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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政府、市场和高校在确定人才培养
规模和结构上的角色和作用

    1.政府（联邦政府、州政府）在高校制定人才培养规模和结构上，是

否出台引导性或决策性政策，有哪些激励和限制机制；
    2.市场能否在高校制定人才培养规模和结构上起到导向性作用，高校

能否及时进行调整以适应市场的不断变化；
    3.高校在制定人才培养规模和结构上主要考虑的决定性因素；

    4.在欧美和日韩等主要发达国家，政府或重要机构、市场和高校三者

在确定高校人才培养规模和结构上各自的角色和作用。

7 国外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价指标体系
    调研OECD国家在监测评价本国教育发展水平、质量和贡献等方面的

指标体系和实现路径。

8 国外教育体系和教育结构
    研究OECD国家、金砖五国或G20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教育体系和教育

结构相关情况。

9 国外中小学校建设标准

    1.国外已经出台的国家、州级中小学校建设标准；

    2.国外中小学建设标准管理体制机制，即建设标准编制、发布、执行

等的责任单位及职责。

10 国外私立学校质量保障政策

    1.国外私立教育发展总体概况，包括各级各类私立学校的规模、比例

、类型等；
    2.国外私立学校总体办学质量状况，包括私立学校总体办学水平、办

学声誉、地位与作用等；
    3.国外私立学校办学质量评估或认证指标体系，包括私立学校办学质

量的评估或认证制度，具体的指标体系等；
    4.国外私立学校办学质量保障的政策体系，包括私立学校质量保障的

政府支持性政策和管理规范性政策等。

11
国外高校分类管理、分类评价的实
践及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启示

    调研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关于大学分类的措施及评价政策。

12 国外本科教学评价政策     调研国外本科教学的评价政策及举措。

13 国外各级各类学校体育评价政策     调研国外幼儿教育、大中小学关于体育的评价政策及评价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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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国外人才评价机制

    1.人才评价手段，包括人才分类评价、人才测评技术等；

    2.人才评价方式，包括多元评价方式构建、人才评价周期设置、人才

评价渠道等；
    3.人才评价标准，包括人才评价指标体系、代表作和标志性成果评价

实施情况等。

15
国外公立大学机构设置及用人规模
控制机制

    1.大学机构设置、用人规模及其构成等基本情况；

    2.大学内部的相关政策制度、运行机制及经验做法；

    3.所在国家（政府）制定出台的相关政策制度、运行机制及经验做

法；
    4.对完善我国公立大学机构设置及用人规模控制的建议。

16 国外高校教材建设管理

    1.国外高校（包括公立和私立大学）教材建设管理要求；

    2.国外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教材编写、审查、出版和使用情

况；
    3.重点调研日本、韩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国高校教材建设

管理情况。

17 国外中小学教材审查和选用制度

    1.收集和整理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小学教材审查和选用的各类

制度文本及执行情况，包括其标准、方式、特点、主要经验等；
    2.调研国家应包括但可不限于俄罗斯、美国、德国、英国、新加坡、

日本、韩国。

18 校外培训机构管理

    1.国外规范校外培训发展相关政策演变；

    2.国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具体措施；

    3.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析国外相关政策举措对我国规范校外培训机

构发展的启示和借鉴。

19
办好乡村小规模学校建设的经验做
法

    1.所在国家小规模学校基本现状；

    2.当地对小规模学校的布局要求、建设标准、课程设置、师资配备标

准；
    3.提升小规模学校教育质量的经验做法；

    4.对我国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建设的启示。

人事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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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发达国家职业培训证书有关情况

    1.发达国家职业培训证书体系的有关情况；

    2.参与培训的各方主体及职责；

    3.职业培训相关的法律和法规情况；

    4.社会化证书在学历教育系统学校内的实施情况以及学历证书与社会

化证书之间的关系等。

21
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
亚、加拿大、日本、韩国、新加坡
、瑞士等国继续教育的现状和趋势

    1.继续教育发展阶段；

    2.质量标准和评估体系；

    3.在线教育现状分析；

    4.综合性大学举办继续教育的特色和启示。

22
美国农民教育培训发展的重要法案
及现状

    1.美国农业教育重要法案收集和实施的历史背景；

    2.开展典型案例调研；

    3.访问农业大学、农业职业院校等相关高校，系统了解农业职业教育

和培训项目的教学模式、教学设计、课程设置、实习实训及教学素材
（包括音视频素材）等。

23
主要发达国家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
的人才培养前瞻性研究及行动

    调研主要发达国家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人才培养前瞻性研究及行

动，包括人才培养的新理念、新模式等。

24 世界一流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发展
    调研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世界一流湾区高等教育集群

