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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研究２０２４年度发展报告
———２０２４年度人大 《复印报刊资料·中小学教育》论文转载情况统计与分析

惠文婕，廖鲜梅

摘要：通过对２０２４年度人大 《复印报刊资料·中小学教育》论文转载情况的统

计与分析可以看出，文章来源较为广泛，在被全文转载的文章中，其源期刊所占篇

目较多的依次为 《课程·教材·教法》《中国教育学刊》《全球教育展望》《教育研

究》。从第一作者所属单位性质看，高校仍然处于绝对主体地位。基础教育研究的

热点主要集中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双减”政策实施效果持续研究、拔尖创新

人才自主培养、课程改革背景下教学理念转型与策略优化、教育家精神引领教师专

业素养发展和新高考改革效果的追踪与评估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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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２０２４年度论文转载概况

（一）栏目设置及论文发布

２０２４年，人大 《复印报刊资料·中小学教

育》（以下简称 《中小学教育》）设置９个专栏，

共转载２０７篇论文。其主要栏目有专题 （４９

篇）、改革与发展 （２５篇）、教育科研 （３篇）、

德育研究 （４篇）、质量与评价 （１５篇）、课程探

索 （２２篇）、教学探讨 （３５篇）、师生研究 （２９

篇）、比较与借鉴 （２５篇）。

（二）刊物转载量排名

２０２４年，被 《中小学教育》全文转载的报

刊有６３种。其中 《课程·教材·教法》《中国教

育学刊》《全球教育展望》《教育研究》等１６种

刊物的转载量排在前８名，占转载论文总数的

６１．８％，详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２４年 《中小学教育》源期刊转载量排名

刊名 转载篇数排名（含并列）占总量比例

《课程·教材·教法》 １８ １ ８．７％

《中国教育学刊》 １８ １ ８．７％

《全球教育展望》 １３ ２ ６．３％

《教育研究》 １２ ３ ５．８％

《教育科学研究》 １０ ４ ４．８％

《中小学管理》 ７ ５ ３．４％

《中国电化教育》 ７ ５ ３．４％

《教育发展研究》 ６ ６ ２．９％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５ ７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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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刊名 转载篇数排名（含并列）占总量比例

《现代教育管理》 ５ ７ ２．４％

《教育研究与实验》 ５ ７ ２．４％

《电化教育研究》 ５ ７ ２．４％

《比较教育研究》 ５ ７ ２．４％

《中国远程教育》 ４ ８ １．９％

《教学与管理》 ４ ８ １．９％

《比较教育学报》 ４ ８ １．９％

（三）第一作者所属单位统计

从第一作者所属单位性质来看，高校处于绝

对主体地位。２０２４年，《中小学教育》转载文章

中有１７６篇的作者来自高校，占比为８５％；有

２３篇的文章作者来自科研院所，占比为１１．１％；

还有８篇文章的作者来自其他单位，占比

为３．９％。

按照文章第一作者发文量排名，北京师范大

学以２６篇转载数名列榜首，华东师范大学、华

中师范大学分别以１４篇、１３篇转载数排名第

二、第三。在此仅对转载文章４篇及以上的单位

进行排名 （见表２）。

表２　２０２４年 《中小学教育》作者单位转载量排名

作者单位 转载篇数 排名 （合并列）

北京师范大学 ２６ １

华东师范大学 １４ ２

华中师范大学 １３ ３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７ ４

华南师范大学 ７ ４

山东师范大学 ６ ５

东北师范大学 ５ ６

陕西师范大学 ５ ６

南京师范大学 ５ ６

四川师范大学 ５ ６

浙江大学 ５ ６

清华大学 ４ ７

北京大学 ４ ７

续表

作者单位 转载篇数 排名 （合并列）

湖南师范大学 ４ ７

西南大学 ４ ７

广西师范大学 ４ ７

河南大学 ４ ７

宁波大学 ４ ７

西北师范大学 ４ ７

二、基础教育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２０２４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深

