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和前进动力 

 

新华网北京3月14日电（记者 商亮）教育是最大的民生，教育引领未来。新

时代如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中小学生减负如何落到实处？如何让教师成为

备受尊重的职业？校园体育如何发展？两会期间，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

做客新华网和中国政府网《部长之声》，回应网民关切。 

整顿规范教育秩序 减轻学生课外负担 

“短于培训、长于广告、长于宣传，用升学率，用所谓包装的成绩在家长中

造成焦虑，这是绝不允许的。”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

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陈宝生回应，

这次治理是要整顿规范教育秩序，减轻中小学生的课外负担。他解释道，孩子要

成长、要成才，不付出努力是不可能的。这里所说的“负担”不是指学生成长所

应承担的学业课业、应完成的学习任务和应付出的努力，而特指应试教育所带来

的超过了教学纲要的负担。 

他还表示，规范秩序不是要关闭校外培训市场，而是整顿违规的、增加负担

的、扰乱培训市场的部分。要从法规层面上查资质；从硬件场地上查安全；教学

层面上查大纲；管理层面查教师行为；在落实上查责任。通过这个系统工程达到

整顿规范教育秩序减轻学生课外负担的目的。 

打通体育顶层设计 特色学校形成布局 

体育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事关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是他们全面

发展的根基。对此，陈宝生认为，要紧紧抓住国家振兴足球从娃娃抓起以及奥运

周期的契机，加快特色学校布局，培养一批体育人才。“我国冰雪运动这些年发

展很快，北京冬奥会会带来一个历史性转折，教育应当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

陈宝生告诉记者，搞好冰雪体育运动教学要从顶层设计，组织形式和竞赛渠道等

三个层面加以展开。陈宝生介绍，期待在2020年在有降雪条件和技术条件的地区

逐步建立2000所左右冰雪运动的特色学校，并建立奥林匹克运动示范学校。陈宝

生介绍，通过建设冰雪运动特色学校和奥林匹克运动示范学校，为教练员、裁判



员的培养，以及普及性的师资队伍的培养提供载体、渠道,也开辟培养高水平冰

雪项目竞技人才新通道，为提高中国冰雪运动水平奠定扎实的人才基础。 

在谈到校园足球的问题时，陈宝生表示，三年来，我们国家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规模，发展态势已经形成，参加培训、参加竞赛、关心

校园足球的人越来越多。陈宝生认为，可以通过多层次、多形式布局，多渠道竞

赛来促进校园足球发展。 

成才乃自尊师始 铁律当以师德先 

“教育是引领未来的工作，引领未来的行业。”陈宝生在谈到教师队伍建设

时表示，对广大老师要“高看一眼、厚爱一分，自始至终给予他们崇高的地位。

尊重老师就是朝着美好的未来发展的第一步。” 

截至2016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1578万。陈宝生表示，未来的

教师决定未来教育状况，解决增量问题尤为重要，下一步要解决好制约师范教育

发展的几个问题。首先要把师范教育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基础工程的战略位置

上来思考；二是把各级各类专业的师范院校办好；三是有条件的综合性大学，可

以发挥优势培养新型教师人才；四是进一步拓宽和畅通教师供给渠道。五是要改

善优化教育环境，一定要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一定要认识到，教育质

量是尊敬出来的，不是谁抓出来的，就是说，成才自尊师始。” 

陈宝生将师德称为教师铁律，他说，“立德树人第一招就是师德建设，要把

老师培养好，我们不能期望一个师德不健康的人能够教育出好学生，能够教育出

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能够教育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一代新人。” 

围绕公平质量推进工作 解决教育面临热点难点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教育新征程。“新时代的教育就是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

教育强国，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实践。”陈宝生说。 

陈宝生介绍，教育部正在研究制定《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在2035年之前，

提前实现教育现代化已胜利在握。同时，教育强国的指标体系正在研究制定中，

目标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陈宝生表示，现阶段主要围绕公平和质量两大主题推进教育工作，重点抓城

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和双一流建设，同时解决人民群众关注的教育面临的热点难点

问题，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教育系统的工作者们要围绕解决人民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教育关切努力奋斗。百姓的期盼就是新时代教育发

展的目标，我们努力的方向。” 

回应社会十大期盼 办好新时代教育 

“新时代的教育要立足大地，这样你才能头顶蓝天。”陈宝生细数了当下人

民群众对教育事业多种多样的期盼，第一个期盼，年轻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

够就近上一个又好、又便宜、又安全的幼儿园。第二个期盼，小学生、初中生希

望不要择校，不要出现“大班额”，能够公平地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第三个期盼，

高中阶段的学生，希望自己能够接受高质量的教育为走入社会或者走进高校打下

基础。第四个期盼，大学生期盼能够在大学期间完成高中到大学的学习方式、思

维方式、生活方式的转换，希望自己前途有望。第五个期盼，有的大学生希望能

顺利考研，沿着学术的路子前进。第六个期盼，随迁子女希望能够在迁入地和当

地的孩子们一样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当地能够参加高考。第七个期盼，

留守儿童希望能够得到关爱，有的希望能够吃上好的营养餐，有的希望老师能像

父母亲那样关心他，有的希望能上好一点的寄宿制学校。第八个期盼，少数民族

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希望从有学上到能上好学。第九个期盼，家长们都期盼校

园欺凌少一点，校园周边的环境安全一点。第十个期盼，全社会都期盼好老师，

都期盼好老师能给自己的孩子上课，好学校自己的孩子能去上。 

陈宝生坦言，“这就叫做新时代的教育，老百姓的十大期盼，怎么落实？怎

么响应？怎么办？这些期盼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些目标是一个渐进的

历史过程，我们得逐步推进，我们的人民群众非常好，你只要围绕这些问题工作

了，不断前进了，他就会给你点赞。” 

陈宝生表示，教育让人民完全满意，路还很长，因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是没有止境的。“人民满意的教育既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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