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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9日

下午就建设教育强国进行第五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

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

则国家强。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战略先导，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

撑，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是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要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主动超前

布局、有力应对变局、奋力开拓新局，加快推进教育现代

化，以教育之力厚植人民幸福之本，以教育之强夯实国

家富强之基，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

撑。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邱勇就这个问

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

取了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

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

党之大计，作出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

决策，推动新时代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

变化。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现

代化发展总体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据测算，我

国目前的教育强国指数居全球第23位，比2012年上升26

位，是进步最快的国家。这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教育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设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教育强国，必须以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

为根本保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为根本目标，以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重要使命，

以教育理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治理现代化为基本

路径，以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功能，最终是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习近平指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课题。我

们建设教育强国的目的，就是培养一代又一代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一代又一

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

之才，确保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后继有

人。要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

人，着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坚

定的理想信念，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矢志奉献国家和人

民。坚持改革创新，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

建设，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提高网络育人能

力，扎实做好互联网时代的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

态工作。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各级各类教

育的生命线，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教育强国，

基点在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搞得越扎实，教育强国步伐就

越稳、后劲就越足。要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

展，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基础教育

既要夯实学生的知识基础，也要激发学生崇尚科学、探索

未知的兴趣，培养其探索性、创新性思维品质。要在全社

会树立科学的人才观、成才观、教育观，加快扭转教育功

利化倾向，形成健康的教育环境和生态。建设教育强国，

龙头是高等教育。要把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

学和优势学科作为重中之重，大力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

科、交叉学科建设，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推进科研创新，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质

量。要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促

进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不断提高国民受教育

程度，全面提升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习近平指出，要把服务高质量发展作为建设教育强

国的重要任务。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

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一体

统筹推进，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进一步加强

科学教育、工程教育，加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为解

决我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人才支撑。系统分析我国

各方面人才发展趋势及缺口状况，根据科学技术发展态

势，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动态调整优化高等教育学科

设置，有的放矢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提升

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统筹职业教育、高

等教育、继续教育，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

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

匠。

习近平强调，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是一个系统性

跃升和质变，必须以改革创新为动力。要坚持系统观念，

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

坚决破除一切制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思想观念束缚和体

制机制弊端，全面提高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水平。把促进教育公平融入到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

各方面各环节，缩小教育的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

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更好满

足群众对“上好学”的需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构

建多元主体参与、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世界水平的教育评

价体系。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

价值导向，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教

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

优势的重要突破口。进一步推进数字教育，为个性化学

习、终身学习、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和教育现代化提

供有效支撑。

习近平指出，要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统筹做

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篇大文章，有效利用世界一流

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使我国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

界重要教育中心。要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大力推进

“留学中国”品牌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经验、发

出中国声音，增强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习近平强调，强教必先强师。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健全中国特

色教师教育体系，大力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

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弘扬

尊师重教社会风尚，提高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

地位，使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之一，支持和吸引

优秀人才热心从教、精心从教、长期从教、终身从教。加强

师德师风建设，引导广大教师坚定理想信念、陶冶道德情

操、涵养扎实学识、勤修仁爱之心，树立“躬耕教坛、强国

有我”的志向和抱负，坚守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

习近平最后强调，建设教育强国是全党全社会的共

同任务。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断

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

育领导体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

展，在组织领导、发展规划、资源保障、经费投入上加大

力度。学校、家庭、社会要紧密合作、同向发力，积极投

身教育强国实践，共同办好教育强国事业。全党全国人

民要坚定信心、久久为功，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

共同努力。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本报记者 李雪颖

“居安思危”是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李隼

常常说的话。这一次，以包揽五项冠军的成绩

结束2023德班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征程，李隼

在肯定队伍成绩的同时，也再一次感受到了

世乒赛竞争的残酷。在他看来，“全队还是要

保持高位竞争的态势，提升整个队伍的实力。

对于每个人来说，最根本的是如何在残酷的

比赛中战胜自己，战胜自己心理上最薄弱的

环节，力争在巴黎奥运会上绽放。”

“这次世乒赛是新的教练组成立以来第一

次重大比赛，也是巴黎奥运会的一次‘中考’，

起到了很好的练兵作用。通过这次比赛，全队

教练员和运动员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且在磨

合中越来越成熟。”李隼说，“不论世界排名还

是比赛成绩，靠前的都是中国队，只要中国队

在不断的队内竞争中把握住现在这种态势，还

是很有信心完成好奥运会的任务。”

