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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教育主要内容表述关键词 

时间 教育关键词 

2019年 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 

2018年 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2017年 办好公平优质教育 

2016年 发展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教育 

2015年 促进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 

2014年 促进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公平发展 

2013年 继续推进教育优先发展 

2012年 坚持优先发展教育 

2011年 坚持优先发展教育 

2010年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2019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 
加快改善乡村学校办学条件， 
抓紧解决城镇学校“大班额” 
问题，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 
子女教育，发展“互联网+教育”， 
促进优质资源共享。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工作要点》（共10个要点） 

第3个要点：持续推进县域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 

目标任务：推动2022年全国所有县级单位实现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目标；督促各地 
以提升质量为中心，实现更高水平的优质均衡。 

工作措施：采用“基本均衡”和“优质均衡”两手抓策略，稳步推进，稳扎稳打。一手抓未实现 
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地区的攻坚工作，发布2018年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报告。做好 
2019年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督导评估认定工作。开展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监测复查。 
一手抓优质均衡的启动及推进工作，召开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启动会。做好2019年全国 
义务教育发展优质均衡县督导评估认定工作。督促各地做好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 
规划。 



一、《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出台的背景 
 
（一）国家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推进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面临新要求。 
 
1.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一章总则第6
条：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2.战略性任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第四章第9条提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3.现实需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
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16-2020）》第七部分第3条明确指出：
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一、《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出台的背景 
 
（二）围绕“促进公平、提高质量”两大战略主题，国务院分
别印发两个《意见》，提出目标任务和明确要求。 
 
1.2012年：《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提出
对实现基本均衡县进行评估认定，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2.2016年：《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
展的若干意见》，以乡村教育为重点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提出
工作目标（到2020年基本实现县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及10
条主要措施。 



一、《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出台的背景 
 
（三）巩固基本均衡发展成果，实现优质均衡发展，成为已经
实现基本均衡的县的新的紧迫任务。 

全国各地义务教育均衡县通过情况 

年份 通过县区数 

2013年 293 

2014年 464 

2015年 545 

2016年 522 

2017年 560 

合计 2379（81%） 

截至2017年底，11个省市整体通过：上海、北京、天津、江苏
、浙江、广东、福建、吉林、安徽、山东、湖北等。 



二、《办法》制定出台的过程 
 
研制与起草工作历时两年多，大体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设计指标 
 
1.政策文献梳理：收集有关政策法规文件，整理相关国家标准。 
 
2.实地调研：深入了解优质均衡发展指标的可信度、各地对指标
的认可度。 
 
3.构建体系：以教育质量为核心，筛选出与质量相关度较高的各
项指标，并组成不同的版块。 



二、《办法》制定出台的过程 
 
研制与起草工作历时两年多，大体经历三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制定标准 
 
1.运用2014、2015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数据，对2015年底前通过
基本均衡认定的1302个县进行测算。 
 
2.与国家、有关部委制定的相关办学标准进行对应。 
 
3.在此基础上，二次优先指标，保证指标的有效性、可操作性。 



二、《办法》制定出台的过程 
 
研制与起草工作历时两年多，大体经历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征求意见 
 
1.专家咨询会：十几次；涉及十几个省市区；包括教育科研、教
育行政、教育督导部门；包括国家督学、全国中小学教育督导评
估专家、校长、教师等。 
 
2.书面征求：32家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部内有关司局。 



二、《办法》制定出台的过程 
 
正式出台 
 
1.《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于2017年3月
20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第4次会议审议通过。 
 
2.教育部于2017年5月23日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以教督【
2017】6号文件予以发布。 



三、《办法》规定的内容 
 
《办法》正文部分共18条。对督导评估的目的、依据、对象、原
则、基本条件、内容与标准、程序、结果使用等作出全面规定。 
 
（一）目的 
 
巩固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成果，进一步缩小义务教育城乡、校
际差距，整体提高义务教育标准化建设水平和教育质量。 



