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格审批“学院”更名“大学”
十三五期间师范院校一律不更名

教育部近日发布《关于“十三五”时期高
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文件明确规定，坚
决纠正部分高等学校贪大求全，为了更名、升
格盲目向综合性、多科性发展的倾向，严格依
据标准审批“学院”更名“大学”，切实引导存
量高等学校把精力和资源用于特色学科专业
建设与内涵发展上来。同时明确，对接国家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持在有条件的地区设
立学科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十三五”时期，继续坚持中等职业学校
原则上不升格为高等职业学校，也不与高等
职业学校合并；高等职业学校原则上不升格
为本科学校，不与本科学校合并，也不更名为
高等专科学校的基本政策，努力建成一批高
水平的职业学校和骨干专业。此前，教育部
教师工作司司长王定华也曾明确表示，十三
五期间，中国现有的 181 所师范院校一律不
更名、不脱帽，聚焦教师培养主业。 （辛 化）

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首开伊朗汉语言文化培训班

2 月 24 日，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首期
伊朗汉语言文化培训班举行开班典礼，12名
来自伊朗伊斯法罕的学生成为首批学员。

为保证此次伊朗汉语言文化培训班顺利
开班，学校从师资力量配备、人才培养方案制
订、管理制度优化、教材选用等方面做了大量
细致的工作，并投入专项资金改造了留学生
公寓楼、配置了符合留学生学习和生活习惯
的设施，为留学生提供了方便舒适的条件。
学校周到贴心的准备让身处春暖乍寒的异国
留学生倍感浓浓暖意。留学生代表 ALI说：

“我们真是幸运，不但能来到这么好的学校学
习，更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此次“伊朗汉语言文化培训班”的开班，
开拓了学院国际交流新领域。学院计划每年
至少开办 4 期海外汉语言文化培训班，充分
发挥“外”字特色优势，为传播中华文化贡献
力量，为促进江西与国际交流合作架起友谊
桥梁。 （周少良 徐 莉）

民国老课本修复出版
首次印刷即售罄

线装、海蓝封皮，繁体竖排，版式疏朗，插
图精美，全套17本，净重9斤。这是重新修复
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影印自1912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民国老课本，第一次印
刷就基本售罄。据了解，这套课本由当时任
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审定，商务印书馆出版，此
后十几年间发行量达到七八千万册，是世界
教科书史上版次最多的一套教材。 （讯 闻）

江西应职院地质博物馆纳入
全国第四批国土资源科普基地

日前，国土资源部发布《关于命名第四批
国土资源科普基地的公告》。公告显示，经省
国土资源厅推荐，国土资源部核准，江西应用
技术职业学院地质博物馆被命名为科技场馆
类国土资源科普基地，是我省唯一纳入该名
单的全国第四批国土资源科普基地。同时，
该校也是全国第四批国土资源科普基地中唯
一的高职院校。

据了解，此次国土资源部共命名山西地
质博物馆等 8个单位为科技场馆类国土资源
科普基地，山西宁武万年冰洞国家地质公园
等 24 个单位为资源保护类国土资源科普基
地，安徽省勘查技术院等 6 个单位为科研实
验类国土资源科普基地。江西应用技术职业
学院地质博物馆为 8个科技场馆类国土资源
科普基地中的一个。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将继续根据自身
特点以及公众和社会需求，加强科普能力建
设，积极开展持续有效的科普活动，让学校的
地质园馆为传播国土资源知识、提升全民科
学素养作出更大贡献。 （谢若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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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友珍

在日前召开的2017年全省教育工作会上，江西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明确了今年的工作

主线和工作路径，夯基础、补短板、提质量、促公平、调结构、创一流，全力抓好10项重点任务。那

么，今年江西教育重点要解决哪些问题？

省教育厅厅长叶仁荪表示，紧盯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瞄准群众最关心、反映最强

烈、愿望最迫切的问题，在难点中确定重点：学前教育重普惠、义务教育促均衡、高中教育抓普

及、职业教育优结构、高等教育创一流，在重点中形成创新点，在创新点中做出亮点。

江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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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推进公办幼儿园和义
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为重
点，着力提升基础教育发展水
平。