此次男队5名单打参赛选手全部守住了

自己的阵线，没有输外战，也包揽了四强席

位，男队主教练王皓肯定了5位选手的表现。

“5名运动员都发挥得非常好。梁靖崑赢了欧

洲的冠军约奇克以及张本智和，虽然他半决

赛输给了樊振东，但第三名的成绩也不亚于

冠军。马龙在这个年龄发挥出这样的水平，整

个状态非常好，希望能一直保持下去。林高远

世乒赛前在泰国拿了一站冠军，能看到他对

于比赛和胜利的渴望，他的韧劲和阅读比赛

能力等各方面都有了更大的进步。王楚钦身

兼三项，都保持了非常好的竞技状态，进步很

大，他非常年轻，还有更大的进步空间。樊振

东值得肯定，心理稳定性和抗压能力更好，整

个人更成熟、更稳定，起到了新领军人物的作

用，奠定了他在球队中绝对主力的位置。”

国乒女队遇到了一定的挑战，日本选手

早田希娜战胜王艺迪闯入四强，韩国组合田

志希/申裕斌挑落上届女双冠军孙颖莎/王曼

昱。女队主教练马琳点评说：“这次比赛更好

地检验了队员的综合能力，不管是心理上、技

术上，还是对大赛的把控上，相信运动员都很

清楚在这一年中自己还需要提升的能力，有

的是需要技术上再精雕细刻，有的是需要在

心理上突破自己。”

本报记者 邓红杰

重庆九龙坡区谢家湾学校

的学生们长得壮、长得高，8年

级男生平均身高达到171厘米，

超过重庆9年级男生平均身高5

厘米，中学男生肥胖率低于区

域平均水平11.81%……谢家湾

学校在体育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中，摸索出一条新路，不仅让学

生们乐在其中，更是受益匪浅。

“学校在体育课程建设中，

为学生从一年级至六年级的

1200多节体育课进行系统性设

计，将零散的、拼装式的、随意

性强的学习内容系统地体现出

来，每节课内容都不一样，按照

每个阶段时间节点融入进去。”

谢家湾学校体育学科组主任丁

伟健介绍说，“学校还设置了

“5+1”体育课，即每个班级每

周5节体育课，1节班级特色体

育活动，每节体育课60分钟，每

周课时量达到360分钟。”与此

同时，他们早在2019年就编写

了全国第一套《小梅花体育丛

书》和《小学体育教学建议》，提

升每一节常态课的质量。

此前学校引进棒球、击剑

项目之初，是以社团形式开展

教学活动，50余名学生参与学

习。学校体育教师充分利用这

一资源，迅速学习研究，将棒

球、击剑项目编写进《小梅花体

育丛书》，成为体育课固定内

容，受众面很快就从社团学生

扩展到全校。“对于孩子们喜欢的项目，我们会将每节课的具体

内容编写进丛书中，并循序渐进地融入到课堂中。”丁伟健表示，

“这样系统性地开展体育课，保证每节课都有新鲜的内容，能更

好地激发学生求知欲，让他们充分体会运动的魅力。学生们常

常感觉体育课时间过得太快，还没玩够就下课了。”

谢家湾学校的体育课，不仅让学生们爱上体育运动，也希望他

们从体育运动中明白更多人生道理。“我们就是要让孩子们自己体

会如何面对困难，在比赛和训练中，有人赢就会有人输，要让他们

敢于面对失败，并且能在失败中成长，愈挫愈勇。”丁伟健说。

对此，一年级下学期就开始学习击剑的李沐阳深有感触：

“日常上课和训练，老师一直教导和鼓励我们面对困难，我也学

会了不同情况的应对方法。有一次在成都参加击剑比赛，我在

半决赛5比9落后，想到老师平时对我的教导，于是咬紧牙关、稳

定了情绪，一步步将比分追到9比9。最后，我利用下蹲躲过对手

一剑并反击得手，赢得了比赛的胜利。”如今已经是高年级学生

的他，逐渐学会了怎样去面对失败和逆境。热爱棒球的8年级学

生郭俊成，也曾经历过一段“暗黑时期”，“有一段时间我发觉自

己比高一届的同学差得太远，感觉自己很差劲，时常垂头丧气。

老师告诉我，路要一步一步走，不必心急，要相信自己，这也让我

慢慢调整了心态，及时振作起来。”

