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教育强市建设规划纲要编制重点研究课题 

 

一、教育强市建设战略目标和关键指标研究 

研究重点：1.开展国内外比较研究，论证提出教育强市建设

的总体目标、指导思想及原则等。2.研究提出建设教育强市在教

育综合实力、教育创新能力、人才培养和教育服务贡献能力、教

育治理能力、教育国际竞争力和教育影响力等方面的指标性特征。 

二、人口数量与结构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对教育资源布局结

构调整的影响与策略研究 

研究重点：3.学龄人口数量与结构变化趋势对学校布局、规

模、资源配置等的影响与对策策略。4.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重

大战略实施、城市发展定位、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等对教育资源布

局结构、类型层次结构、优化调整配置等的影响与应对策略。 

三、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的制度机制、关键举措及成效研究 

研究重点：5.推进大中小幼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6.

深化“大思政课”分层分类综合改革，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

化改革创新。7.完善提升思政课针对性和吸引力的促进机制和实

施路径。8.深化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融合发展的具体举措。 

四、基础教育提质扩优的重点方向、发展策略及实施路径研究 

研究重点：9.加强紧密型集团化办学。10.深化学区化办学。

11.加大城乡教育联合帮扶，推进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12.推进

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引领的对策策略。13.强化基础教育基点作用，

加强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 



 
 

五、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

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实施策略和路径研究 

研究重点：14.推进高校科技人才培养一体化。15.完善职业

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相互沟通衔接机制，贯通“中高本硕博”

人才培养体系的重大举措与策略路径。16.健全“三教”学分认

定与转化机制，深化区域内大学和高职联动。17.优化职业教育

类型定位，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

实践中心，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构建一体化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推进职业教育“一体、两翼、五重点”建设。18.促进

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四链”深度融合。 

六、加快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建设、提升高校

支撑服务能力的研究 

研究重点：19.推进高校“双一流”建设和优势特色学科建

设。20.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高校科技创新发展。21.

优化科技创新全链条管理，完善服务机制，提升高校支撑力贡献

度。22.高校支撑服务国家区域发展规划和重大战略的突破口、

着力点。 

七、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的体制机制与推进路径研究 

研究重点：23.拔尖创新人才发现识别和选拔培养。24.基础

学科人才和卓越工程师培养机制。25.完善高水平人才引进和战

略人才力量成长的体制机制。 

八、适应高质量教育体系需要的强师队伍建设研究 

研究重点：26.强化师德师风建设。27.完善教师培养培训体

系，提升教师专业发展能力。28.完善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



 
 

流轮岗保障与激励机制，推进师资配置均衡化。 

九、深化对外开放提升教育竞争力影响力的战略策略研究 

研究重点：29.加快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支持雄安新区教

育发展的重点任务与举措。30.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

深化“鲁班工坊”建设，开发国际化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的具体

策略路径。31.打造“留学天津”品牌，建设国际留学目的地城

市的目标任务、关键指标与实施路径。 

十、完善学校管理和教育评价、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 

研究重点：32.加强学校管理改革。33.深化教育评价。34.

推进教育数字化赋能，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35.健全学校

家庭社会育人机制。36.加强和改进网络环境下教育系统意识形

态工作的对策路径。 

十一、完善与教育强市建设相匹配的战略性投入机制研究 

研究重点：37.教育经费投入的现状、典型特征，特别是在

教育强市建设背景下，各学段教育投入特征、社会投入表现以及

投入结构、效益、活力等问题。38.结合教育经费投入数据和教

育强市特征要素，从总量投入、比例核定、结构优化、重点领域、

筹措策略等方面，建构与教育强市建设相匹配的战略性投入模型。

39.坚持财政投入为主、社会投入为辅原则，从提高财政投入质

效、激发社会投入活力等角度，提出完善与教育强市建设相匹配

的战略性投入机制的对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