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在教育系统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意见 

教党〔2018〕1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教育局，部属各高等学校党委：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要求，教育部党组决

定把 2018 年作为教育系统“调查研究年”，推动在教育系统大兴调查研究之

风，写好教育“奋进之笔”。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深刻认识教育系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重要意义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

基本功。教育系统要深刻认识开展调查研究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确保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教育系统落地

生根、努力开创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新局面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开展调查研

究工作的自觉性、积极性和主动性。 

  （一）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必然要求。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当前，我国教育总体发展水平

已进入世界中上行列。加快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对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

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必须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准确研判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和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提出

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新思路新举措，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

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实现教育系统新作为。 

  （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增强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的迫切需要。教育是最大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当前，随着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教育领域的供求关系、资源条件、评价标准都发生了深

刻而重要的变化，在“有学上”问题基本解决后，人民群众更加期盼“上好

学”，接受更加公平而优质的教育。只有切实加强调查研究，才能真正抓住并

解决人民群众最急最忧最怨的教育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更好

教育和更加美好生活的需求。 

  （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改进工作作风、狠抓工作落实的重要途径。一

分部署、九分落实。实践反复证明，只有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才能吃透中央精

神、把准工作方向，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各项教育决策部署

符合客观实际、符合教育规律、符合人民期待。只有开展扎实、细致、艰苦的

调查研究工作，才能坚决做到反对“四风”，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不断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钉钉子精

神做实做细做好各项工作。 

  二、准确把握教育系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围绕中央关心、百姓关切、社会关注的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把新时

代教育领域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搞清，把制约教育改革发展的体制机

制障碍搞准，把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搞透，把基层好的经验和做

法特别是具有可推广可复制价值的制度性成果总结好，推动教育系统全面落实

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写好教育“奋进之笔”，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

国，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教育系统新的贡献。 

  （二）基本原则 

  ——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制约教育改革发展的突出问题和人民群众关心的

热点难点问题，重点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调研，把准

“实事”，努力“求是”。 

  ——坚持群众路线。扑下身子、走进一线，深入基层学校、师生员工、人

民群众，拜人民为师，向师生学习，既要“身入”，更要“心至”。 

  ——坚持求真务实。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不做事先定调子、有结论的调

研，多做不打招呼、不作安排的随机性调研，确保能真正深入实际、听到实

话、察到实情。 

  ——坚持“调”“研”并重。既要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调查清楚，更要进

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把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准确，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

对策研究透彻。 



  ——坚持与时俱进。在采取实地调查、座谈交流、蹲点调研等多种形式基

础上，充分利用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提高调研的效率和科学性。 

  三、紧紧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开展调查研究  

  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作出了系统全面部署，指明了教育事业

的前进方向。教育系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必须紧紧

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结合书

写教育“奋进之笔”，立足本地本校教育改革发展实际情况和需要，确定调查

研究主题，推动新时代教育改革实现新突破、教育事业实现新发展。 

  （一）紧扣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开展调研。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展调研，全面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准确把握“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

人、为谁培养人”“办什么样的教育、怎样办教育、为谁办教育”等重大教育

理论和实践问题，坚持扎根中国、融通中外，立足时代、面向未来，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二）紧扣教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开展调研。围绕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

作的领导、全面加强和改进教育系统党的建设开展调研，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

首位，切实抓好意识形态工作，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着

力解决一些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努力形成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引导广大师生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确保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在教育系统不折不扣地贯彻落

实。 

  （三）紧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开展调研。围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开展调研，发展素质教

育，加快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大中小幼一体化德育体系，注重

培养学生适应时代要求、支撑终身发展的关键能力，建立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全面发展的长效机制，形成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有机结合的全社会

共同育人格局，造就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四）紧扣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开展调研。围绕制约教育优先发展的突出问

题开展调研，推动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育干部队伍，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

建设改革，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加快形成继承我国优秀传统、符合时

代精神的尊师重教文化，建立健全财政教育投入稳定增长和教育社会投入不断

扩大的长效机制，加快优化教育经费支出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加快

推进教育信息化，全面推进依法治教。 

  （五）紧扣增强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开展调研。围绕促进教育公平、提高

教育质量开展调研，着力解决学前教育“入园难、入园贵、监管弱”等问题，

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和破解“控辍保学”“择校热”“大班额”、中

小学生课外负担重等问题，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

系，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加快发展民族

教育，办好特殊教育、网络教育和继续教育，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做好随迁子女教育工作，健全留守儿童关爱和教育体系，打好教育精准脱贫攻

坚战，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 

  （六）紧扣增强教育发展活力开展调研。围绕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开展

调研，全面落实《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系统推进育人方式、

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全面梳理研判教育制度体系中的短板和

漏洞，有针对性地予以加强和完善，使各级各类教育更加符合教育规律，更加

符合人才成长规律，更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四、认真做好调查研究的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省（区、市）教育部门、各部属高校要把调查研究作为对教育改革发展

情况的集中诊断，作为坚持问题导向的具体实践，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进行专

门研究和安排部署，制定总体调查研究工作方案。主要负责同志要以身作则、

以上率下，亲自牵头开展重大问题调研。其他领导班子成员要结合工作分工开

展相应调研。要结合实际推动调查研究工作向基层单位延伸，让重视调查研

究、开展调查研究在教育系统蔚然成风。 

  （二）完善推进机制 

  健全调查研究清单管理制度，切实加强督察督办。注重加强统筹协调，形

成工作合力，广泛吸收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一线教育工作者、专家

学者等参加。将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情况纳入年度工作考核重要内容，作为评优



评先和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参考，树立重视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鲜明导

向。 

  （三）强化成果应用 

  坚持边调研边推动解决问题，对基层一线提出的具体问题，能当场解决的

要当场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要做好解疑释惑和后续跟进工作。对各方提出的

意见建议和调研形成的成果，属于职权范围内的要及时出台和完善相关政策，

属于职权以外的要及时汇报、沟通、反映。要把调查研究过程中发现的典型经

验和有效做法，采取多种形式及时加以宣传推广，推动扩大改革受益面。 

  （四）严格遵守纪律 

  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强化

廉洁意识，轻车简从，不搞层层陪同，严禁干扰学校正常教学、科研、生活秩

序，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 

  各地各部属高校在调查研究中发现的重大问题、调研成果及意见建议请随

时报教育部。  

中共教育部党组 

2018 年 2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