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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资讯
【2021 年第 20 期】

（总第 72 期）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1年 11月 28日

一、【报告解读】

◆《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一种新的教育社会契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解读：共同重新构想我们队的未

来。

1.建立一个和平、公正和可持续的未来，亟须教育转型。

报告认为，世界正处于一个新的转折点。知识和学习是革新

和转型的基础，但世界上广泛存在着不平等现象，我们当前

也面临着重新构想“为何学、怎样学、学什么、哪儿学和何

时学”的迫切需求。这些都表明，教育尚未满足人们建立一

个和平、公正和可持续未来的需要。教育将我们与世界彼此

联系起来，为我们带来新的可能性，增强了我们对话和行动

的能力，但要塑造真正和平、公正和可持续的未来，教育本

身必须转型。

2.应革新教育，重新构想教育的公共目的。报告认为，

社会契约反映了已通过立法形式确定并融入文化的规范、承

诺和原则，并提出，把教育看作一种社会契约的构想源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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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共享愿景，即教育具有公共目的。这种重新构想，意味着

我们要共同创造一种共享的、彼此依赖的未来，同时能够将

人类联合起来，通过集体努力，提供所需的知识和创新，帮

助我们塑造面向所有人的可持续和和平的未来。

3.明确两条基本原则：确保人们终身接受优质教育的权

利，强化公共行动和共同利益。这种重新构想，必须建立在

一系列宽泛原则上，强调人权基础的作用，包括包容与公平、

合作、团结和共同责任与相互关联性。”报告表示，还应基

于以下两条基本原则：一是确保人们终身接受优质教育的权

利。二是强化教育作为一项公共行动和一种共同利益的形

式。

4.直面现实挑战和不确定的未来，须以不同方式思考学

习。新出现的变化将给教育带来重大影响，反过来，我们在

教育方面的共同努力亦将影响教育的反应方式。目前世界组

织教育的方式，还不足以确保建立公正与和平的社会、健康

的地球，以及惠及所有人的共同进步。事实上，当前的一些

困难，恰恰源于世界的教育模式。因此，报告认为，人类需

要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学习，思考学生、教师、知识和世界之

间的关系。

5.继承优秀教育传统，革新教育教学模式。报告表示，

革新教育需要新的教学法、课程、教师功能、学校愿景和教

育时空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抛弃过去的优秀“遗产”

——经过实践证明好的教育教学经验，相反，我们要继承好

的传统，革新教育教学模式。政府应当承担关键责任，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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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筹资能力和教育监管。人类的受教育权需拓展到终身，

并包括获得信息、文化、科学和互联互通能力的权利。

6.发挥广大行动者的作用，推动重新构想成为现实。报

告呼吁研究和创新；呼吁全球团结和国际合作。

点击查看原文（来源 中国教育报 2021-11-11 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张民选 、卞翠责任编辑）

二、【专家分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

——一种新的教育社会契约》报告，秉承了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的教育人文主义理念，探讨与展望面向未来乃至 2050 年

的教育。专家分析：教育——从“学会生存”到“社会契约”。

1.教育功能的转变：从个体发展到公共利益。报告希望

将国家政府、社会组织、学校和教师、青年与儿童、家长与

社区等教育的相关利益方全部纳入契约，通过共同努力，实

现教育作为“全球共同利益”的愿景。

2.社会契约：实现教育未兑现承诺和应对不确定未来的

选择。新的教育社会契约要遵循两条基本原则：其一，要确

保人们终身接受优质教育的权利；其二，加强教育作为一项

公共行动和一种公共利益的功能。

3.共建教育的未来：人人参与、多领域协作的社会契约。

（1）报告呼吁建构合作和团结的教育学，要重新构想教学

方法。新的教学方法要围绕合作、团结和协作的原则进行组

织，通过提升个人能力，实现对个体以及所生活的世界的改

造；要关涉每个年龄和阶段的教育，更新高等教育使命，加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U5MzcyMg==&mid=2653332673&idx=1&sn=f9e223de9efa21b6bdf37b6a3356adb9&chksm=bceb17548b9c9e429717c43afcd0871e0046fff766ef219d843c0c34126562dd8fa0a49befa4&mpshare=1&scene=23&srcid=111179EdrXZzePCW7a06Th4t&sharer_sharetime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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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与小学和中学教育的联系，加强对教学法的研究。（2）

