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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发布

2019 年 12 月 31 日，由湖南教育电
视台 、湖南教育政务网 、湘微教育以及
中国教育报刊社湖南记者站共同评选
的 2019 年度湖南十大教育新闻、 十大
教育新闻人物揭晓，现予发布。

1.教育改革“泸溪经验”引起广泛关注
泸溪是国家级深度贫困县。 近年

来，该县采取系列举措，破解“贫困县”
办“好教育”以及贫困地区乡村教师队
伍建设、基层教育管理、确保孩子“有学
上”“上好学”等系列难题，探索了一条
贫困地区深化教育改革，坚持教育优先
发展， 并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的好路
子。 教育改革“泸溪经验”得到省委省政
府充分肯定，引发舆论强烈反响，在全
国教育界引起广泛关注。

2.全省教育系统扎实推进 “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2019 年 6 月以来，全省教育系统分
两批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 按照党中央守初心、担使命，找差
距、抓落实的总要求，始终把学习教育、
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主题
教育全过程，努力实现理论学习有收获、
思想政治受洗礼、 干事创业敢担当、为
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的具体
目标。 在主题教育开展期间，全省教育
系统紧密结合工作实际，针对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违规办学等开展专项整治，
多措并举缓解“入园难、入园贵”“城镇
挤、农村弱”，对疑似失学辍学的贫困孩
子开展“三帮一”劝学和帮扶，打造政务
服务旗舰店推出 16 项在线办理服务，有
力推动了主题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3.消除义务教育大班额成效显著
近年来，湖南把消除义务教育大班

额作为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首要任务，
大力推进，取得明显成效。 截至 2019 年
底，全省累计消除大班额 3.7 万余个，大

班额占比降至 5.1%， 较 2017 年底下降
22.7 个百分点；超大班额实现清零。 两
个比例降幅均居全国首位，有力推动了
全省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

4.高校科研人才和获奖取得新突破
2019 年，湖南共有 7 人新当选两院

院士，全部来自高校。 其中，国防科技大
学王怀民教授、李东旭教授当选为中国
科学院院士， 国防科技大学姚富强教
授、中南大学柴立元教授、湖南大学王
耀南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刘少军教授和
湖南农业大学刘仲华教授当选为中国
工程院院士。 2019 年 1 月 8 日，2018 年
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举行。
湖南获得的 27 项大奖中，20 项由湖南
高校斩获，获得一等奖的 4 项成果全部
来自高校。 当选院士数和获评国家科技
奖项均为近年来我省高校的最好成绩。

5．职业教育获国务院激励表彰
2019 年 5 月 7 日，湖南职业教育获

国务院真抓实干督查激励表彰，是获表
彰的全国六个省份之一。 2019 年，湖南
入围国家“双高”建设计划学校 11 所，
排全国第 5； 立项国家专业教学资源库
10 个，排全国第 2；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高、中职院校获奖总数分别排全
国第 3 和第 5； 全国职业院校教学能力
比赛，获奖总数并列全国第 1；入围全国
首批产教融合建设试点省。 2019 年 1
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湖南作为
职业教育唯一代表作典型发言。

6.首批“芙蓉学校”建成投入使用
2019 年， 全省首批 17 所“芙蓉学

校”建成投入使用。 我省从 2017 年启动
“芙蓉学校”建设，继支持 40 个武陵山
和罗霄山集中连片特困县和国贫县建

设 43 所芙蓉学校后，2019 年又支持贫
困人口较多的国贫县、省贫县和消除义
务教育大班额任务特别重的非贫困县
建设 57 所乡镇芙蓉学校。 到 2021 年，
我省将建成 100 所中小学义务教育阶
段芙蓉学校， 预计新增学位 14.6 万个，
让贫困地区的孩子在家门口享受到优
质教育资源。

7.高考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发布
2019 年 4 月 23 日，备受关注的《湖

南省高考综合改革实施方案》 正式出
台。 新高考将采取“3+1+2” 模式，从
2018 年秋季入学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开
始实施。 改革统一高考招生录取制度，
建立“两依据、一参考”高考招生方式。
这是自 1977 年恢复高考以来,我省最为
全面、最为系统、最为深刻的一次考试
招生制度改革, 是我省教育史上一次里
程碑式的大事，标志着我省高考进入新
的历史阶段。

8.国际中文教育大会在长沙举行
2019 年 12 月 9 日 -10 日, 国际中

文教育大会在长沙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出席大会
并强调，深化国际中文教育，让世界更
加了解中国。 来自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1000 多名孔子学院和中文教育机构代
表参加大会。 本次大会是在孔子学院创
办 15 年、并连续成功举办 13 届全球孔
子学院大会基础上召开的，标志着国际
中文教育进入全新发展阶段。

