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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年 教育迈向新时代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教育的战略地位从战略

重点转向优先发展。新时代，我们期待教育引领经

济社会发展。40 年前，我国教育经费严重短缺，教

育发展水平比较低下。40 年来，我国教育的战略地

位稳步提升，教育改革发展成就令世人瞩目，逐步

由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手段

上升为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

会上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育的基础

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更加凸显。面向未来，期待

中国教育能够引领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教育发展的重心已经从

规模普及转向质量提升。新时代，我们期待更加公

平而优质的教育。40 年前，我国教育发展的任务是

“两基”攻坚。40 年来，我国教育的普及化程度大

为提高，学前三年教育加快普及，九年免费义务教

育全面实施，高中阶段教育基本普及，职业教育大

力发展，高等教育正从大众化迈向普及化阶段。同

时，伴随着我国完成解决温饱问题到实现小康水平

的历史性跨越，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反映在教育领域中就是公平与质量问题凸显。
“择校”、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受教育问题成为社

会舆论关注的焦点。面向未来，不仅要让孩子们

“有学上”，更要让孩子们 “上好学”，教育发展目

标已经转向公平、优质、多样的教育。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教育的功能从社会本位

逐步转向以人为本。新时代，我们期待教育实现学

生的全面发展。40 年前，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是经

济建设，亟须提高全民素质，教育承担着重要的社

会功能。40 年来，逐渐强调以人为本，重视学生的

全面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声势浩大的素质教

育热潮，21 世纪以来倡导“一切为了学生发展”的

课程改革，教育部发布多道 “减负令”减轻学生过

重的课业负担，国家启动新一轮高考改革等，都是

为了改变不科学的教育评价指挥棒。面向未来，要

更加注重学生批判性思维、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

养成，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者和接班人。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教育发展模式从照搬模

仿转向自主探索。新时代，我们期待中国教育能够

为世界作出贡献。1978 年，我国掀起了 “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我国教育也开始在

照搬、模仿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探索中国特色发展

道路。40 年来，我国教育的规模、质量和效益都有

大幅度提高，基础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受到世界关

注，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稳步提升，正在为世界教

育作出更多贡献。面向未来，要培养具有中国灵

魂、国际视野、国际理解力与参与能力的世界公

民，探索教育发展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从无到

有、由弱到强。新时代，我们迎接信息革命驱动下

教育现代化的新形态。近些年来，信息技术给世界

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前互联网教学方兴未

艾，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

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我国先后颁布了 《新一代人工

智能发展规划》《教育信息化 2. 0 行动计划》。网络

教学模式突破了学习时空的限制，改变着传统的教

学方式和手段;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将构建个性

化、精准化的教育模式，实现因材施教。这些变革

冲击着教师的传统角色和权威地位，为教育发展带

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向未来，在教育向现代化

形态转变的同时，也呼唤回归生命养成的教育，让

孩子们学会学习，迎接充满挑战的未来社会。
《论语·为政》有云，四十而不惑。回首我国

教育发展历程，展望新时代，就是要扎根中国大地

办教育，坚持中国传统，拓展国际视野，追求质量

卓越，让孩子们享有公平而优质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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