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国际教育改革的五大动向 

2013，已然离去；2014，姗姗到来。新年伊始，对 2013 年那些发生在国际教育

的热点归纳总结，能够帮助我们温故知新，继往开来。让我们一同回顾 2013年

国际教育那些过往及其对 2014 年的启示。  

 

动向一： 

‚就业危机‛倒逼提高教育质量 

据国际劳工组织最新数据，2013 年全球失业人口突破两亿，失业率高达 6%，一

场全球性‚就业危机‛正席卷全球。‚就业危机‛背后，是后经济危机时代各

国政府提高学校教育效率和满足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的迫切期待。为此，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下简称‚经合组织‛）及时关注，并将最新研究成

果发表于《教育概览 2013》中，其中文版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编译和发布。 

近日，《教育概览 2013》研讨会暨中文版发布会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举行。

经合组织数据显示，日前全球失业率平均为 4.8%，而没有接受过中等教育人口

的失业率为 12.6%。而且，良好的教育能有效弥补工作经验的不足，表现为受

教育程度对年轻人就业产生的影响比对年长的成人大得多。 

启示：保证尽可能多的年轻人接受高中教育 

经合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提出，受教育情况对经合组织成员国高等学历

人口的就业能力产生显著影响，而经济危机使这种影响变得更为突出。而且，

国家对教育的公共投资规模与其能否成功解决青年人失业问题几乎没有联系。

因此，关键是各国把这些投资用到了哪里，以及制定了什么样的政策来保障教

育更加有效、更加符合社会需求。 

《教育概览 2013》指出，从各国数据和政策经验看，以下政策能有效提高年轻

人的就业能力：保证所有年轻人不仅获得良好的基本技能，还能获得‚软技

能‛，即团队合作、沟通交流和协商等能力。同时，降低辍学率，保证尽量多

的年轻人至少完成高中教育（如有必要也可提供二次受教育机会），并保证中

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所需技能接轨。此外，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开展基于工

作的学习，从而将教育与就业联系起来，并提供灵活的高等教育接受渠道。  

 

动向二： 

在线教育强势来袭，推动高等教育变革 

‚不接受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OOCs，又称‘慕课’）就是死。‛英国南安普

敦大学副校长邓恩·纳特比穆在 2013 年如此表示并宣称，‚大学必须欣然接受

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行动，并适应其教学方法，否则将面临一个艰难的未

来‛。 邓恩·纳特比穆解释称，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学把课程免费放到网上，那

些不选择这么做的大学就面临被抛在后面、错过开发一条创新并面向未来的高

等教育新途径的风险。 



据了解，全世界几十所排名很高的大学已经签约美国的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平

台，例如‚在线教育平台‛及‚课程时代‛。同时，英国的一些大学也在 2013

年秋季发起‚进攻‛，例如‚未来学习‛教育平台。  

然而，英国开放大学博士凯蒂&#8226;约旦主导的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研究显

示，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平均完成率低于 7%。凯蒂的研究课题是‚在线学术社

会网络‛，并专门花时间搜集完成网上免费学习系列课程的信息。到目前为

止，她已经追踪完成了 29 门网络课程的百分比信息。 

启示：对待慕课，要有平常心 

有专家认为，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可能被证明使大学分心、增加投入。从事战

略咨询和投资的巴特农集团伙伴安世文·阿索摩表示，该集团对于大规模开放

在线课程是否有益持‚骑墙‛态度。‚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是提高教育的廉价

方式，但反过来说，减少了与课程导入相关的收入。‛安世文·阿索摩表示，

网络课程对于业余或海外学生‚触手可及‛，‚但当你与整个亚洲、一些新兴

市场的雇主谈话时，他们不会肯定在线教育的质量。他们还是相信眼见为实的

大学。‛    

可见，对于‚慕课‛，平常心就好。 

 

动向三： 

高中教育改革成为很多国家共同选择 

高中定位与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成为 2013 年的全年热点。近日,《超越上海：美

国应该如何建设世界顶尖的教育系统》一书作者、美国国家教育与经济中心主

任马克·塔克(Marc Tucker)教授应邀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进行交流访问，并

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马克·塔克表示，世界上教育体系成功的国家，

其高中教育设计一定是优秀的。 

由美国国家教育与经济中心主导的‚让每个孩子都优秀‛项目已经实施了两

年，旨在改变美国高中结构，让每个学生为未来的成功做好准备。马克·塔克

认为，学生在高中之外，还需要两年的教育或者培训。因此，他们将试点高中

学习分为两阶段，分别为阶段一（年级一和年级二）、阶段二（年级三和年级

四），并对阶段一的薄弱学生进行额外集中辅导，让他们能够达到课程要求。

达到阶段一考试要求的学生，可以继续留在高中学习，也可以选修与学校合作

方——社区学院的课程，还可以在二年级结束时直接转学到社区学院。   

‚实践表明，学历水平越高，相对收入也就越高；高中教育似乎是收入增长最

大化的入口。‛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国际交流处处长王燕表示，在经合组织成

员国，受过高等教育的成人收入比受过高中教育和中等后非高等教育的成人收

入高，依次地，受过高中教育和中等后非高等教育的成人收入又比受高中以下

教育的成人收入高。在许多国家，高中代表着这样一种教育现状——完成该阶

段教育后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和培训意味着将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 

