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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支持单位 

教育科学出版社 

六、论坛主题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挑战与应答 

七、分论坛拟选主题 

分论坛一：新时代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 

分论坛二: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方针的历史研究 

分论坛三:高质量发展目标下基础教育育人生态的优化 

分论坛四:技能型社会建设背景下职业教育的类型发展 

分论坛五:劳动教育的时代应答：本质与使命 

分论坛六: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理论回应与实践探索 

分论坛七:改革教师评价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 

分论坛八:落实习总书记新发展理念 开创德育一体化新格局 

分论坛九:新时代学校体育美育的机遇与挑战 

分论坛十:“双减”背景下的区域教育生态重构 

分论坛十一:教育法法典化的路径、体例与内容 

八、主要内容 

1.教育部领导讲话 

2.中外知名专家学者作主旨发言 

3.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大重点课题负责人作主题报告 

4.高端学术对话 

5.青年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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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主题分论坛与自设分论坛 

7.优秀学术成果展 

8.现场审稿会 

9.新书发布会 

九、参会人员 

国内外高等院校、教育科研机构、教育行政部门、教育

智库、大中小学校、期刊与出版单位、教育科技创新企业等

科研人员、行政管理人员、硕博研究生及一线实践工作者。

受疫情影响，参会人数控制在 500 人以内。 

十、论文提交 

本论坛采取以文入会的方式确定参会人员。拟参会人员

既可直接登录“中国教育科学论坛”官方网站（网址：

http://cesf.nies.edu.cn），也可通过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

“中国教育科学论坛”官方微信，在线填写注册信息。完成

注册后，围绕会议主题，在报名系统中同步提交论文摘要

（1000 字以内）和论文全文，经评审确定参会代表名单。投

稿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8 月 20日。欢迎踊跃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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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论坛成果转化 

1.咨询报告。梳理主旨报告、分论坛的会议内容和专家

观点，形成主题鲜明的决策咨询报告，呈报教育决策部门。 

2.学术论文。遴选优秀参会成果，汇编学术论文合辑，

推荐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 

3.学术著作。广泛宣传论坛发布的新书，协助落实论坛

期间形成的新书出版意向。 

4.合作项目。积极筹措经费，为硕博研究生、青年学者

和一线实践工作者提供基础研究相关资助和支持。 

5.实践成果。孵化论坛形成的教育理论成果，促进实验、

实践创新成果应用推广。 

十二、论坛日程 

总日程见附件。详细日程另见会议手册。 

十三、其他事宜 

1.本论坛不收取会议费，主办方提供会议工作餐，除特

邀代表外，交通和住宿费自理。 

2.秘书处将组织专家对参会论文进行论文评审，优秀论

文将在征得作者同意后择优收录于学术辑刊中。 

3.未尽事宜请与秘书处联系。 

论坛报名咨询： 

孔令军 010-62003356       13126758598 

陈  柳 010-62003804       15652993196 





 

 

附件： 

2021 年中国教育科学论坛日程（暂定） 

日期 议程 

9 月 27 日 

1.报到 

2.建院 80 周年成果展示 

3.优秀学术成果展示 

9 月 28 日 

1.主旨报告（含国家社科教育学重大重点课题负责人） 

2.高端学术对话 

3.形势研判会（闭门会） 

9 月 29 日 

1.分论坛开幕式 

2.主题分论坛（11 个）、青年论坛、系列成果发布会 

分论坛一：新时代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 

分论坛二：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方针的历史研究 

分论坛三：高质量发展目标下基础教育育人生态的优化 

分论坛四：技能型社会建设背景下职业教育的类型发展 

分论坛五：劳动教育的时代应答：本质与使命 

分论坛六：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理论回应与实践探索（全天） 

分论坛七：改革教师评价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 

分论坛八：落实习总书记新发展理念 开创德育一体化新格局 

分论坛九：新时代学校体育美育的机遇与挑战（全天） 

分论坛十：“双减”背景下的区域教育生态重构 

分论坛十一：教育法法典化的路径、体例与内容 

青年论坛 

智库研究系列成果发布会（包括智库研究成果专题图书发布、学

术外译成果发布暨签约仪式） 

3.现场审稿会 

9 月 30 日 离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