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理解《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主要目标？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

五中全会对教育改革发展总目标的要求，提出了到 2020 年教育现代

化取得重要进展，教育总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推动我国迈

入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行列，为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0 远景

目标奠定坚实基础的总体目标，明确了全民终身学习机会进一步扩大、

教育质量全面提升、教育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民、人才供给和高

校创新能力明显提升、教育体系制度更加成熟定型等五个方面的主要

目标。规划目标主要是从三个维度考虑确定的。

一是人民群众的需求与期待。教育关系千家万户、子孙后代，事

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从保障人民群众平等受教育权利出发，提出

了九年义务教育普及成果进一步巩固提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95%，城乡、区域、学校之间差距进一步缩小，义务教育实现基本均

衡的县（区、市）比例达到 95%，建成覆盖城乡、更加均衡的基本公

共教育服务体系，完成教育脱贫攻坚任务，实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

助全覆盖，困难群体平等受教育权利得到更好保障等具体目标。从人

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出发，明确了教师素质进一步提高，学校

办学条件明显改善，教育教学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学生学业水平和自

主学习、终身学习能力全面提升，人民群众高质量、个性化、多样化

的学习需求得到更好满足的目标。从满足人民群众终身学习的需求出

发，提出了学前教育机会显著增加，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 85%，普

及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90%，高等教育发展进入普及化阶段，



毛入学率达到 50%等目标，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这些目

标顺应了人民群众的期待，也符合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二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十三五”是我国经济转型升

级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教育为社会培养输送各类人才和高素质劳动

者，同时要求教育在创新发展上有更大的作为。针对这些要求，在人

才培养方面，提出了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心健康

素质明显提高，社会责任感、法治意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显著增

强，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和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比例显著提高，

人才培养结构更趋合理，各类人才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参

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显著增强的目标。同时，针对我国劳动者素质较低

的现状，还提出了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 13.5 年，继续教育

参与率明显提升，从业人员继续教育达 3.5亿人次，学习型社会建设

迈上新台阶等具体目标。在提升高校创新服务能力方面，提出了若干

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

列，在高校建成一批服务国家战略的创新基地和新型智库，涌现一批

重大创新成果的目标。

三是国家现代化和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长远需要。《国家教育事业发

展“十三五”规划》既立足“十三五”，又瞄准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需要，着眼于筑牢教育现代化发展基础，为未来

国家的现代化奠基，提出了体系制度建设和教育信息化的目标。在教



育体系方面，提出了形成更加适应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

系，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的目标。在教育制度方面，提出了教

育的基础性制度体系更加完善，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明显提升的目标。在教育信息化方面，明确了形成信息技术与教育融

合创新发展的新局面，学习的便捷性和灵活性明显增强的目标。

如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要坚持贯穿结合融入、落细落小落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

师生教学和学习紧密联系起来，体现在学校规章制度和师生行为规范

中，引导广大师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

模范践行者。

一是贯穿于课堂教学。明确学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

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逐步建立和完善各学段上下贯通、有机衔接、

相互协调、科学合理的课程教材体系。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全面深

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细化为学生核心素养体系和学生学业质量标准，融入大中小学各学科

课程标准、教材编写、考试评价之中。大力推进统编教材编写使用，

编写完善教学系列用书，切实推进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建设思想性、

科学性和可读性统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立体化教材体系。实施高校课

程体系和教育教学创新计划，整体推进教材、教师、教学、学科等方

面综合改革创新，发掘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不断提高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



二是贯穿于主题教育活动。深入开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学习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师生深

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论述。贯彻落实《中

共教育部党组关于教育系统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施意见》，指

导各地各校以座谈会、论坛讲座、主题班会、党团日活动等形式，开

展深入、持久、生动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指导各地各校开展公民意

识教育，促进学生养成遵纪守法、诚实守信、文明礼貌、遵守规则的

意识和行为习惯。精心设计和组织开展“我的中国梦”、“我为核心价

值观代言”等主题教育系列活动，生动具体地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三是贯穿于实践育人工作。广泛开展各类社会实践，引导广大学

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亲身参与中认识国

情、了解社会，受教育、长才干。要培育建设一批“全国高校实践育

人创新创业基地”，逐步建立完善党委部署、政府推动、社会参与、

学校主导的实践育人常态长效机制，形成目标共同、机制共建、资源

共享、多方共赢的实践育人共同体。推动《学生志愿服务管理暂行办

法》贯彻落实，完善学生志愿服务工作体系、评价体系、保障体系。

持续深入开展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

会实践活动及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每年动员百万大学生以农村、

基层为广阔舞台学以致用、砥砺品质、服务社会，为祖国建设作出重

要贡献。



四是贯穿于校园文化建设。深入推进校园文化建设，注重以文化

人以文育人，切实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文化蕴涵。结合文

明校园创建活动，充分挖掘校训、校规育人内涵，充分发挥教风、学

风育人作用。通过集中创作推广一批诗词、小说、电影等集思想性和

艺术性于一体的文化产品，结合各地各校的地缘优势和历史、文化、

革命传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升广大师生对核心价

值观的文化体察和精神共鸣。深入开展教书育人楷模、全国高校辅导

员年度人物、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等评选活动，并广泛宣传他们可亲

可信可学的先进事迹，积极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良好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