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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资讯
【2021 年第 19 期】

（总第 71 期）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1 年 11 月 19 日

一、【重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报告，探讨和展望面向未来乃

至 2050 年的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该组织第 41 届大会

上面向全球发布《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一种新的教育

社会契约》，探讨和展望面向未来乃至 2050 年的教育。报

告抛出了 3 个关于教育的基本问题：“当我们展望 2050 年，

我们应该继续做什么？我们应该抛弃什么？我们需要创新

什么？”

报告提出：“教育可以视为一种社会契约——一种社会

成员间为了共享的利益而合作达成的默示协议。”这一契约

源于一种共享愿景，即教育具有公共目的。

它应包括基本原则和组织原则，以帮助架构教育体系，

落实建立、维护和改善教育体系的分布性工作等。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认为，新的教育社会契约，必须能够将人类联合起

来，通过集体努力，提供所需的知识和创新，帮助我们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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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所有人的可持续和和平的未来，维护社会、经济和环境

正义。

报告明确，缔结这种新的教育社会契约必须遵循两条基

本原则，即确保人们终身接受优质教育的权利，强化教育作

为公共行动和共同利益的形式。

报告提出，当前教育模式亟须变革，新的教育社会契约

需要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学习，以及学生、教师、知识和

世界之间的关系。包括，继承优秀教育传统，革新教育教学

模式，强调生态、跨文化和跨学科学习，支持学生获取和生

产知识，同时培养他们批判和应用知识的能力；重新构想学

校，以推动世界更好地向更加公正、公平和可持续的未来转

型；保证人类享有和扩大终身教育，及其在不同文化和社会

空间中受教育的机会。

同时，报告鼓励从教师到学生、从学术和研究中心到政

府与民间组织的研究与创新，鼓励全球团结和国际间更加公

正和公平的合作，以推动实现这一对未来教育的重新构想。

（来源 中国教育报 2021-11-11）

二、【国际前沿】

◆芬兰课外教育多元化育人目的与功能。1.课外教育是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2.课外教育有利于年幼学

生和身心有着特殊需要的学生融入家庭和学校；3.课外教育

有助于学生找到自身兴趣特长；4.课外教育可以促进中小学

生的道德习惯养成；5.课外教育可以增进不同学生群体之间

相互理解和包容，增进社会公平公正。点击查看原文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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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中国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9）：

儿童校外生活状况》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康建朝博士）

◆芬兰课外教育政策实施与开展。1.地方政府要做好专

门的方案与职责分工；2.地方政府按照要求安排课外教育时

间与收费；3.地方政府负责提供丰富多彩的课外教育主题内

容；4.地方政府要做好学生隐私保护与课外教育效果评估。

点击查看原文（来源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中国儿童教

育发展报告（2019）：儿童校外生活状况》 中国教育科学

研究院康建朝博士）

◆芬兰课外教育开展的特点与保障。1.芬兰课外教育注

重立法与项目评价制度保障；2.芬兰课外教育有较好的教育

理念与学生评价制度保障；3.芬兰中小学生参加课外活动有

较为充足的时间保障；4.芬兰课外教育与校内教育紧密结合

有较好的自然环境保障；5.社会福利制度与政府购买服务为

芬兰课外教育开展提供了物质保障。点击查看原文 （来源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中国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9）：

儿童校外生活状况》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康建朝博士）

三、【国际观察】

◆国际视野中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主要问题：1.乡村教

师职业吸引力较弱；2.乡村教师数量不足、流动性高；3.乡

村教师职业认同感不强；4.乡村教师队伍素质有待提高；5.

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机会不足。（来源于《中国教育学刊》2021

年第十期 赵明仁 谢爱磊文）

◆国际视野中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主要策略：1.多方联

javascript:void(0);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jM2NjM1Nw==&mid=2647873363&idx=1&sn=2f741ad66f100b07b354b395a5829d4e&chksm=be809d2989f7143f440ba768fbab5fe194b3ab7b2570e44a0df06698367c32b7847b744dfda2&mpshare=1&scene=23&srcid=1205dunlck6syCpd1GRHxMLw&sharer_sharetime
javascript:void(0);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jM2NjM1Nw==&mid=2647873363&idx=1&sn=2f741ad66f100b07b354b395a5829d4e&chksm=be809d2989f7143f440ba768fbab5fe194b3ab7b2570e44a0df06698367c32b7847b744dfda2&mpshare=1&scene=23&srcid=1205dunlck6syCpd1GRHxMLw&sharer_sharetime
javascript:void(0);


— 4—

动建立健全乡村教师保障机制；2.提高津补贴水平增强乡村

教师职业吸引力；3.开发适宜乡村教育的职前培养课程体

系；4.采取多种措施补充乡村教师；5.利用多种方式扩充教

师专业发展机会；6.注重激发与保护教师的内在工作动机。

（来源于《中国教育学刊》2021 年第十期 赵明仁 谢爱磊文）

四、【学界视点】

◆把握四个维度！牢牢抓住教育评价改革的“牛鼻子”。

如何深刻理解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四个维度，牢牢抓住教育

评价改革的“牛鼻子”，创新教育评价体系和机制，是当前

教育改革发展的首要问题。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要努力从四

个维度，即结果评价、过程评价、增值评价和综合评价，积

极探索和改进与新时代相匹配的育人评价模式、教育评价方

式、管理评价机制。

1.改进结果评价，推进教育评价科学化和全面化。改进

结果评价，推进教育评价的科学化和全面性，要坚持以学生

成长成才为中心，超越“唯分数论”评价学生，促进学生多

元智能、个性丰盈的全面发展；要坚持以教师为主体，超越

“唯论文”考核教师，创新多元化教师发展路径；要创新管

理服务评价体系，多用几把“尺子”评估教师和学生，而不

是仅用“一把尺子”。

2.强化过程评价，推进教育过程和学习过程数据化和可

量化。强化过程评价，既要注重教学过程、学习过程和管理

服务过程的数据收集和应用，又要强化教育过程的评价与反

馈，及时做出调整和改进，从而为教育过程的制度制定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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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评估提供科学支撑。

3.探索增值评价，激励教育评价对象获得感和成就感。

探索增值评价，一是要注重运用量化方法精准分析学生、教

师、班级、学校等主体影响变量和成长发展，为真实、科学

教育评价提供实证依据；二是要注重教育起点和过程，以此

为基础开展公平性、成长性评价。4.健全综合评价，推进教

育评价系统化和多元化。构建综合评价，积极拓展和实施日

常评价、综合素质评价、同行评价、质性评价和长周期评价

等，既需要对教育评价对象进行全面性和系统性把握，又需

要多元参与，发挥多元评价主体作用，把多方面需求转化为

综合性客观评价标准，从而促进评价主体的健康发展。（来

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李怀杰文）

◆我国乡村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的建议：1.进一步提高

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贴水平；2.着力改善乡村教师生活

环境；3.创新乡村教师配置管理模式；4.加强职前教师培养

中对乡村文化的回应性；5.从乡村教师需求出发设计在职发

展活动。（来源于《中国教育学刊》2021 年第十期 赵明仁 谢

爱磊文）

（注：《教育改革资讯》电子版见：山东省教育科学研

究院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