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开展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

动，强化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支撑。“高质量发展”

作为各级各类教育的生命线，反映了党和国家在

新的发展阶段对教育工作的新要求，也承载着人

民群众对更高质量、更高水平教育的期待。关于

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从历史经验总结到理

论内涵的解析，再到政策实践的探索，已初步形

成系统化、多维度的研究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础教育经历了从起步

探索到规模扩张，再到质量提升的重要历程，取

得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成就。在这一过程中，形

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发展经验，如党和

国家高度重视教育事业、积极调动人民大众参与

基础教育、加强法治建设、始终把教师摆在重要

位置、实施教研员制度，坚持改革创新等 （顾明

远、李廷洲，《中小学教育》２０２４年第１０期；

王玉姣、秦玉友，《中小学教育》２０２４年第３

期。本文所有引用文章均来自 《中小学教育》，

以下不再一一标注）。同时，积累了基础教育强

国的基本政策经验，如坚持党对基础教育的全面

领导、推进课程和教材的标准化建设、构筑教师

队伍建设的政策体系、建设教育督导和质量监测

制度 （薛二勇、李健，第１１期）。

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体现了教育强国、中

国式现代化、文化与价值引领以及中国特色话语

体系构建等逻辑，意味着基础教育的战略主题从

规模扩大、结构完善、体系构建转向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提供基础支撑 （顾明远、李廷洲，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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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期）。一是回答好 “教育强国建设、基础教育

何为”的时代课题。面向建设教育强国的新期待

新要求，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加强有组织育

人，推进教育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李

奕，第２期）。二是把握好中国式现代化赋予基

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内涵，中国式现代化彰

显了基础教育大规模高水平普及、高质量公平、

高智能数字化、高标准终身化等时代特征 （李红

梅，第１０期）。三是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体

现在文化自信与价值引领上。通过构建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的德育体系，基础教育承担

起培养青少年价值观的重要任务，为文化自信提

供教育支撑 （龙宝新、刘菊，第７期）。四是基

础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中

国特色基础教育 “三维”话语 （理论话语、政策

话语、实践话语）体系是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支

撑。这不仅有助于增强教育强国建设中的文化软

实力，也为中国教育在国际上争取更多话语权提

供了可能 （冯建军，第７期）。

实现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从拓宽高质

量基础教育体系的理解维度、辩证把握入学人数

变化的长远态势以及探索绿色低碳减量的发展范

式等出发 （李奕，第２期），采取有效的政策支

持与积极的实践探索。在政策层面，尽快优化中

小学学校布局调整政策；开展 “教育家型教师队

伍建设工程”；形成不同教育形态质量管理和监

测制度，畅通社会参与基础教育的渠道，构建教

育形态多样化供给机制，满足个性化教育的选择

权 （薛二勇、李健，第１１期）。在实践探索层

面，需要在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

学生全面健康成长、学校育人生态、优秀创新人

才培养、有组织的强师体系、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等方面统筹推进 （李奕，第２期）；数字化构建

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形态、新模式，通过

“教育＋科技”战略，推广智慧课堂、在线教育

和大数据分析，提升教育管理效率和教学质量

（李红梅，第１０期）；处理好 “优质均衡发展”

