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search Semimonthly 

科研半月刊 
2013 年 2 月 15 日星期五  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主办  第 3 期 总第(152)期 

 

 

《2013 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工作要点》 

沪教委办〔2013〕1 号 

 

2013年上海教育工作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深入实施国家和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

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突出“为了每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的核心理念，继续深化教育领域重大改

革，大力推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全面提升人才培养和知识服务城市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为

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而努力。 

一、实施中长期规划纲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 

1.综合改革。系统总结 2012年部市共建国家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 8方面重点工作落实情况，

2013年着力在省级教育统筹综合改革、基础教育高位均衡发展、人才培养体系模式改革、高水平

大学办学机制、民办教育规范特色发展、教育对外开放综合改革等 6方面加大探索力度。落实市

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专题会议确定的各项任务，加强教育事业发展的统筹协调。继续推进 27

项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对已完成试点的项目进行结题，不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2.落实“十二五”规划。推进落实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上海市“十二五”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以及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民办教育、德育、师资队

伍建设、教育信息化、教育国际化、学校基本建设等专项规划，细化明确节点目标，完成年度任

务。 

- 1 - - 2 - 

3.管理体制改革。推进行业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整合优化高校专业布局结构。支持上海科

技大学和上海纽约大学在办学管理体制、人才培养、教职员工聘用制度、财务拨款机制等方面

开展探索，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提供经验。支持若干院校更名和转设工作。创新教育评价体系，

引入社会评价机制。 

二、推进学生德育工作，提高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 

4.“十八大”精神学习宣传。 5.整体规划大中小学德育课程。 

6.德育队伍建设。推动辅导员队伍建设，形成科学化模式、专业化培养、多样化发展的格

局，组织“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月”系列活动，加强辅导员团队文化建设，切实提高队伍专业

化水平。 

7.心理健康教育。 

8.校外教育。进一步建设“学生创新和实践基地”，健全和完善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及其

活动的组织管理、评估考核等制度。实施校外教育能力提升计划，强化社会实践内涵建设，培

养学生创新能力。充分发挥市区校外教育机构作用，形成规范的运作机制，为提升学生的科技、

艺术、体育等方面的素养提供服务。 

三、加强城乡一体化建设，促进基础教育高位均衡发展 

9.学前教育。10.城乡教育一体化。11.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12.普通高中多样化发

展。13.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评价改革。14.特殊教育和民族教育。 

四、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提升职业教育教学质量 

15.职业教育体系构建。 

16.示范性职业院校建设。创建首批“上海市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特色示范学校”，促进

中职校改革创新、办出特色。加强国家中职示范校学校指导和管理，组织开展第一批立项学校

建设验收。推进上海高职“飞跃计划（暨后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工程）”，实施上海市特色高职

院校建设计划。 

 



17.职业教育教学改革。 

18.专业建设。推动学校对接产业需求建立专业设置调整机制。实施专业负责人能力提升计

划，打造具备专业水准和实践能力、在国内同行中具有影响力的重点专业带头人队伍。完善人才

培养质量监控体系，启动上海高职高专专业评估。 

五、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升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19.高等教育内涵建设工程。推进部市共建高校重点建设工作，做好“985 工程”三期验收

准备，开展新一轮“211工程”建设。继续推进上海地方本科院校“十二五”内涵建设（085 工

程），开展建设工作绩效评价。继续支持财大、华理工等 211 高校开展 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

项目建设。深化校企合作，提高教育质量。 

20.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实施上海市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加强研究生学术交流和合作。

实施创新探索项目，推进学位点引导布局与建设培育工作。推动高校建立以科学研究和实践创新

为主导的导师负责制，完善研究生培养、资助、考核、评价和管理等机制。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综合改革试验，促进专业学位教育与职业任职资格有机衔接。构建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体

系，开展专业学位教育特色品牌建设试点。 

21.本科教育教学质量。实施本科教学工程，建设本科重点专业，推进卓越人才培养基地和

创新创业教育实验基地建设，实施高校重点教学改革项目。指导相关院校开展本科教学工作合格

评估。建设上海高校课程共享中心。组建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建设市级精品课程。通过引

入社会评价，完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和教学质量发布制度，继续实施高校本科教学质量年度报告

制度。创建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社会评价指标体系，建立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社会反馈机制，实施

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社会评价年度报告制度。 

22.一流学科建设。实施上海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探索跨学科融合模式、学术国际

合作的途径、师资队伍建设要求，优化学科组织和管理模式，提升高校人才、学科、科研三位

一体的创新能力。实施“085 工程”在建重点学科绩效跟踪评价，完善国家、市、校三级重点学

科建设体系。 

 

23.高校知识服务能力提升工程。依据国家和上海“2011计划”目标，加强在建知识服务平

台过程管理，探索建立知识服务平台可持续运行的协同创新模式。引导和支持高校面向区域发

展需求，组织培育国家 2011协同创新中心。开展高校技术转移中心试点建设，推进高校无形资

产规范管理。在上海高校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的基础上，

设立竞争性的引导性创新项目，支持高水平攻关，形成绩效与投入联动机制。 

六、整合汇聚教育资源，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 

24.开放教育体系构建。25.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26.学习型组织建设。27.教育培训管理。 

七、创新管理模式，促进民办教育可持续发展 

28.民办高校分类管理。29.特色创建。30.民办教育管理与服务。 

八、强化各类教师培训，提升师资队伍专业化水平 

31.中小学教师队伍。32.职教师资队伍。 

33.高校师资队伍建设。实施上海高校骨干教师激励计划，推进高校教师质量提升工程，启

动“东方教席”计划、师资博士后培养计划。提升高校青年教师培养专业化水平，研究建立高

校新进青年教师入职培训制度。研究高校教师评价体系改革工作，探索任期考评、业绩考评等

符合教师特点的评价与激励办法。加强对“东方学者”等人才计划的评估、绩效考核和跟踪。 

34.民办高校“强师工程”。 

九、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提升教育国际化和信息化水平 

35.教育对外开放探索。36.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37.教育信息化。 

十、坚持学生发展为本，为学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38.学生健康促进工程。39.高校招生考试。 

40.高校毕业生就业。采取措施确保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基本稳定，就业人数持续增加。启动

实施学生职业（生涯）发展教育项目建设，着力推进上海市学生职业（生涯）发展教育研究所

建设。加强就业信息化服务建设，继续着力推进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创新基地建设。加强

校企合作，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做好人才培养满意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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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学生资助。42.校园安全和后勤保障。 

十一、坚持依法行政，提升教育管理规范化水平 

43.教育立法和政策研究。44.教育督导。45.教育政风行风建设。46.教育经费规范使用和监

管。47.教育审计。48.信息公开和行政审批改革。49.语言文字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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