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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论 

 

开展教育科学研究要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引 
 

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副院长  徐冰鸥 
 

    核心阅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教育工作作出了重大部署，提出了“建设高质

量教育体系”的明确要求。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必须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引，

充分发挥教育科学研究在教育改革发展中的支撑、驱动和引领作用，准确把握教育科学研究方向，

全面强化教育科学研究创新能力，积极改善教育科学研究风貌，不断提升教育科学研究水平，努

力服务山西经济社会发展。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教育工作作出了重大部署，提出了“建设高质

量教育体系”的明确要求。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必须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引，

充分发挥教育科学研究在教育改革发展中的支撑、驱动和引领作用，准确把握教育科学研究方向，

全面强化教育科学研究创新能力，积极改善教育科学研究风貌，不断提升教育科学研究水平，努

力服务山西经济社会发展。 

    准确把握教育科学研究方向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要同我

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

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既是我国教育

发展的指导方针，也为教育科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在教育领域的生动体现。着眼社会主

义教育的本质要求，教育科学研究也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 

    教育科学研究必须扎根中国大地。扎根中国大地开展教育科学研究，不仅是国家教育发展的

现实需要，也是实现求真务实理想的前提。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 2035 年建成文化强

国的远景目标，并强调在“十四五”时期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我们要扎根中国大地做研

究，总结提炼中国经验，解决中国问题，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教

育科学研究只有扎根中国大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思想体系和理论架构，才能在解决好

中国教育问题的基础上为人类教育文化的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教育科学研究必须以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重要使命。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基础工程。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具体而

言，应当把自己的工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结合起来，在研究的内容上要契合现实需求，在

研究的价值观上要服从国家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利益。 

    全面改善教育科学研究风貌 

    改变教育科学研究的方式和作风。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要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

引，深入教育一线，自觉关注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教育难点。只有走出书斋、走向田野，教育科

学研究工作者才能够发现问题、开展研究、做出成果。教育科学既要坚持理论研究，又要注重实

践研究；既要解决战略性、前瞻性问题，也要解决现实性、紧迫性问题。实践证明，大量现实的

教育问题需要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真诚面对，呼唤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走出学科学术有限的研究

范围，直面活生生的社会实践与火热生活，把论文书写在祖国大地上，从根本上改善教育科学研

究的方式和作风。 

    追求教育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继续坚持实施更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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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的大环境中，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应积极学习国外先进

的教育思想和理念、理论、方法，并予以批判性地吸收和转化。同时，更应立足本土，从实践出

发，吸取中国优秀的传统教育资源营养，打造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这就需

要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具有发展的眼光和创新意识，从教育中发现问题、找寻课题，并在此基础

上展开研究。 

    加强对教育实践的思考和研究。一是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应不断提升研究的敏感性，特别是

要聚焦人民群众关心、政府重视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有序展开针对性的对策研究，为教育行政

部门提供理论依据、实践对策和可行性建议。各级党委政府每年对教育工作都有具体的安排部署，

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要准确理解和提炼重大问题，进而深入调查研究，提供具有科学性、针对性、

实用性的教育决策依据。二是对教育改革发展和学校教育教学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典型经验，应及

时跟进并发掘其价值、升华其意义、发挥其作用。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还应发挥自身专业特长，

积极促进教育理论的专业支持和教研成果的实践转化，为地方基础教育学科教研工作和高校专业

教学质量提供支撑。 

    努力服务山西经济社会发展 

    教育科学研究部门和教育理论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省

委“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聚焦“111”“1331”“136”三大创新工程，进一步发挥

教育科学研究创新教育教学理念、服务地方教育决策、指导当地教育实践的重要功能，推动我省

尽快建成中部人才高地。 

    在宏观教育管理方面，要积极向地方党委、政府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建言献策，推进我省教

育决策专业化、科学化、民主化、精细化；在基础教育教学领域，要关注教育公平和教育城乡一

体化，进一步探索和找准深化素质教育改革的着力点与突破口，在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全面提高

教育质量上展开理论探索和学术研讨；在职业教育领域，要把握省情，探讨和落实如何培养适应

本省需要的应用型人才、怎样创建满足山西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对口专业；在高等教育领域，要

思考和探索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有效途径，真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同时要研究高等教育

内涵式发展，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高科技创新成果对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在数字

化教育方面，要加强在线学习的理论探讨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创建跨区域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学

习型省域。 

    “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我省进入转型出雏型的关键时期。教育科学研究工

作者应研究和把握山西教育发展的区域性、发展性特征，深入总结全省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经验，

结合全省教育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分析当前我省教育科学研究面临的实际情况，不断探索符合

我省现阶段教育发展的规律，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教育思想体系，为“十四五”转型出雏型开

好局、起好步提供智力支持、人才输送和文化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