发展，包括大学间合作办学、协同育人等。

25
国际著名MOOC平台发展现状及趋

势

    调研国际著名MOOC平台发展现状及趋势研究，包括MOOC资源与线

下教学结合应用情况等。

26
发达国家政府对人才培养结构的宏
观调控手段

    调研主要发达国家中央政府或州政府对人才培养结构的宏观调控手段

。

27 督导局 国外教育督导制度及对中国的启示

    1.国外不同类型国家教育督导的体制机制，包括组织机构、管理运行

机制、队伍建设、问责机制、保障机制等情况；
    2.国外不同类型国家教育督导机构制度的优缺点及与中国教育督导制

度的对比分析；
    3.对中国教育督导制度建设和完善的建议和启示。

职成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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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国家校园
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

    1.各级政府关于校园安全工作的组织机构、法律法规等；

    2.各级各类学校校园安全管理机构、管理制度、人员、经费、应急工

作机制等；
    3.涉及校园安全的社会机构（如心理辅导、保险、安全公益组织等）

及其运行机制等；
    4.校园安全突发事件处置典型经验。

29
荷兰、挪威、日本、韩国等国学生
欺凌防治情况

    1.学生欺凌防治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建设情况；

    2.学生欺凌事件发生率及年龄、学段、性别、成长环境等相关分析；

    3.各级政府学生欺凌防治工作机制建立情况；

    4.各级政府和有关社会组织采取的学生欺凌防治措施及成效。

30
有关国家对少数族裔接受高等教育
支持政策

    调研有关国家对少数族裔接受高等教育支持政策。

31
有关国家对边境地区及少数族裔推
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

    调研有关国家对边境地区及少数族裔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

政策。

32 德国职教教师队伍建设情况
    调研德国职教教师培养体系、培养模式、培养课程设置、培养质量保

障制度、资格制度、培训情况及工资待遇保障等。

33
欧美、日韩国家教师职业道德建设
概况及分析

    1.职业道德的主要问题及表现；

    2.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方面的主要做法，包括对教师职业道德如何规

范，如何保证大多数教师尊重和遵守职业道德，对违反职业道德的教师
如何处理等；
    3.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方面存在的不足；

    4.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方面可供我国借鉴的经验。

34
OECD国家中小学教师薪酬制度及

实施情况

    1.OECD国家中小学教师薪酬的基本制度，尤其是对农村和边远贫困地

区的倾斜政策；
    2.教师考核激励的主要做法；

    3.教师工资经费投入情况；

    4.教师薪酬在大的行业间的排名情况；

    5.对我国的制度借鉴。

教师司

督导局

民族司

5/11



附件1

35 学校体质健康促进机制

    1.官方出台的关于学校体质健康促进的政策法规；

    2.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学生体质健康评价的有关情况；

    3.对各级各类学校体质健康促进工作的有关情况；

    4.对学生体质健康评价的有关情况。

36 青少年足球发展培养机制
    1.国外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培养情况；