与 “高质量发展”的双重进路 （刘远杰、苏敏

静，第１期），坚守和而不同的优质教育资源配

置定位、构建生态优化的城乡教育共同体、形

塑共荣共生的城乡教育文化 （刘芳、吉标，第

１１期）。

（二）“双减”政策实施效果持续研究

“双减”政策作为基础教育改革的关键举措，

旨在减轻学生作业负担与校外培训负担，以促进

教育公平和质量提升。２０２４年，一些学者对

“双减”政策进行了持续追踪研究。

“双减”政策在实施后取得了一定成效，但

其影响在不同维度和群体中表现不一。政策实施

后，学校教学更注重课堂效率。然而，高阶思维

的培养、教学任务的挑战性仍有不足，教师教学

互动形式单一的问题依然突出 （贾美华，第６

期）。校外学科类培训参与率显著下降，同时家

庭教育支出有所减少。基于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

查数据的研究显示，政策对中等收入家庭的影响

最为显著，而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影响较为有

限。此外，家庭对校内课后服务的需求逐渐增

加，但兴趣类课后服务的供给相对不足 （魏易、

康乐，第９期）。此外，生活化作业设计成为落

实 “双减”政策的重要实践路径。生活化作业设

计通过引入学生生活经验，注重个性化与实践

性，显著提升了作业的育人功能。然而，生活化

作业的推广在不同地区和学校间存在显著差异，

资源供给仍是影响其有效实施的关键因素 （李臣

之等，第８期）。与我国 “双减”政策类似，东

亚教育圈的减负实践为我国有效落实 “双减”政

策提供了重要参考。根据徐瑾稢等人对ＰＩＳＡ

２０２２数据的分析，韩国、新加坡等国家通过优

化教学时间、提升学习效率和增强学习支持，实

现了减负与增效的平衡。例如，韩国减少了校内

课堂时间但保持高学习效率，而新加坡通过技术

赋能课堂、增强课后辅导支持，最大化学习效果

（徐瑾稢、陆瞡，第６期）。

尽管 “双减”政策初显成效，但其实施过程

中仍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双减”政策在执行中

存在表演式执行、选择式执行和抵抗式执行等政

策执行的阻滞与偏差 （丁煌、王巍熹，第９期），

带来新的教育不公平问题。如在政策实施过程中

出现了学科类培训的隐形变异问题，进一步拉大

了不同收入家庭群体的教育公平差距。城乡间的

课后服务质量差距显著，进一步加剧了城乡教育

资源的不均衡 （付卫东、郭三伟，第９期）。

（三）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

与２０２３年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研究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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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澄清与教育公平相比，２０２４年的研究聚焦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经验总结，注重政策顶层设