提 升 学 前 教 育 普 惠 水
平。以普惠为目标，围绕扩
容、提质、优化，编制实施第三
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今年
新建 200 所公办园，力争使全

省公办园比例提高到 30%以
上；认定 1000 所普惠性民办
园，以奖代补支持发展。

提 升 义 务 教 育 均 衡 水
平。围绕解决“城镇挤”“乡村
弱”问题，推动落实省政府《关
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
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实施
意见》，实施好“消除大班额”

专项规划、“全面改薄”工程，
开展“县管校聘”改革试点，继
续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
师交流轮岗；继续组织开展义
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评估
申报，对已通过认定的督促复
查、整改，巩固成果。

提升高中教
育办学水平。针

对高中普及率低于全国平均
这一短板，启动实施高中教育
普及攻坚计划，深化以核心素
养为导向的普通高中课程教
学改革，开展高中选课走班试
点、特色办学试验，推动普通
高中优质多样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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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职业教育资源整合和
现代体系建设为重点，着力提
高职业教育办学水平和效
益。要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作为今年职业教育工作
的主线，调结构、促转型、上水
平。建设一批高水平、示范性
职业院校和高水平特色专业。

实施中职教育质量提升
“123工程”。重点建设10所高
水平中职学校、培养 200 名技
术技能名师、打造30个特色专
业群。

继 续 加 快 资 源 整 合 步
伐。确保 2018 年完成全省
中职学校整合至 300 所以内
的总体目标，完善职业学校
布局。同时，着力加强职业
学校管理，把职业学校做强
做优。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完
善应用技术型本科人才试点
项目，健全“文化素质+职业
技能”、单独招生、综合评价招
生和技能拔尖人才免试办
法。进一步完善中高职对接

培养试点，完善本科院
校和高职院校联合培
养应用技术型本科人
才试点项目，扩大应用
技术型本科转型高校招收
职业院校毕业生的规模。

据悉，我省高职教育生
均财政拨款将提高到 12000
元，中职教育生均拨款标准也
会适当提高。目前，我省高职
院校单独招生正在报名中，招
生专业大多是培养社会紧缺
型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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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特色高水平大学和一
流学科专业建设为重点，着力
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建设。

启动实施“双一流”建
设。按照“做好顶层设计，突
出创建一流学科专业，着力建
设一流师资”的思路，进一步
完善我省方案并以省政府名
义印发。设置专家委员会遴
选特色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学
科专业，委托第三方对建设高
校进行监测和评估。打造教
师互聘、课程互选、学分互认
的学科联盟江西品牌。

编制“十三五”高校设置
规划。引导高校科学定位、各

安其位、内涵发展、特色发展。
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改革。推动高校完善创新创
业课程体系，落实新修订的学
生管理规定，开展全省高校创
新创业示范基地评选，办好大
学生科技创新与职业技能竞
赛、第三届“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

聚焦聚力本科教学。把
教授为本科生上课作为高校
教师评价制度改革的重要内
容，落实本科专业类教学质
量国家标准，加快信息技术
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加强
高校课程资源共享联盟建

设。深入实施各类“卓越人
才计划”“基础学科拔尖学生
培养试验计划”，推进中医药
人才培养改革，改进金牌讲
解班等试点项目。

落实中西部高等教育振
兴计划任务。推动 4 所高校
落实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
设二期工程任务，抢抓教育
部“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项
目”机遇，引导应用型高校转
型发展。

