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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明确职教改革11项重点任务

到2025年建成300所左右全国性信息化标杆学校
  教育部日前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建设改革重点任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
确了职教改革11项重点任务，包括建设一批市域产教联
合体、一批跨区域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成300个左
右全国性实践中心，建设1000个左右区域性资源库。
  《通知》提出，推动市域产教联合体实体化运作，
建设一批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广泛开展中国特色学徒制
培养，引导联合体内企业广泛接收职业院校学生开展实
习实训，支持学校服务企业技术创新、工艺改进、产品
升级，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紧密结
合。并强调，要防止一哄而上、盲目建设。
  同时，各地要支持龙头企业和高水平高等学校、职
业学校牵头，联合行业组织、学校、科研机构、上下游
企业等共同参与，组建一批产教深度融合、服务高效对
接、支撑行业发展的跨区域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据悉，教育部将在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
备、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新材料、兵器工业5个领域
进行首批布局，并有计划地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
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高端仪器、能源电子、节能与新
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
疗器械等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指导建设一批全国性跨
区域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各地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对标产

业发展前沿，建设一批集实践教学、社会培训、真实生
产和技术服务功能为一体的学校实践中心、企业实践中
心和公共实践中心。到2025年，建成300个左右全国性
实践中心，带动各地建设一批省级和市级实践中心。
  《通知》还提出，加快构建校省国家三级中职高职
本科全覆盖的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共建共享体系。
资源库要围绕某个专业开展建设，涵盖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课程教学资源、知识图谱、必备技能以及对应的职
业岗位标准，覆盖全部专业核心课程。
  对此，教育部将在专业基础好、资源质量好、使用
效果好、行业企业需求迫切、示范引领作用明显的区域
性资源库的基础上，继续有组织建设一批全国性资源
库。到2025年，建成一批全国性资源库，带动地方建设
1000个左右区域性资源库，基本实现职业教育专业全
覆盖。
  另外，各校要建设校本大数据中心，建设一体化智
能化教学、管理与服务平台。到2025年，建成300所左
右全国性信息化标杆学校，带动建设1000所左右区域性
信息化标杆学校，推动信息技术与职业院校办学深度
融合。
  《通知》还提到，各校要瞄准专业实训教学中“高
投入高难度高风险、难实施难观摩难再现”等现实问
题，建设职业教育虚拟仿真实训基地，有效运用虚拟现

实、数字孪生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服务专业实训和社会
培训等。到2025年建成200个左右全国示范性虚仿基
地，带动各地1000个左右区域示范性虚仿基地建设。
  在推进本地区职业教育一流核心课程建设和实施方
面，《通知》提出，到2025年，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需要，以专业核心课程改革为切入点，面向行业重点
领域，建成1000门左右课程内容符合岗位工作实际并充
分纳入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
  此外，《通知》提出的目标还包括：支持各地在
“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范围内建设2000种
左右全国性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优质教材；支持各地
组织校企共同开发200个全国性典型生产实践项目；
建设和推出由我国职业学校牵头开发，业内领先、
基础良好、产教融合特征显著、具有较高国际影响
力和认可度的30个左右职业教育标准，100个左右优
质教学资源，20个左右专业仪器设备装备；到2025
年，分三批支持300所左右的中国特色、具有较高国际
化水平的职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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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中国消费者协会7月21日发布提示
称，假期是孩子休息调整、自主发展的重要阶段；
是家长与孩子亲密接触、共同成长的最佳时机。孩
子的成长过程仅有学校教育和课本知识远远不够，
需要实践和锻炼的东西太多，需要认识和接触自
然、探索和认知自我。教育部和中国消费者协会提
醒广大学生家长：不盲目安排学生参加培训，让孩
子们拥有健康安全、充实快乐的暑假。
  合理安排假期生活 假期是孩子们翘首期盼的
欢乐时光。希望您能够尊重孩子成长的科学规
律，结合学校暑假安排，与孩子共同商量制定一
份科学合理的暑假计划，多些亲子陪伴，多些体
育锻炼，多些劳动体验和社会实践，不要盲目跟
风报班培训，让孩子在亲近自然和实践锻炼中度过
暑假。
  警惕培训安全风险 凡暑期开展学科类培训的
机构，均属违规培训，其中绝大多数为“黑班级、
黑机构”，既无质量保证，更无安全保证，请家长
从孩子安全出发，主动远离。对于满足孩子兴趣特
长的非学科类培训，既要合理安排培训时间，还要
谨慎选择合规机构，特别要提醒家长高度关注诸如
儿童舞蹈“下腰”动作等可能导致的受伤甚至瘫痪
风险。
  防范资金安全风险 家长缴纳培训费用，务必
通过教育部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
台“校外培训家长端”APP完成；务必签订《中
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索取正
规发票，以备维权之需；务必控制额度，一次性
缴费不要超过3个月或60课时，且不要超过5000
元，切勿受“充值赠送”等方式诱惑，缴纳高额
培训费。
  主动参与监督举报 如发现违规培训问题线
索，家长可通过国务院“互联网+督查”、教育部
官网、“中国教育督导”微信公众号及各地开通的
投诉举报渠道监督举报；如涉及违规收退费等经济
纠纷问题，还可通过全国12315平台进行投诉举
报，也可向当地消协组织投诉反映，共同推动形成
群防群治的良好局面，共同维护学生及家长的合法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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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消协发布提示