计的优化、理论模型的构建、实践路径的探索。

这一转向体现了从问题导向到解决方案导向的深

化发展。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

早期培养是造就拔尖创新人才的基础工程 （滕

洋，第５期）。早期培养强调潜能挖掘和创新素

养启蒙，目标是激发学生的兴趣与探索精神。例

如，通过超常教育实验班等模式，为智力超常儿

童提供个性化培养，采用加速型或充实型的培养

路径 （滕洋，第５期；汪辉、王聪聪，第１期）。

此外，早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需要建立多层次、

分阶段的动态选拔体系，在融合教育环境中采用

丰富多样的教学模式，积极推行课外项目补充教

学等 （程黎等，第１期）。普通高中需要从少数

精英培养转向面向全体学生的开放式多元培养，

培养学生的创新人格、创新知识、创新思维和创

新实践能力。从单一的、隔离封闭的路径转化为

多元开放的立体模式，为不同领域拔尖创新人才

的发展提供系统性支持 （杨清，第１期）。拔尖

创新人才培养需要遵循早发现早鉴别原则，合理

配置教育资源，进行大中小一体化整体安置 （程

黎等，第１期）；遵循创造力发展规律，突出培

养方式的融合性，包括跨学科融合、跨学段融合

和跨界融合 （滕洋，第５期）。加强政策的一体

化设计，推进培养主体的协同性，增强人才评价

的科学性。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制度与策略涉及教育理

念、制度设计、政策支持和实践路径等方面，需

要结合国内外经验，进行系统谋划与布局。在实

践策略上，我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包括少年

班、超常教育实验班、本硕博贯通制、多样化课

程设置和导师团队制等，为拔尖创新人才的自主

培养提供了本土化支持 （王伟、杨德广，第１

期；滕洋，第５期）。在资源配置与协同培养上，

强调整合学校、科研院所、企业和社会实践基地

的力量，构建多主体协同的培养网络。国外有关

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经验也为我国提供了借鉴。

例如：美国 “天才时刻”项目通过项目式学习和

创客空间，培养学生的创新素养 （李先军、赵新

琪，第１２期）；英国实施 “浮尖” “展才” “强

化”多元服务体系开展精准支持，建立一体化的

跟踪与监测体系评估拔尖学生的过程性进步 （苗

学杰等，第１１期）；日本实施了超级科学高中计

划，制定了滚动式申报评审规则，明确公平优

先、凸显卓越的人才选拔方式，打造了富有前沿

性和探究性的个性化课程体系 （宋武全等，第

１１期）。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在实践中面临多重困境，

同时也孕育着新的发展方向。当前，选拔与培养

的公平性与效率性之间的冲突尤为显著，资源过

于集中于重点学校，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进

一步加剧了区域和学校间的差距。此外，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在独立性与融合性之间难以平衡，一

些实践过度聚焦少数智力超常学生，而忽视了其

他潜力学生的全面发展。政策实施的持续性和稳

定性不足也是一大挑战，部分政策受外部因素的

过度影响，目标多元化但难以有效落实。与此同

时，统一高考制度与自主选拔之间的矛盾限制了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灵活性与多样化发展。未来

需要对这些挑战做进一步研究。

（四）课程改革背景下教学理念转型与策略

优化

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提升学生核心素养、

应对智能化时代教育需求成为教学发展的重要方

向。当前研究在教学理念与实践策略上呈现出体

系化、深入化的趋势，逐步从传统的知识为本模

式转向素养为本的综合发展模式，强调理论更新

与实践探索的有机结合。

教学理念的转型是教育改革的基础，其核心

在于重新审视知识与素养的关系，并从传统教学

向创新模式迈进。一是从知识讲解到素养培养的

转变。素养培养应成为教学的核心目标，以多维

模型替代线性模型，在知识探究、迁移应用、创

新实践等环节中全面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喻

平，第９期）。在这一转变中，科学教育被认为

是素养教育的代表领域，显性教学方法 （如科学

探究和科学史哲教学）能够有效促进学生对科学

本质的深层理解 （黄晓，第２期）。二是从知识

消费到知识生成的转变。传统教学中的知识消费

模式强调学生被动接受知识，而智能技术的发展

要求培养学生在复杂情境中生成知识的能力。这

就要求建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范式，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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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要义＋行动框架”的方法，指导教师在复