    2.国外青少年足球运动员梯队建设及培养情况。

37 青少年身体活动与健康促进
    1.国外青少年身体活动与体育活动开展的形式与实施情况；

    2.国外青少年校内、校外身体活动与体育活动开展的联动机制等。

38
澳大利亚全民体育教育、开放性活
动对教育的借鉴作用

    1.澳大利亚全民体育教育、开放性活动开展情况；

    2.墨尔本大学、迪肯大学等高校体育教育情况。

39 学校美育评价推进策略

    1.官方出台的关于学校艺术教育的政策法规；

    2.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艺术教育工作评价的有关情况；

    3.对各级各类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评价的有关情况；

    4.对学生艺术素养评价的有关情况；

    5.对艺术教师考核评价的有关情况；

    6.各类艺术教育质量监测项目的开展情况。

40
学校艺术教育场馆的建设、使用及
运行

    1.学校艺术教育场馆的建设情况，包括：政府层面对于学校艺术教育

场馆建设的要求，场馆建设经费的来源，场馆的数量、类型和规模等；
    2.学校艺术教育场馆的使用情况，包括：场馆使用对象、使用方式，

开展公共艺术普及教育的情况，学校场馆与社区文化艺术资源的互动模
式等；
    3.学校艺术教育场馆的运行情况，包括：场馆的管理模式，场馆的运

行经费来源，政府对场馆在票价、税收等方面是否有相关支持政策等。

41 爱国主义教育的形式与载体
    调研国外高校在挖掘、开发和利用爱国主义资源方面的举措，以及加

强爱国主义教育实效性的做法。

42 本科生课外管理的制度与措施     调研国外高校加强本科生管理尤其是课外管理的做法。

43 高校网络文化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调研国外高校在丰富网络内容、优化网络平台、创新网络评价等方面

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体卫艺司

思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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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国外高校课程融入主流价值观教育
的机制

    1.西方高校各类课程融入主流价值观教育的具体体现；

    2.西方高校教师进行主流价值观教育的意识和能力；

    3.西方高校学生对课程中融入主流价值观教育的认同度；

    4.西方高校管理层对课程中融入主流价值观教育的政策保障。

45 国外高校学术评价体系建设情况

    1.国外高校学术评价体系建设情况；

    2.国外高校科研评价方式、评价标准；

    3.国外高校科研诚信建设情况；

    4.国外高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有关措施。

46
国外一流大学国际科技合作开展情
况

    1.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加强高校国际科技合作

的相关政策和措施；
    2.�ã 况
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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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国际智能教育发展情况

    1.国家管理部门智能教育发展国家战略，主要包括美国、韩国、日本

在智能教育发展规划、行动计划、重大项目、主要成效方面进展；
    2.高校科研院所人工智能应用研究实践，如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

验室、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和卡内基梅隆大学机器人学院等，在
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领域的实践；
    3.各级各类学校推广智能教育的实践，如英国、日本中小学“编程教育

”、美国高校人工智能课程设置和学科体系构建，法国智慧教室教学环境

部署等；
    4.国外人工智能企业智能教育解决方案，在“教、学、研、考、管”等

各环节提供的较高成熟度产品、解决方案及实际应用情况，如微软学科
教学游戏、个性化教学内容定制、自适应评价、基于IBM平台的Watson

虚拟助教等。

52 国际学生信息素养评价与培养现状

    1.学生信息素养培养现状，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

日本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学生信息素养培养政策、行动计划、重大项目
等，同时系统了解欧美国家各阶段教育学生信息素养水平；
    2.学生信息素养评估项目，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际学业成就

评估测验项目(PISA)、国际教育成绩评价协会的计算机与信息素养国际

研究项目(ICILS)、美国肯特州立大学的信息素养能力标准评估项目

(SAILS)和信息素养实时测评工作项目(TRAILS)等评估项目的组织模式、

实施方案和实施流程、管理模式等；
    3.学生信息素养新型评价方法，包括基于情境任务测评的澳大利亚课

程、评估与报告局的中小学生信息素养全国评估项目(NAP-ICT)以及美

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iSkills项目等。

53 学生司
日本、韩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
地区高考改革最新进展情况

    1.高校招收新生的考试主要包含哪些考试科目？哪些是必考，哪些是

选考？
    2.选考科目如何计分？是否存在分数的转换？具体分数转换的办法是

什么？
    3.高校录取新生的办法是什么？如何确保公平公正？

    4.高考科目如何命题？是国家统一命题还是高校自主命题？

    5.对我国高考改革的借鉴意见。

科技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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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生培养制度体系
建设