目前，谢家湾学校配备了50余位专业体育教师，每周要开展

身体素质训练，学科教学研讨，保障学校体育课高质量进行。学

校在保证每天一节体育课的同时，开设多达70余个体育类社团

活动，挖掘并满足学生对体育项目的兴趣。体教融合、课时充足、

内容系统，还非常注重对学生个性化关注、因材施教，使学生们

变得自信开朗，真正显现出身心健康是第一位的效应。

对学校体育教育的成功探索与实践，也让谢家湾学校结出硕

果：学生身体健康、自信阳光、乐观向上，全校几千孩子没有一个患

抑郁症。谢家湾学校不仅得到国家级网球、足球、篮球特色学校的

认定，棒球、击剑等项目也多次获得国家级、市级比赛团体冠军。学

校还以突出的教学成就荣获中国教育领域唯一一个中国质量奖。

本报厦门5月29日电 记者丰佳佳报道：2023中国国际体

育用品博览会今日在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落下帷幕。15万平

方米展览面积、1565家参展企业、观展人数超过10万人次……在

三十年、四十届的历史窗口期，中国体博会以一组亮眼的数据向

业界交出了答卷。

2023中国体博会“制造”和“服务”双重航线两手抓，通过“一体

化解决方案”的集成展现形式，复刻“全民健身”的各个应用场景，

延展“体产融合”的合作途径。通过创新升级展区规划和一系列聚

焦行业发展重点议题的论坛、会议、资源推介会、技术研讨会，中国

体博会为行业发展打造了一个联动产业上、中、下游，并集结业内

买家、品牌企业的综合型体育盛会，使“体育+”的效应最大化。

展商们用品类丰富的健身步道、骑行道、全民健身中心、室

外路径管理系统、社区多功能运动场以及借助物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等科技的智慧化体育公园及其配套服务方案，帮助人们

为“去哪儿健身”找答案；用搭载了人体静动态三维分析捕捉技

术的智能跑步机、一键变阻的全能健身拉力踏板、场景化智能骑

行台、占地仅0.7平方米的椭圆仪和重量只有22公斤的平板力量

站，告诉大家“怎样健身”；用装配式泳池、环保节能气膜馆、智慧

化场馆运营管理方案、智能照明管理系统和多彩的人造草坪、科

技赋能的运动地板，为人们构建新的健身空间。

新增政府展区并开展一系列体育资源推介会、对接会，是本届

中国体博会的焦点话题之一。本届展会，北京、河北、宁夏、贵州、珠

海、成都等地的体育系统、地方产业集团等20多家单位参展，政府

展团带来的制造集群招商引资、体育场馆赛后运营、体育旅游开发

等项目和相关优惠政策、扶持措施吸引了参展企业的热切关注。企

业拓展市场有了新机遇，政府推进体育产业发展有了着力点，依托

政府展区的设立，中国体博会的政企联动机制更有凝聚力。

据悉，第四十一届中国体博会将于明年5月23日至26日在成

都举行。

本报讯 5月28日，2023年皮划艇静水世界杯

第二站在波兰波兹南结束。中国队收获3金4银2铜。

中国队所获的3枚金牌都来自女子划艇项目。

奥运冠军徐诗晓/孙梦雅在女子双人划艇500米的

决赛中一骑绝尘，以2分03秒22的成绩，大幅领先

对手夺冠。自2019年世锦赛夺冠以来，徐诗晓/孙

梦雅只要参赛，就从未让女子双划500米的金牌旁

落。进入到巴黎奥运周期，她们依旧保持了极强的

统治力，也进一步提升了她们巴黎夺金的信心。

林文君/帅常文、徐诗晓/孙梦雅分别获得了

女子双划200米的金牌和铜牌，万崟、李丽包揽了

女子单划5000米的比赛冠亚军，林文君、帅常文分

别拿到了女子单划200米的亚军、季军。而在世界

杯首站中获得女子四人皮艇500米冠军的李冬崟/

殷梦蝶/王楠/孙悦雯组合，本次比赛拿到了宝贵

的银牌。连续在强手如林的世界杯上站上领奖台，

说明她们已经具备了在该项目上冲击奥运奖牌乃

至金牌的能力。中国女子划艇在本届世界杯展现

出了在这个项目上的实力和厚度。

男子划艇组，于岳斌/于陈伟获得双人1000米

的亚军，季博文和刘浩分获单人1000米的第5、第6

名，又搭档位列双人500米的第6名。（陈思彤）

皮划艇世界杯中国队获3金4银2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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