启示：世界上教育体系成功的国家，高中教育一定很优秀 



马克&#8226;塔克强调，世界上教育体系成功国家的高中教育系统，尽管具体课

程设置并不相同，但都有目标明确且优质的课程大纲。根据大纲，每门课程彼

此紧密相连，并呈现过渡关系。而且，每门课程都会有相应的考试对接。考试

所考查的不仅是课程内容，而是整个学科到现在的掌握程度以及开始学习下门

课程前的准备情况。优质教育体系国家还会对教师进行培训，帮助他们将来自

不同家庭和社会背景的学生一视同仁，并把大纲规定的课程教好。 

王燕指出，在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个人在高中后教育方面的投入大幅增长。

较高的收入回报有利于保证足够多的人群愿意将时间和金钱投入到教育深造之

中。 

 

动向四： 

教师队伍建设备受世界各国瞩目 

2013 年 10 月，联合国首份题为《2013 全球教师地位指数》的报告为第 20 个世

界教师日献礼，也将教师推到了世界的聚光灯下。 

报告显示，中国受访者最相信学生尊师（75%），土耳其、埃及和新加坡处于高

位（46%），均值为 27%。在 95%的国家，人们认为教师应获得比实际收入更高

的薪金（高 1%到 40%），只有在日本、法国和美国，实际收入高于合理收入

（高 6%到 55%）。21 国中至少 59%的受访者赞成教师薪资与学生成绩挂钩，均

值为 75%。至于是否表示强烈赞同，埃及（72%）与瑞士（15%）构成反差。 

‚教师工资在正规教育经费支出中所占比例最大，并且对教师职业的吸引力有

着直接影响。‛艾蒂安·阿尔比瑟表示，教师工资会影响学生是否就读师范专

业，毕业后是否当教师。 

《教育概览 2013》指出，在大多数经合组织成员国，教师工资随着教师任教岗

位的变化而不同。例如，在比利时、丹麦、芬兰、匈牙利、印度尼西亚、波兰

和瑞士，15 年教龄的高中教师工资比相同教龄的学前教育教师至少高出 25%。 

启示：提高教师地位亟待政策推动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者俞可指出，教师地位仍受文化传统制约。最匪夷所思的

是，教师地位指数居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土耳其和希腊，教育表现却不尽如意。

如果说，文化传统与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夺冠力助中国问鼎全球最高指数，那

么，这两国取得佳绩全然归功于文化传统。 

同时，教师地位提升亟待政策推动。教师地位指数居高的国家，教师收入处于

低位，教师拥有崇高地位无以转化为教师实际利益。报告显示，学生成绩与教

师薪金呈正相关。没有国家出现教师工会影响力大而学业成就低的结果。由此

断定，无论是薪金的提升，还是工会的强化，均需政策保驾护航。 

 

动向五： 

职业教育重新得到重视 

‚在所有工业化国家，家长基本上都越来越相信，学习职业技术没有前途，所



以他们鼓励孩子上大学。‛马克·塔克告诉记者，目前高等教育学历者已经与

职业教育人才完全不对称，这导致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矛盾。 

世界职教院校联盟主席、加拿大社区学院协会主席丹妮丝·阿米欧在 2013 年中

国国际教育年会上表示，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世界 35%的雇主在全球范围内都

很难招到合适的人才。 

然而，德国年轻人失业率一直保持在 6%左右。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院长俞仲

文教授认为，德国在二战后的经济奇迹，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依靠了它的秘密

武器——职业教育，而且职业教育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从不发达到发

达，从贫穷到富裕的必由之路。  

加拿大社区学院协会数据显示，加拿大目前有 22%的大学毕业生到职业学院学

习。丹妮丝·阿米欧解释称，他们之前觉得大学毕业就万事大吉了，但现在他

们认识到职业技能的重要性，所以他们从大学‚回炉‛到职业院校学习。 

启示：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必须保持合适比例 

丹妮丝·阿米欧认为，为应对社会技能缺乏的挑战，职业院校需要联合起来成

为一个社区，并结成联盟，把雇主的需求、个人的求职需求和国家的需求结合

起来。雇主帮助教师开发课程，并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而且，职业教育课程

开发者必须意识到学生的流动性，其开发课程时不能只考虑一个国家的需求，

还必须考虑到全球化趋势。 

马克·塔克建议，在一个正常的劳动力市场里，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都需要，

但必须要保持合适的比例。同时，两者的鸿沟应该缩小。在很多国家，如果学

生选择了职业教育，就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现在，必须建立一种教育体

系，让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实现对接，而不是所有学生都挤着上大学。无

论学生选择的是职业教育，还是高等教育，他未来能在两种教育模式之间转换

和流动。此外，很多人认为有了高学历就能有好的前途，但事实并非如此，例

如博士通常被认为应该是做研究工作的，但社会只能消化一部分。在新加坡，

政府会对专业需求进行预测，从而保证供应于求，但很多其他国家并没有类似

的规划，所以容易出现学生供过于求的局面。 

 

（原载于中国教育报 1 月 3 日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