合理安排假期生活

警惕培训安全风险

　　近期，多个驻外使领馆发布安全提醒，希望
留学人员在防范电信诈骗、提高安全意识的同
时，注重身心健康。对此，留学领域的专家和留
学生分享如何平安留学、健康留学。
　　“随着国际航线的持续恢复，越来越多的留
学生前往留学地开始独立生活，但目前面临诸多
不稳定因素，留学安全的警钟也再次敲响。”国
际安全教育专家王学军表示，家长和学生在关注
择校问题的同时，也需要重视“走出去后如何保
证自身安全”。
　　近日，两名在加拿大渥太华的中国留学生乘
坐公共交通时，无故遭当地一名男子袭击，受到
严重惊吓。王学军分析称，如果遇到仇恨犯罪或
者产生威胁生命、财产等行为，首要采取的措施
是远离和避险，甚至暂时妥协，再找适当的时机
及时报警。学生一定要有自我保护意识，牢记所
在国报警电话，切勿轻易向袭击者反击。
　　“涉财犯罪、种族歧视、暴力犯罪、出行、
社交、性骚扰、自然灾害、文化宗教差异等都可
能成为潜在风险，提高自身安全素养，培养安全
习惯尤为迫切。”王学军支招，谨记四要素：安
全的时间、地点，辨别安全的人物和事件。比
如，不要独自在夜晚出行，不走偏僻之路和监控
盲区，不露富，慎重交友，注意保护个人隐私信
息，必要时舍财保命。“在出国前，建议加强安
全教育，主动提升安全素养；出国后，在遵守所
在国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留学生可以多关注治安
问题和案例，有助于识别不法分子的共性和犯罪
心理，在生活中不断研判、刻意练习，提升远离
风险、智慧避险、紧急脱险的安全能力。”
他说。
　　留学生异乡求学，适应环境是第一步。中国
留学生刘妍妮就读于美国华盛顿大学，在国外生
活近6年。她称，刚到美国时语言不熟练，面对

租房，缴纳水电费、保险等复杂繁琐的事情时，
一定要学会有耐心，也要敢于向相关工作人员和
朋友多询问、多请教。
　　“面对学业与适应环境的双重压力，劳逸结
合，保持良好心态是良方。”刘妍妮表示，留学
生活是培养自律和独立的过程，遇到困难，再克
服困难，享受自身的成长带给她很多成就感。同
时，也可以多和父母家人沟通，分享自己的生活
点滴。
　　谈及如何快速融入留学所在国，在马来西亚
马来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黄茗深有感触。“在
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我会去户外徒步放松，也会
去当地菜市场感受传统‘烟火气’，我很愿意走
出舒适圈，和那些商户小贩们交谈，他们的热情
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正向反馈”。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极具迷惑性和欺骗
性，让很多中国留学生难以防范。黄茗告诉记
者，身边的朋友就曾遭遇过社交媒体账号被盗，
不法分子利用信息差和时差，向熟人借款实施诈
骗。“防微杜渐，在提高自身防范意识的同时，
我也会提醒国内的家人、朋友，如果收到借钱、
汇款等信息，一定要打电话、通过视频和我本人
确认。”她说。
　　王学军表示，留学生一定要牢记，国内公检
法机关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更不会通过电
话和网络来办理具体案件。诈骗手法万变不离其
宗，无论理由是什
么，都要做到不转
账、不汇款，必要
时向官方求证。
  据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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