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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加大公共教育投入向中西部和民族边远贫困地

区的倾斜力度。

科学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改善薄弱学校和寄宿制学校办学条件，优化教育布

局，努力消除城镇学校“大班额”，基本实现县域校际资源均衡配置，义务教育巩固率提高到95%。

加强教师队伍特别是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落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通过政府购买岗位等方式，解决

结构性、阶段性、区域性教师短缺问题。

改善乡村教学环境。鼓励普惠性幼儿园发展，加强农村普惠性学前教育，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

划，学前三年毛入园率提高到85%。

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率先从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普通高中免除学杂

费，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0%以上。

提升残疾人群特殊教育普及水平、条件保障和教育质量。积极推进民族教育发

展，科学稳妥推行双语教育，加大双语教师培训力度。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推进教育现代化

规划纲要

加快基本公共教育均衡发展1

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推动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

推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应用型人才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促进职业学校教师和企业技术人

才双向交流。

推动专业设置、课程内容、教学方式与生产实践对接。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

育双向互认、纵向流动。逐步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实行国家基

本职业培训包制度。

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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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分析

高考志愿智能测评系统·学生版 高考志愿智能测评系统·家长版 

针对高一高二学生，正确认识学科优势；

      清楚了解个性特征；

            提前规划专业方向

独家“学生版 + 家长版”双保险，测评结果更精确 ;2600 多所普通高校，552 个专业门类，

15 年各省控分线 ;2015 年高考真题，数百套 2016 年高考模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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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建设一流师资队伍，用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

更新教学内容。

完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推进高等教育分类管理和高等学校综合改革，优

化学科专业布局，改革人才培养机制，实行学术人才和应用人才分类、通识教

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培养制度，强化实践教学，着力培养学生创意创新创业

能力。

深入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扩大重点高校对中西部和农村地区招生规模。全面提高高校

创新能力，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提升大学创新人才培养能力3

大力发展继续教育，构建惠及全民的终身教育培训体系。推动各类

学习资源开放共享，办好开放大学，发展在线教育和远程教育，整合

各类数字教育资源向全社会提供服务。

建立个人学习账号和学分累计制度，畅通继续教育、终身学习通

道，制定国家资历框架，推进非学历教育学习成果、职业技能等级学

分转换互认。发展老年教育。

加快学习型社会建设4

深化教育改革，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法治意识、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全面加强体育卫生、心理

健康、艺术审美教育，培养创新兴趣和科学素养。

深化考试招生制度和教育教学改革。推行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

价。全面推开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改善教师待遇。

推动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依法保障教育投入。实行管办评分

离，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教育督导，加强社会监督。

建立分类管理、差异化扶持的政策体系，鼓励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提供多样化教育服务。完善资助

体系，实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全覆盖。

增强教育改革发展活力5

内容来源：新华网



未来课堂：
教与学创新之主阵地

/未来课堂的六个主要特征 /

/“未来课堂”教学应用模式 /

/“未来课堂”高效教学解决方案 /

环境舒适：

人性化、生态化；
空气、温度、湿度可控；
桌椅任意组合、调节

装备先进：

多屏显示、控制；
高清跟踪录播、直播；
无线环境、学习终端

教学灵活：

分组教学；
自主学习；
体验探究

资源丰富：

视音频、虚拟实验资源；
思维可视化资源；
教学设计、题库资源

互动实时：

高速无线环境；
课堂内外互动；
交流互动、任务递交

操控便利：

一键操控；任意走动
控制；随意调用资源、
节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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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0403

互动教学系统；
多屏互动电子白板；
实物提示机；
思维可视化教学；

教学诊断：

实时互动测试；
报表统计分析；
云端诊断分析报告；
互动学习终端

教学评价：
IRS 即时反馈系统；
自动网络阅卷系统；
互动学习终端

教学补救：
多屏互动录制；云端补救学习平台；
多媒体视频资源管理；互动学习终端

诊断

补救

评价“未来课堂”
高效教学解决方案

三维虚拟实验；
多屏智能控制；
互动学习终端

教学设计：

未来课堂是高度整合了先进教学设备和海量教育资源，在“思维可视化”科学教学理念的指导下，高

效开展多种教与学模式活动的课堂环境。

思维可视化教学、分组协同、基于案例教学、体验学习、探究学习、微课堂、翻转课堂、微格教学、远程互动教学 ......

教学

教育如何真正实现现代化？

教育如何体现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

教与学创新的主阵地在哪里？

问题的解决最终归结到一个核心点——课堂

没有课堂信息化，何谈教育信息化？

没有教育信息化，何谈教育现代化？

未来课堂：智慧教育完整解决方案

以互联科技为平台，

以文化发展为主线，

逐步形成集“技术+ 资源+ 服务”

于一体的业务整合能力
深圳市亚太未来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朗山路13 号紫光信息港A 栋1F          邮编：518057
联系咨询：0755-83074263-8069，13370141603，茹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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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Mixly系统设计2：LED灯串设计	 		吴俊杰

☆生活·技术·探索☆

78	做一个二路抢答器	 		谢作如	赵叶滢

81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课件设计	

					——以“太空授课”系统开发为例	 		吴强	

· 数字社区 ·	

☆每月新见☆	

84	没有边界的创想	 		杨晓哲

☆教育云梯☆	

86	碎片化与浅学习	 		魏忠

☆Hold住新课程☆	

88	榜首关注	 		彭敦运

☆e线教研☆

90	“轮庄式”网络教研促进教师自主成长	

					——以第九期“云服务”为例	 		王银萍	李建江

· 域外采风 ·

93	重塑技术在教育中的作用（中）	

					——美国2016国家教育技术计划概览 		涂洪亮	张渝江

· 高教专区 ·

98	MOOC学习动机的培养与激发策略研究	 	樊华丽等

101	网络环境下大学生信息素养现状及其培育途径	 		何克奎

104	基于Windows	Server	2008	R2、UPUPW	Ngnix环境的

				Moodle平台搭建及性能优化配置	 		施建华	曹林峰

· 经验交流 ·

109	打造高中信息技术课堂教学五环节	 		陈功杰

111	科技实践活动中学生信息能力的培养策略	

					——以学校开展的“节能系列”主题活动为探究案例	

	 		陈峻英

图解政策

封二	图解“十三五”规划纲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