到《纲要》——高校劳

动教育怎么干
曲 霞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教育中心

副主任
73

走进音乐世界——兼谈艺术的意

义与教育的策略
周海宏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112

英国双创教育的评价体系
张静、何向

荣

英国高等教育学会驻华首席代表、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

记

103

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经验与

启示
樊平军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远程培训中心

主任、教授
83

我们可以如何认识和理解学生 张 楠 西安交通大学崇实书院辅导员 90

说明：1.个别课程或稍有调整，请以平台最终发布课程为准；

2.课程主讲人单位职务以课程录制时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