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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30教育的使命

(一)人类福祉2030被置于发展的核心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技术迅猛变革和新的生态失衡使国际社

会面临波动性 (Volatility);价值观多元化趋势以及社会和环境发展不平衡进

一步升级使未来社会发展面临不确定性 (Uncertainty);社会不平等日益突

出、资源枯竭等挑战使未来社会面临更加复杂局面 (Complexity);新的交互

模式和新形式暴力正在急剧地重塑着人们的当下生活和未来世界,使国际社

会面临模糊性 (Ambiguity),且全球趋势使各类事物逐渐产生了错综复杂的

内在联系,相互依赖进一步加强。因此,OECD教育2030项目将未来世界视

为一个充满波动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的世界。面对这样一个

“VUCA世界”,OECD召集一批成员国的政策制定者、思想和行动领袖,经

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发现,专注于知识经济时代培养学生具备促进经济增长、

提高生产率的知识与技能教育价值取向已经远远无法匹配社会发展的步伐。①

人类社会的发展视角应跳出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向包容性增长,重新建设能

够为个人、社会和环境发展创造更好未来的国家或地区。这个新视角将 “人

类福祉”置于发展核心位置,② 寄希望于新视角的产生, “赋予艺术、文化、

科学和智慧领域发声权”,通过新视角的确定,促进社会发展方式的不断变

革,不仅仅关注经济增长,还在全球化进程下重视文化统一和共同价值。③ 这

一视角转换体现了在新时代变革的浪潮下人类共同福祉的创造成为各项事业

追求。鉴于此,OECD开发了11个维度的目标体系去衡量个人福祉,并且强

调个人福祉的增强有助于社会整体幸福指数的提高,社会福祉的提高也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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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地反哺个人福祉。① 事实上,全人类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必然面临诸多威

胁和挑战,教育无疑成为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主要方式,只有促进教育的

系统变革,改变人才培养模式,才能使人们追求的未来——— “福祉2030”成

为现实。
(二)未来教育的作为

教育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能够通过系统性变革塑造年轻一代的思想和

行为方式,改变过去几代人建立的制度,打造人类社会美好的未来,从而把

“我们追求的未来”变为现实,这是教育应该具有的胸怀和责任。但现行的教

育体系尽管几经变革,仍然没有摆脱工业社会生产方式的影响,学校系统范

式固守的理念和行为并没有随着社会变革发展做出相应变革。因此,反思教

育,向 “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② 任重道远。当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

发展中国家,教育是否成功的评价标准主要集中在学生学业表现上,师生福

祉被认为是社会进步的结果,未来社会的繁荣和社区、国家及世界的持续发

展往往被忽略,因此,教育定位和视点较低才是造成学生学业负担和教师工

作压力过重的根本原因。在许多层面上,教育状态依旧沿用知识经济的方式,

适应智能时代教育变革的脚步有待加速。杜威曾警告过:“如果我们仍然以昨

天的方式教育今天的孩子,无疑就是掠夺他们的明天。”可见,保持对无法预

见的21世纪的现实警醒,培养与时俱进的高素质人才,需要教育担负起面对

未来全球挑战的使命。

因此,“转变教育范式”(Shift
 

the
 

Paradigms
 

of
 

Education)也成为当务

之急,学生 “学什么”“怎么学”的变革势在必行,教育2030项目就此提出

了 “未来教育的使命”———教育要面向更广阔的目标———2030福祉,为实现

全球共同利益而培养人才。因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不仅是为就业而掌握技能

的教育,国家和全球发展所需要的公民素质教育以及数字/数据智能教育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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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①
 

未来需要创新能力、适应力和持久力,简单机械的东西很容易自动化、

数字化。但即使在人工智能领域,也强调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具备

基本的概念、数字素养及伦理道德。因此,教育需要确定人类需要发展什么

能力,考虑人类智能如何与人工智能协同工作、相互补充,才能应对气候变

化、自然资源枯竭、技术进步、网络安全等带来的挑战,这也是2030学习罗

盘的价值所在。

为此,教育要发展学生的 “主体精神”,提高其主体性,教育者要以负责

且有意义的方式采取行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这也是 《OECD
学习框架2030》的核心概念,学生要为未来而学,为未知而学,学习是权力

也是责任;教育要塑造完人,完人教育的追求不仅仅是单纯强调学业成就,

也要培养社会和情感技能,陶冶道德情操,即OECD提出的素养内涵的内容,

也就是中国话语中的立德树人;重新界定 “学生成功”的内涵,它不仅仅指

向 “学生学习的成果”,尤其是学业成就,学生的学习经历或学习过程与学习

的结果同等重要,“过程性成果”本身存在内在价值,应该受到认可;教育要

培育学生终身学习的热情和能力,尤其是自学能力,激励好奇心和内在驱动

力,提高发展力和创新力;教育要确立学生成长初心,看到学生发展过程中

的亮点,不仅要关注其缺陷和不足,还要相信学生本身具备学习能力,并对

其抱有较高期待,因为他们才是世界未来的主人;通过解决真实世界中的问

题和案例开展学习是未来教育的重要方式,能够在 “真实性”情境中选择解

决方案,以便帮助学生发展抓住新机遇、识别新问题的技能与洞察力,待成

人后能够面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教育要重视深度学习,提倡概念化教学,

避免浅尝辄止,为所有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学习机会,避免课程和评估超载,

增加学业负担,影响幸福感;未来教育教学中教师角色要从 “讲台圣贤”转

变为 “俯身指导者”,不应假定教师或教科书可以提出解决学生在课堂上遇到

所有问题的方案,而要赋予教师和学生充分的课程权力。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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