在课程内容方面，要处理好课程与知识、技能之间的关系。

强调生态、跨文化和跨学科学习，支持学生获取与生产知识，

培养学生的批判和应用知识的能力。（3）教师教学应更加

专业化，让协作与团队合作成为教师职业的特征，支持教师

教学自主性与学术自由，为教师职业发展提供完善的支持体

系。此外，为了更好地实现教育公正、公平和可持续发展，

（4）学校在人的成长中扮演着不可取代的角色，要保障与

改造学校，要重新构想未来的学校，重新设计包括学校建筑、

空间、时间安排等在内的元素，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带来的教

育红利。（5）我们应充分利用在不同文化和社会空间中的

受教育机会，提升终身教育质量。点击查看原文（来源 中

国教育报 2021-11-1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张民

选 、卞翠责任编辑）

三、【他山之石】

◆广东：广州市优化作业设计，打出减负提质“组合拳”，

制定《广州市教育局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作业设计与实施

的工作指引》，“伴随拳”为《小学语文等 12 个学科作业

设计与实施示例》，“辅助拳”为《作业设计与实施研究小

课题选题指南》，综合施策，提高作业设计质量和管理水平。

点击查看（来源：中国教育报 2021 年 11 月 19 日）

◆江苏：启动实施“双高”协同培养拔尖创新后备人才

行动计划，探索普通高中与高等学校协同培养人才的模式改

革与创新。点击查看（来源：江苏省教育厅 2021 年 11 月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U5MzcyMg==&mid=2653332673&idx=1&sn=f9e223de9efa21b6bdf37b6a3356adb9&chksm=bceb17548b9c9e429717c43afcd0871e0046fff766ef219d843c0c34126562dd8fa0a49befa4&mpshare=1&scene=23&srcid=111179EdrXZzePCW7a06Th4t&sharer_sharetime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www.jyb.cn/rmtzgjyb/202111/t20211119_647351.html
http://jyt.jiangsu.gov.cn/art/2021/11/20/art_57807_101198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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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

四、【学界视点】

◆课改与“双减”的关系辨析。第一，课改与“双减”

有着共同的目标指向。这一共同目标指向就是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这一共同的目标指向决定了课改和“双减”

是同向同行的；第二，课改为落实“双减”提供了坚实的基

础。“双减”要求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提高学校全面

育人的水平，让学生的学习回归校园。“双减”要取得实效，

关键是要做到“双提”——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提高课后服

务质量，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20 年基础教育课程及

教学改革积累的经验、取得的成果、带来的改变，为消化“双

减”带来的震荡、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育人水平提供了根本

保障。第三，“双减”成为进一步推进课改的新背景。《中

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的发布，以及以学科核心素养为

旨归的新课标、新教材、新中考和高考改革，使课改进入了

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即从知识本位走向能力和素养本位。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和学科核心素养，成为牵引课程教学改革

的内生动力。而“双减”政策，则成为进一步推动课程教学

改革的新背景，为其提供外在推力。下一步的课改，应基于

“双减”背景，服务“双减”目标，使学校成为高质量育人

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双减”为课改的深入推进指引了

方向。（来源 《中国教育报》2021 年 11 月 26 日第 5 版 汪

瑞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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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准“双减”背景下课改发力点。1.更加注重因材施

教，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首先，要真正做到“零起点

教学”；其次，要积极推进分层、分类教学；再次，要优化

作业设计，减少机械、重复的无效作业。2.更加注重学科育

人，充分发挥课堂主阵地作用。发挥课堂教学育人功能，要

求教师树立学科育人意识、提升学科育人能力。3.更加注重

情境教学，增强知识与生活的联结。学校更应该抓住有利时

机，加速推进课程教学改革，打破学科知识边界，更多采取

整合、融合的教学策略；更加重视情境化教学，重视小组合

作、项目探究等学习方式的运用，增强书本知识与学生生活、

社会时事的联结，促使教学加快从“知识立意”向“素养立

意”的转变，从而提升课堂教学效率与质量。应加强校本课

程的开发，提供丰富多彩的课程供给。4.更加注重为教师赋

能，提升教师综合素养。课程开发能力、因材施教能力、学

科育人能力、整合教学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所有这

些能力的获得，离不开教师自身的学习和体悟，也需要学校

和教研机构为其赋能。 点击查看 （来源 《中国教育报》

2021 年 11 月 26 日中国教育报课程周刊主编汪瑞林，文）

（注：《教育改革资讯》电子版见：山东省教育科学研

究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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