杂情境中实施深度学习教学 （杨南昌，第９期）。

三是从结论到过程的转变。针对传统知识教学中

结论式教学的局限性，境脉式教学理念提出通过

还原知识生成情境，帮助学生经历知识的生发过

程，从而实现 “知、信、行”的统一 （罗祖兵，

第１２期）。

在教学理念的指导下，实践策略的优化成为

教学改革的关键环节，主要体现在单元设计和教

学策略。一方面，单元设计是指向核心素养培育

的重要途径。从学科到超学科的视角看，国际上

单元设计大致有三类模式：基于学科的单元设

计、基于学科整合的单元设计和基于主题的超学

科单元设计 （田薇臻、崔允誋，第２期）。相应

地可以采用单元教学的系统设计、大单元教学设

计和整体性教学设计。其中，单元教学依据当代

教学设计与学习科学研究，可以将其设计程序确

定为明类型、划水平、定任务、写目标、编量

规、优结构和配评估的 “６＋１”步骤 （盛群力，

第６期）。大单元教学以大概念为线索组织教学

内容，需要实现从宽而浅向少而深的转变。通过

动态网络的构建形成知识体系，使学生在理解和

应用大概念的过程中培养专家思维 （刘徽，第

１０期）。整体性教学设计强调通过复杂任务情境

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包括综合学习设计、首要

教学原理、认知学徒模式和基于目标场景模式等

（钟丽佳、盛群力，第１１期）。

另一方面，教学策略提升是教学质量的关

键。一是差异化教学的灵活性策略。其主要包括

四种主要模型：面向个体学习者学习差异的差异

化教学模型，利用评估规划教学的差异化教学模

型，构建学习共同体与关注教师本质理解的差异

化教学模型，强调教师心态和教师教学角色的差

异化教学模型。差异化教学在实践中能有效处理

学生差异，促进学生发展，改善学校地位和文化

氛围，提高教师专业发展水平 （毕美杰，第３

期）。二是基于循证的教学优化。循证教学方法

强调以教学实践数据为依据，通过教学设计、实

施和评估的科学化操作提升教学效果。这种方法

不仅为教师提供了明确的教学改进路径，还推动

了教学研究的实证化与精细化 （童文昭，第７

期）。三是基于真实情境的跨学科主题学习。跨

学科主题学习是学科课程对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分

化又高度综合的主动回应，是学科课程培养综合

型、创新型人才的一种探索 （郭华，第９期）。

跨学科主题学习强调知识的整合性、实践性与情

境性，具有建构性和协作性的特征 （崔允誋、郭

洪瑞，第４期；郑葳等，第４期；万昆，第７

期）；跨学科主题学习需要在学习目标上体现完

整儿童发展特征，学习过程中以主动发现为主

线，学习内容上整合对应人类社会结构 （唐慧

荣、张维忠，第８期）；跨学科主题学习要克服

学科与跨学科之间的钟摆效应，预防教师的认知

偏差，处理好不同学科之间知识整合的深层逻辑

（刘登珲、牛文琪，第４期）。

（五）以教育家精神引领教师专业素养发展

教师专业素养是教师质量的集中体现，是建

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的重要支撑。在教育家

精神引领下的教师专业素养发展，有利于为提升

教师教书育人能力、推动教育改革创新、加快建

设教育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教育家精神作为教师发展的核心内驱力，为

提升教师素养提供了价值导向和实践依据。在剧

烈变革的时代和环境下，要深入理解教育家精神

中所蕴含的中国特有的伦理素养，将其融入教师

专业素养体系，围绕教师的知识、技能、态度和

价值观等要素构建教育家精神引领下的教师专业

素养体系 （王兴洲等，第１２期）。乡村教育家是

教育家中的特殊群体，是能以乡村教育为志业，

自觉自愿投入乡村教育实践并敢于突破各种困难

来引领变革乡村文化以及乡村教育的教育家，乡

村教育家精神在历史发展中展现主动担当乡村建

设使命、自觉认同乡村教师公共角色、坚守教育

信念和办学能力等特质。这种精神引领下的乡村

教师教育，强调将乡村教育与社会发展紧密结

合，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和文化传承 （王

珏，第１０期）。

教师教学实践是连接教育家精神和教师专业

素养的关键点。提升教师教学实践能力，需要深

入刻画教师改变的过程。基于经验学习圈理论的

研究显示，教师改变包括内外特征的演变：实践

性知识 （内特征）经历了竞争共存、协同互补、

协同转化三个阶段；教学行为 （外特征）中，教

师鼓励学生提出高阶问题与表现从少到多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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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实践性知识的教育信念、反思性知识、自我