三、《办法》规定的内容 
 
《办法》正文部分共18条。对督导评估的目的、依据、对象、原
则、基本条件、内容与标准、程序、结果使用等作出全面规定。 
 
（二）依据——“一法、一纲要、两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2010-2020年）》《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的意见》《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
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 



三、《办法》规定的内容 
 
《办法》正文部分共18条。对督导评估的目的、依据、对象、原
则、基本条件、内容与标准、程序、结果使用等作出全面规定。 
 
（三）对象 
 
县（含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和国家划定的其他县级行政区域单位
）。 
 
（四）原则 
 
依法实施、保障公平、注重质量、社会认可。 
 



三、《办法》规定的内容 
 
《办法》正文部分共18条。对督导评估的目的、依据、对象、原
则、基本条件、内容与标准、程序、结果使用等作出全面规定。 
 
（五）申报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1.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认定三年以上。 
2.基本均衡发展认定后年度监测持续保持较高水平。 
 
（六）评估内容 
 
包括：资源配置、政府保障程度、教育质量和社会认可度四个方
面内容。 



三、《办法》规定的内容 
 
（六）评估内容 

评估内容 评估重点 

资源配置（7项） 县域义务教育学校在教师、校舍、仪器设备等方面的
配置水平，同时评估这些指标的校际均衡情况。 

政府保障程度
（15项） 

县级人民政府依法履职，落实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政策要求，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工
作成效。 

教育质量（9项） 县域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学校管理水平、学生学业质
量、综合素质发展水平。 

 
社会认可度 

县级人民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落实教育公平政策、推
动优质资源共享，以及义务教育学校规范办学行为、
实施素质教育、考试评估制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等
方面取得的成效。 



三、《办法》规定的内容 
 
《办法》正文部分共18条。对督导评估的目的、依据、对象、原
则、基本条件、内容与标准、程序、结果使用等作出全面规定。 
 
（七）工作程序 
 
县级自评、市级复核、省级评估、国家认定。 
 
（八）结果运用 
 
是上级人民政府对县级人民政府及其主要负责人履行教育职责评
价和教育发展水平综合评估的重要依据。 



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县评估标准的新特点——“三新一重” 

新指标 

骨干教师配备、体音美专任教师配备、网络多媒体教室配备、城乡义务教育四“统一”、

不足100名学生村小学和教学点公用经费、城区和县镇公办学校就近入学比例、设施设

备利用率、校园文化建设水平、课程开齐开足率、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相关科目学

生学业水平等 

新标准 

差异系数上进一步提高标准，从严掌握，小学、初中综合差异系数，分别由原来的

0.65、0.55，提高到0.50、0.45。 

其他各项指标的标准要求，也从原有基础上有所提高。 

新方法 

对设定的7项指标作了“两维评估”，既要求各项指标的校际差异系数都要达标，也要求

各项指标的水平值也要达标，以体现“高水平、高均衡”的“两维要求”。  

在水平值的评估中，要求各所学校“校校达标”，以体现“办好每一所学校”的均衡发展

督导评估宗旨。 

重质量 

将“教育质量”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设计了9项指标，加重了对“质量”评估的权重。

资源配置、政府保障两部分指标，都是强调与提高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相关性。

采用了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指标，强化了指标体系对学生综合素质发展水平的关注，提

高了质量评估权重和权威性。 



五、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县评估标准 

评估内容 评估指标 评估标准 

 
 

一 
 

资 
 

源 
 

配 
 

置 
 

（7项） 

1.每百名学生高于规定学历
教师数 

小学、初中分别达到4.2人以上、5.3人以
上。 

2.每百名学生拥有县级以上
骨干教师数 

小学、初中均达到1人以上。 

3.每百名学生拥有体育、艺
术（美术、音乐）专任教师
数 

小学、初中均达到0.9人以上。 

4.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 小学、初中分别达到4.5平方米以上、5.8
平方米以上。 