    调研国外一流大学研究生培养制度体系，如课程建设制度、科研实践

制度、导师指导制度、分流淘汰制度、答辩申请条件、学位授予评价标쀀

准等。

55
不同国家对大学和学科进行分类评
价的原则࠰䀁ᭀ宠쭀㈰钀

    1.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高等教育学科分类的原则ذ塚

据和方法；

    2.各国大学分类的原则ذ並蛀湀宠婐ሠ

    3.各国基于大学和学科分类进行综合评价、资源配置和绩效管鎌ꠃ

用的原则ذ돰章宠婐湀䀁ᭀ宠쭀ـ

56 世界一流大学绩效评价与管錀

    1.世界一流大学人才培养成效的评价方法、制度和实施；

    2.学术科研评价和管錑┅朇�腐茌갌ꀁ∀

    3.社会参与和服务的评价和管錁∀

    4.世界一流大学的绩效管鎆㼇긑┅朇�腖갌ꀀ搀

57
“쀀一带一路쀀”쀀国家语言使用现状以傃쀀

中文学习和服务需求

    1.2000年以壿的语言政策和规划；

    2.语言使用基本情况，包括行政部门、公共服务、教育和商业领域的

使用情况，官方语言普傃情况和其他语言使用情况；

    3.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文教学和中文使用现状，包括地域分布、行

业结构和人口结构等；

    4.对非本国官方语言使用态度，尤其是对中文的学习态度；

    5.中文学习和服务的市场现实需求偣潜在需求囤发展趋势դ

58 挪洲国家语言教育政策

    1.各国语言文字主管㹠ꊠ癰盰朠偑̀翑产䁠ᜐ࠰槰爰ሠ

    2.相关职能部门�公共服务行业领域语言政策落实情况，如移民局、

交通部等业务工作中与语言文字相关的政策法规；

    3.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机构对语言文字教育政策的落实情况，语言文

字专业和语言教材设置情况，语言教师队伍建设密况和学生语言能力水
平դ

59 语信司
国外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工作密쀀
况

    1.开展语言规范化标准化工作唅机构；

    2.规范本国语言文字的方法举措；

    3.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工作唅组织和管錅먌됁∀

    4.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

    5.重要相关文献傃专题蓠䓠歀ꠠ鰰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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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美国、德国、日本教育国际化发展
及其借鉴意义

    1.三国及部分知名院校的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评价指标体系；

    2.国际学生培养规划及发展情况，包括国际学生数量、学历结构、学

科结构等；
    3.境外办学情况，包括不同教育阶段境外办学规模和所提供的教育类

型等；
    4.吸收借鉴其他国家先进教育理念和教学实践的有关情况。

61
新形势下如何在中日人文交流框架
下推进中日教育交流与合作

    1.中日教育交流与合作现状，包括成绩与存在问题；

    2.日本政府、教育机构及民众对中日教育交流与合作的主要关心问题

及期待；
    3.未来3—5年，如何在新形势下发挥教育交流与合作在促进中日人文

交流方面的独特作用；
    4.如何利用中日人文交流推动中日教育交流与合作，为推进落实《教

育现代化2035》做出贡献。

62
外国企业在所在国单独举办高等教
育的情况

    调研外国企业在所在国单独举办高等教育（含高等职业教育）的情

况，包括法律框架、政策保障、案例分析、对我启示及建议等。

63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创新

创业教育

    1.创新创业教育历史沿革，包括对创新创业教育的认知和定位，创新

创业教育的历史发展与经验教训等；
    2.创新创业教育前沿动态，包括创新创业教育国家级政策改革与发

展，创新创业教育省级项目创新实践，多边和国际组织关于创新创业教
育的最新研究成果等；
    3.建议启示。

64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教育共同体研

究

    通过调研“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有关情况，特别是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

情况，探索提出构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教育共同体的可行性方案。

65 “一带一路”国家教育政策制度研究     调研“一带一路”国家的职业教育政策、制度、成效等。

66
主要发达国家教育对外开放政策研
究

    调研主要发达国家教育对外开放政策、实施情况及对我启示。

67 教育服务贸易国别政策研究     调研所在国家开展教育服务贸易的政策、制度、成效及对我启示。

国际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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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世界主要国家培养输送国际组织人
才的做法

    1.对象国教育行政机关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推送中所发挥的职能和作

用；
    2.对象国高校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中所起到的作用；

    3.非英语国家“多语种+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以及向国际组织输送此

类人才的渠道；
    4.对象国的国际组织人才推送渠道；

    5.对象国（尤其是非英语国家）如何有机结合高校国际化建设和国际

组织人才培养推送工作。

69 各国国际学生勤工助学政策
    1.各国（以欧美等国际教育发达国家为主）国际学生勤工助学政策；

    2.对我制定国际学生勤工助学管理规定的工作建议。

70 中外教师资历互认问题     为如何比照我国教师资格体系进行外籍教师资质认定提供决策参考。

71 主要国家人文交流国别政策

    1.对象国对外人文交流政策概述；

    2.对象国对外人文交流经验与启示；

    3.我与对象国开展人文交流合作的政策建议。

国际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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