加强科技创新高水平平
台建设。今年要启动“2011协
同创新中心”“311 工程”高水
平实验室（工程中心）评估。

小学入学日期将松动 不意味支持更早入学

入学年龄截止日期
由各省规定

“8 月 31 日前满 6 周岁的儿
童可上小学”的规定已执行多
年。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做好 2017年义务教育招生
入学工作的通知》中关于“就读小
学一年级儿童的截止出生年月由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法律规定
和实际情况统筹确定”的说法引
发了广大学生家长的高度关注。
这是教育部办公厅在义务教育招
生入学工作通知中首次提及入学
年龄。

根据《义务教育法》规定：凡
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应当送其入
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条件不
具备的地区的儿童，可以推迟到
七周岁。义务教育实行国务院领
导，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统筹
规划实施，县级政府为主管理的
体制。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由
于各省份适龄儿童数量情况和教

育资源的实际承载能力不同，一
直以来，具体入学年龄截止日期
由各省份具体规定。“因此，教育
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7年义务
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是依
法重申现行制度和做法，教育部
不会统一规定具体入学年龄截止
日期。”

不“一刀切”更符合
教育规律

近年来，各地区已在努力增
加学位，用扩大班额、改扩建学
校、新办学校等应对人口生育变
化。但各地情况不同，生育意愿
和教育资源都不一样，能否有足
够的空间应付未来的人口增长，
最终还取决于各地实际情况。

“所以此次教育部把入学截止日
期变化交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决定，是符合因地制宜的做法。”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
周光礼认为，入学时间下放到省
一级统筹，意味着经济发达地

区，由于教育资源充足，可以放
宽入学年龄限制，而对于经济欠
发达地区，可能维持现状不变；
人口出生较少的地方，可能放宽
入学限制，人口出生高峰地方，
可能维持现状不变。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
研究院院长刘坚认为，“儿童上学
晚一年影响不大”，需要改变的是
部分家长的抢跑心理。家长要多
一点理性，不要把早一天晚一天
上学等同于是否“输在起跑线”
上，要理解孩子的自身成长规律，
孩子接受教育的多样性比他是否
提早学到一加一等于二等知识更
重要。周光礼也表示，人的天赋、

心智成熟时间各不一样。有5岁
甚至4岁早熟的儿童，也有7岁甚
至 8 岁还懵懂的孩子，什么时间
入学并不能决定孩子未来的成长
成功。如果不理解教育规律，只
人为拔苗助长，对孩子的成长并
没有好处。

刘坚表示，由地方来决定
孩子入学时间甚至将来可以考
虑交由学校来决定入学时间，这
种不“一刀切”的做法，更符合教
育规律。

多数省份仍以“8 月
31日”为限

为何小学入学以 8 月 31 日
为截止日期？有教育部门解释，
这是因为一般是 9 月 1 日新的学
年开学，所以是以每年的 8 月 31
日为界限算满年。在今年教育
部文件下发后，一些地方是否会
调整入学截止日期？多地教育
部门回应称，暂不会做调整，将
仍以“8 月 31 日”为限。南昌市

教育主管部门则表示，将继续根
据当年学位数量，严格按照地段
划定生源范围，若学位有所富
余，则酌情按年龄大小逐一排
拉，排满即止。

有数据显示，2009 年以来中
国每年出生人口都在增长，只有
2015 年出生人口为 1655 万，比
2014 年 的 1687 万 有 所 减 少 。
2016 年中国出生人口则又攀升
至 1786万，为新世纪以来最高。
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预计未来
出生人口还会继续增加。21 世
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王雄建议，
各地如果调整时间要慎重进行，
应进行充分的听证论证，通过科
学的程序认定，不能用行政命令
强制进行，不论如何调整，相关
部门都要有非常详细的可操作
的方案，设一个过渡期，至少需
要提前一年通知到各方面，让家
长、学校有所准备，“因为一旦调
整，可能导致学位不够，容易产
生大班额等问题，以及影响学区
的调整等。” （综 合）

中国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做好2017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其中提到：就读小学一年级儿童的截止出
生年月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统筹确定。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多人据此认为上学时间有松动，意味着孩
子可以提早入学，但实际情况并不一定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