知识等与创新教学行为之间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

（王陆等，第７期）。此外，数字素养是高质量教

师发展的应有内涵，其包括数字化观念、数字知

识与技能、教学实践、专业发展和数字伦理五个

方面。这些内涵不仅强调教师对技术的掌握，还

要求教师能够在教育实践中融合数字工具，激发

学生学习潜能 （曾国权等，第３期）。为了提升

教师专业素养发展，需要弥合教师理论与实践的

鸿沟。如通过案例研究工具提升教师专业水平。

优秀的教学案例能够呈现复杂的教学情境，为教

师提供反思和解决问题的机会，从而实现理论与

实践的深度结合 （陈向明，第８期）；借鉴美国、

英国、日本、韩国实施的首席教师计划，在我国

推行乡村首席教师计划，将优秀教师的影响从课

堂辐射到区域多个学校，扩大优质教师资源覆盖

面，实现乡镇教师的跨校合作和优质师资的共享

（殷美娜等，第６期）；借助数字化技术，整合优

质资源，开发线上线下混合培训课程，建立完善

的测评与激励体系，以提升教师数字素养 （曾国

权等，第３期）。

（六）十年新高考改革效果的追踪与评估

２０１４年，国务院印发 《关于深化考试招生

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启动新一轮考试招生制

度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

试招生制度，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

取的考试招生模式。２０２４年，在新高考改革十

年之际，研究者对新高考改革进行了效果追踪研

究。研究肯定了新高考在考试内容与形式优化、

学生选择权增大及多元录取机制构建方面的进

展，但也指出了选科自主性不足、城乡与区域不

平等等现实挑战。

第一，考试内容与形式的优化。研究主要集

中在命题改革、考试难度调控和科目设置优化方

面。新高考通过引入跨学科命题，增强了试题的

开放性和问题导向性，试题综合性与核心素养考

查能力得到提升。然而，目前跨学科试题的学科

融合深度不足，题目形式单一，亟须通过提升命

题团队跨学科能力解决这一问题 （詹泽慧等，第

９期）。此外，研究者提出 “测量难度、感受难

度和印象难度”三维理论模型，以全面衡量高考

难度的内涵，并建议通过科学调控试题难度促进

考试公平 （于涵，第７期）。科目设置改革通过

“３＋３”模式或 “３＋１＋２”模式赋予学生更多选

择权，试图突破传统文理分科的限制。然而，实

证研究表明，尽管文理合流模式拓宽了学生的知

识结构，但未能显著改善大学生学业表现，甚至

在人文社科专业中表现出一定的抑制效应。这一

现象源于高中教学改革滞后以及关键科目弃选现

象，应进一步优化科目组合指导与高中课程设计

（金红昊，第３期）。

第二，学生选择与志愿填报。新高考赋予学

生更多的选科自主权，但学生选择能力未同步提

高，反而因兴趣与大学专业要求的矛盾、家校意

见冲突而加剧了选科焦虑 （周建华等，第８期）。

学生在专业选择中常面临兴趣与就业现实的矛

盾、家长干预过多等问题，部分学生因缺乏职业

生涯规划而盲目选择热门专业 （谯利平等，第８

期）。未来学校应加强职业生涯规划教育，通过

精准指导帮助学生形成明确的学业目标与规划；

同时，建议利用信息化技术构建智能志愿填报平

台，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专业选择方案 （谯利平

等，第８期）。通过家庭、学校与社会的协同合

作，有望帮助学生在兴趣、能力与社会需求之间

找到平衡 （周建华等，第８期）。

第三，高考制度的公平性与效率。新高考以

“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为目标，尝

试通过综合评价录取机制优化选拔模式。然而，

实践中，高校自主招生权的扩大与国家统一性的

冲突，以及分省命题政策的区域倾斜，进一步加

剧了城乡和区域教育的不平等 （程红艳、王健怡

等，第３期；刘希伟，第３期）。例如，发达地

区考生因教育资源优势更易获得优质高校录取机

会，而欠发达地区考生竞争压力较大 （刘希伟，

第３期）。此外，十年新高考综合改革实践，

“教—考—选—育”一体化并未达到理想状态，

个体成长一定程度地存在学段断续问题。未来高

考综合改革应立足学段衔接的角色定位，以评促

学的应用价值，建立 “育—选—考—教”一体化

模式，以高考为纽带，建立更加系统的支持体

系，实现学生全面发展与教育公平目标的统一

（庞颖等，第１１期）。

（责任编辑：刘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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