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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教育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主要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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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全面实施免费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阶段彻底实行免费
对中国教育具有划时代意义。
与农业领域免除具有千年历
史的农业税一样，义务教育
全免费可以说是改革开放40
多年乃至百年来中国教育成
就的重要标志。 



1978 

• 小升初比例60.5% 

• 中职学生占高中阶段比例
不足6% 

•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5% 

• 高校录取率5% 

2016 

• 学前教育毛入园率77.4% 

• 小学净入学率99.9% 

• 初中毛入学率104% 

•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3.4% 

• 高中毛入学率87.5% 

第二，各级各类教育跨越式发展 



第二，各级各类教育跨越式发展 

幼儿园数 在园人数 园长教师 毛入园率 

幼儿园情况 

2001年 2013年 2016年 

  2001年 2013年 2016年 
幼儿园数 11.17万所 19.86万所 23.98万所 
在园人数 2021.84万人 3894.69万人 4413.86万人 
园长教师 63.01万人 188.51万人 249.88万人 
毛入园率 35.40% 67.50% 77.40% 



第二，各级各类教育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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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深化教育改
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第三，大力推进素质教育 

■ 魏书生培养学生自主学习 

■ 刘京海引导工人子弟的成功教育 

■ 江苏洋思的课堂变革 

■ 山东杜郎口的课改实验 

■ 邱学华的尝试教育 

■ 李吉林的情境教育 

 

■ 裴娣娜教授的主体教育 

■ 郭思乐教授的生本教育 

■ 吴鸿清教授的伏羲教育 

■ 从清华附小的“主题教学” 

■ 北京十一学校的“课程改革” 



第三，大力推进素质教育 



 1985年，确立教师节 

 1993年，颁布《教师法》 

 1989年，百万中小学校长培训工程 

 1994年至2000年，广厦工程 

 2010年，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 “国培计划”） 

 十八大以来新举措：统一城乡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开展中小

学教师资格考试和定期注册制度改革，推进交流轮岗，深化“县

管校聘”改革，引导优秀校长教师向乡村、薄弱学校流动。深化

教师职称制度改革。 

第四，教师队伍建设上了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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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教师队伍建设上了新台阶 



■ 截至2015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共有专任教师1539万人。其中学

前教育205万人、义务教育阶段918万人、高中阶段（含中等职业

教育）254万人、特殊教育5万人。他们工作在50多万所学校，支

撑起了3亿多在校学生这个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 

■ 1994年到2014年间，我国高校专任教师数量从39.64万人增长为

153.45万人，涨幅高达287.12%。在数量剧增的同时，博士学历

专任教师人数分别从8691人增加到31.3万人，所占比例分别从

2.19%增长到20.41%，硕士学历专任教师人数从7.7万人增长到

55.3万人，所占比例从19.5%增长到36%。 

第四，教师队伍建设上了新台阶 



■ 1978-1989年，我国共派出各类留学人员96101人，超过了

文革前留学生总数的9倍左右。 

■ 1989-2011年，各类出国人员214.9万人，成为全球最大留学

生生源国。2016年出国留学人数已达到54.5万人。 

■ 全球孔子学院数量快速增长，已经在14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

512所学院和1074个孔子课堂。 

第五，教育对外开放取得重要进展。 



■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只有来自东欧五国的33位来华语言生。

1999年的留学生总数也只有29179，其中大部分是短期留学生。 

■ 目前，我国已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国。2016年，来华留学人

员44.3万人，来自全球205个国家和地区 

■ 在中外合作办学方面，世界顶尖高校纷纷在中国建立分校，例如西

交利物浦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昆山杜克大学和上海纽约大学等，

它们同时也在引领其他中外合作大学的建立和发展。 

■ 中国留学生回国比例不断增加，2016年达到了82.23%。 

第五，教育对外开放取得重要进展。 



■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初步建立起一套包括从《教育法》

《义务教育法》《职业教育法》到《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

促进条例》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法律体系，从根本

上扭转了教育发展“无法可依”的局面。 

■ 当然，依法治教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学前教育、学校

教育、社会教育等方面的立法工作仍然有许多空白，亟需完善。 

第六，教育法治建设取得新突破。 



二、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经验 



■ 邓小平1985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

弱，……，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

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

国家比不了的。” 

■ 1987年，十三大报告提出，要“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

首要位置”； 

■ 1992年，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

地位”。此后一直到十八大，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从未动摇。 

第一，始终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 十八大报告中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

的基石。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 十九大报告再次把教育作为民生的第一个问题来论述，提出优先发

展教育事业。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

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 我国的公共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一直占国内生产总值4% 以上 

第一，始终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重申了“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方针。 

■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

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首次提出了“育人

为本、德育为先”。 

■ 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

造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第二，始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各级各类学校必须坚持立德树人。 

■ 2013年10月，他在给民大附中学学生的回信中，要求学校承担好

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神圣职责。 

■ 2018年5月2日，他在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指出：“要把立德树

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要把立德树人内

化到大学建设和管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做到以树人为核心，

以立德为根本。” 

第二，始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 2003年10月开始，实施加快中西部农村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两基”攻坚计划 

■ 2006 年开始，先后对西部农村全面实施学生免除学杂费、免费提

供教科书等措施；采取招聘特岗教师等办法补充西部地区农村学校

的师资。 

■ 2010 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更加明

确把“促进公平”作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针，把教育公平作为社

会公平的重要基础。 

第三，始终注意推进教育公平 



■ 对于弱势群体，政府建立了助学体系，覆盖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

育的所有人群，包括国家奖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学费补偿贷款、

勤工助学、学校奖助学金、困难补助、伙食补贴、学费减免等。 

■ 2004 年，国家启动了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几年时间里国

家投入了100 亿元建设了8300 多所寄宿制学校 

■ 2011 年，中央财政拨款100 亿元推进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

每年160 多亿元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第三，始终注意推进教育公平 



■ 2016年，全国中小学生基本实现电子学籍管理，各级各类学校互

联网的接入，从五年前的20%左右，增加到现在的94%多。6.4万

个教学点实现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 

■ 截至2017年，90%以上残疾儿童享有受教育机会。80%以上的农

民工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公办学校就学 

■ 全国2379个县（市、区）通过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督导评估，

约占全国总数的81%，11个省份整体通过 

■ 高考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从2010年的15.3个百

分点缩小到2017年的4个百分点内。 

第三，始终注意推进教育公平 



三、中国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 人民群众对于美好教育生活的向往与教育发展不均衡不

充分的矛盾； 

■ 国际化浪潮下如何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矛盾； 

■ 互联网时代学校资源的多样化与传统学校教育的矛盾； 

■ 应试教育的单一评价方式与民主化个性化背景下多元化

评价的矛盾。 

主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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