9.十项举措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
2019 年 9 月，省人民政府印发《关

于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明
确扩大乡村教育人才津贴政策实施范
围；在乡镇中小学建立“定向评价、定向

使用、定期服务”的基层职称制度、建立
资深乡村教师职称制度； 每 2 年表彰
100 名优秀乡村教师和为在乡村从教
20 年以上的教师颁发荣誉证书；对中小
学教职工编制实行动态调整等十项政
策措施。 此外，我省还统筹调剂 9683 名
事业编制用于公办幼儿园配备管理人
员与骨干教师。 这些举措将极大加强我
省乡村教师队伍建设。

10．百万师生唱响爱国最强音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 一场名

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
在湖南各大高校持续接力。全省 50 余所
高校积极参与了这堂“行走的思政课”，
百万师生用歌声礼赞新中国， 唱响新时
代，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活动视
频播放量超过 1300 万次。这场火遍高校
的拉歌活动，汇聚起磅礴的爱国力量。

日前，“2019 年全国十大教
育新闻” 评选结果揭晓，“减轻中
小学教师负担 营造教育教学良
好环境” 等 10 件新闻入选。

2019 年全国十大教育新闻
（按时间排序）分别是：

1.《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发
布 提出推进教育现代化总体目标

2.高职大规模扩招 100 万人
“职教 20 条”陆续落地

3.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 强调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
魂育人

4.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拉
开帷幕 全面提高普通高中教育
质量

5.党中央发文聚焦义务教育
阶段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义
务教育质量

6. 维护学校教育教学秩序
八类行为被界定为“校闹”

7. 习近平会见全国教育系统
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 向全国广大
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8.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颁授 于漪等三人荣获“人民教育
家”称号

9.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广大师生多形式抒发爱国热情

10.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 营
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

王强

根据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2019 年高职院校
大规模扩招 100万人。高职生源更加多元，学生发展
需求更加多样。 教育部日前印发《关于做好扩招后
高职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针对高
职扩招生源，坚持标准不降、模式多元、学制灵活，
坚持宽进严出，严把毕业关口，实现高质量就业。
高职院校扩招生源可弹性学习 最长不超过 6 年

《意见》要求，各高职院校要充分考虑不同生
源在成长背景、从业经历、学习基础、年龄阶段、认
知特点、发展愿景等方面的差异性，结合实际，分
类制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针对扩招生源，鼓励实
施灵活多元的教学模式，可实施弹性学习，最长不
超过 6 年。 确保总学时不低于 2500，其中集中学习
不得低于总学时的 40%。
对非应届毕业生尽量单独编班或实施分层教学
《意见》提出，要创新教学组织形式，采取集中

教学与分散教学相结合、 校内教学与校外教学相
结合、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相结合等方式，对非应
届毕业生尤其是退役军人、 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民
工等应尽量单独编班或实施分层教学。

探索学习成果认定、积累和转换
《意见》明确，要探索学习成果认定、积累和转

换。 鼓励高职院校开展 1+X证书制度试点， 按规定兑换学
分，免修相应课程或模块。扩招生源已有工作经历、相关培训
经历、技术技能达到一定水平及在相关领域获得一定级别的
奖项或荣誉称号的，经学校认定后可折算成相应学分或免修
相应课程，并可调整有关教学内容或学时安排。

把实现高质量就业作为检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准
《意见》还指出，针对不同生源、不同学习时间、不同学

习方式， 要改革学生学业考核评价方式方法， 实行多元评
价。 要把实现高质量就业作为检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标
准，做好毕业生的就业质量跟踪调查。 严把毕业出口关，不
得以任何原因、任何形式降低毕业要求，严禁实施“清考”。

据央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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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27 日，“奋斗青春·
筑梦同行”湖南省
第一届励志成才
好学生颁奖典礼
在长沙举行。 来自
全省各市州和高
校的 10 名 “励志
成才好学生”集体
亮相。10 名获奖学
生坎坷曲折的成
长经历、自强不息
的奋斗精神和立
志成才的优秀事
迹，深深打动了现
场所有的观众。

2019年全国十大教育新闻揭晓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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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湖南十大教育新闻出炉

2019 年度湖南十大教育新闻人物
1.“播撒信仰 ”沧南 ：共产党人只

有一种人生观
2.“支教奶奶” 周秀芳：爱心之路

永不停歇
3.“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桂卫华：

为祖国而担当
4.“大爱传递者” 叶沙、 吴思：生

命之光永远闪耀
5.“山村教育守护人” 唐上君：为

留守孩子义务补课 22 载
6.“最美高校辅导员” 张金学：春

风化雨 32 载
7.“最美推销员” 陈均杰：17 年奔

走只为学子前程
8.“全能校长”付佳：24 岁的“学生

妈妈”
9.“奔梦女孩”邹晴：带着妈妈上大学
10.“魔力教师”谭艳祥：把高冷数

学课变“金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