5.生均体育运动场馆面积 小学、初中分别达到7.5平方米以上、
10.2平方米以上。 

6.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 小学、初中分别达到2000元以上、2500元
以上。 

7.每百名学生拥有网络多媒
体教室数 

小学、初中分别达到2.3间以上、2.4间以
上。 

每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7项指标中至少6项指标达到要求，余项不能低
于要求的85%；同时评估这些指标的校际均衡情况，所有指标校际差异系
数，小学均小于或等于0.50，初中均小于或等于0.45。 



五、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县评估标准 

评估内容 评估指标和标准 

 

二 
 

政 
府 
保 
障 
程 
度 
 

（15项） 

1.县域内义务教育学校规划布局合理，符合国家规定要求。 

2.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建设标准统一、教师编制标准统一、生均公
用经费基准定额统一、基本装备配置标准统一。 

3.所有小学、初中每12个班级配备音乐、美术专用教室1间以上；其中，
每间音乐专用教室面积不小于96平方米，每间美术专用教室面积不小于
90平方米。 

4.所有小学、初中规模不超过2000人，九年一贯制学校、十二年一贯制
学校义务教育阶段规模不超过2500人。 

5.小学、初中所有班级学生数分别不超过45人、50人。 

6.不足100名学生村小学和教学点按100名学生核定公用经费。 

7.特殊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不低于6000元。 

8.全县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
收入水平，按规定足额核定教师绩效工资总量。 



五、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县评估标准 

评估内容 评估指标和标准 

 

二 
 

政 
府 
保 
障 
程 
度 

（15项） 

9.教师5年360学时培训完成率达到100%。 

10.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在核定的教职工编制总额和岗位总量内，统筹分配
各校教职工编制和岗位数量。 

11.全县每年交流轮岗教师的比例不低于符合交流条件教师总数的10%；
其中骨干教师不低于交流轮岗教师总数的20%。 

12.专任教师持有教师资格证上岗率达到100%。 

13.城区和镇区公办小学、初中（均不含寄宿制学校）就近划片入学比例
分别达到100%、95%以上。 

14.全县优质高中招生名额分配比例不低于50%，并向农村初中倾斜。 

15.留守儿童关爱体系健全，全县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和政府
购买服务的民办学校就读的比例不低于85%。 

 以上15项指标均要达到要求。 



五、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县评估标准 

评估内容 评估指标和标准 

 

 
三 

 

教 
育 
质 
量 
 

（9项） 

1.全县初中三年巩固率达到95%以上； 

2.全县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达到95%以上； 

3.所有学校制定章程，实现学校管理与教学信息化； 

4.全县所有学校按照不低于学校年度公用经费预算总额的5%安排教师培
训经费； 

5.教师能熟练运用信息化手段组织教学，设施设备利用率达到较高水平； 

6.所有学校德育工作、校园文化建设水平达到良好以上； 

7.课程开齐开足，教学秩序规范，综合实践活动有效开展； 

8.无过重课业负担； 

9.在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相关科目学生学业水平达到Ⅲ级以上，
且校际差异率低于0.15。 

以上9项指标均要达到要求。 



五、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县评估标准 

评估内容 评估指标和标准 

 

四 
 

社 
会 
认 
可 
度 

调查内容包括：县级人民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落实教育公平政策、
推动优质资源共享，以及义务教育学校规范办学行为、实施素质
教育、考试评估制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等方面取得的成效。 
 
调查对象包括：学生、家长、教师、校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及其他群众。 
 
社会认可度达到85%以上。 

 
一 
票 
否 
决 

 
有以下情况之一的县不予认定：存在以考试方式招生；存在违规
择校行为；存在重点学校或重点班；存在“有编不补”或长期聘
用编外教师的情况；教育系统存在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和严重违纪
违规事件；有弄虚作假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