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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坚持

科教兴国战略，一是要聚焦立德树人，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这就要求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理念，以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契机，明确二十大的核心要义和主要内

容，着力推动二十大精神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进而引

领学生成才、教师成长。二是大力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着力解决制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痛点、短板。义务教育要结

合当前的“双减”政策，以学生减负为主线，以学校教育提

质增效为目标，推动义务教育朝向优质均衡方向发展。高等

教育要推进高质量教育供给，勇担“国之所需”的教育使

命，着力培养高水平创新型人才。职业教育要构建中国特色

的现代学徒制，加快推进产学研融合，创新优化“双导师”

制，满足职业人才的培养需求。

（二）坚持人才强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基本要求，为贯彻

落实育人目标，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加快人才队伍建设提供

有力的战略支撑。人才强国战略要求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

使得人才具备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应用能力等多项能力。

一是要坚持科学的人才观。这就需要充分认识人才，尊重人

才，也要尊重人才的成果。坚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

引才、育才、用才理念，并在实践中将人力资源转化为学校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二是要发挥学校育才的功能。人

才是第一资源，作为培养人才主阵地的各级各类学校理应牢

记“为党育人、为国育人”初心使命，主动搭建多样化实践

平台，有效组织教育活动。中小学要通过综合实践活动、项

目化教学等形式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创新型

人才培养奠定育人基础。大学是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和推进技

术转化的重要阵地，要通过基础研究去引领产业变革，通过

技术创新与转化应对产业发展突出问题，支撑、引领产业发

展，[9]进而实现学校教育促进人才培养，进而服务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

（三）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对科学兴国战略的完善和发展，

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创新精神，而且充分体现了“人才是

第一资源”的动力观。[10]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也是建设教育强

国的关键要素。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仅要集聚力量进

行原创性引领性的科技创新，推进科技创新，增强自主创新

能力。更要以科技创新引领教育变革，赋能教育发展。一是

坚持守正创新。既要坚守育人本质，遵循教育教学和人才培

养的规律。又要走自主创新之路，科学合理地推进教育教学

改革创新。通过创新课堂教学理念、教学组织形式，进而提

升课堂教学质量。还要创新优化第二课堂、第三课堂服务形

式，为培养创新型人才提供发展空间。二是发挥创新人才培

养主阵地的关键作用，持续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学校应强化

创新实践平台、科研平台建设，加强校企协同，集聚整合优

质创新创业资源，进而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时代

新人。还要营造教育创新良好生态，在社会范围内形成科技

创新引领教育创新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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