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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全民终身学习，助推全球教育公平
“数字变革重塑全民终身学习”国际研讨会顺利召开

文丨本刊记者   陈之腾

确保包容、公平、有质量的教育，让全

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是中国走向 2030

年的教育愿景，更是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主要驱动力。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国家委员会秘书处、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信息技术教育研究所、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以及上海开放大

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放远程学习姊妹

大学网络）共同组织的“数字变革重塑全

民终身学习”国际研讨会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 21 日在上海举行。来自不同国家

的常驻教科文组织代表和官员、教科文组

织多个一类机构负责人和各国专家学者

汇聚一堂，共同探讨全球教育革命特别是

数字化变革背景下，如何构建方式更加多

样、资源更加丰富、学习更加便捷、更加包

容公平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分享有

益经验和生动实践，探讨未来合作。

教育数字技术要为人所用、以
人为本

当前，数字技术正在迅速改变知识的

创造、获取、传播、验证和使用方式，让身

处不同环境的人都能够平等地接触到获

得教育资源的机会和渠道，加速实现“人

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党的二十

大报告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

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

去年，联合国全球教育变革峰会也发出推

进教育变革的愿景倡议，特别强调终身学

习的重要作用，呼吁将终身学习概念纳入

教育体系。

主持开幕式的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全国委员会秘书长秦昌威指出，随着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数字

技术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给包括教育在

内的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

他希望通过此次研讨会强调终身学习的

重要性，探讨教育数字化变革背景下如何

推进全面终身学习机制建设，分享有效实

践经验、探索未来合作。

上海开放大学校长贾炜认为，数字

变革给当代人带来了生存技能、提高生

活品质和自我发展三大挑战。通过数

字变革，应实现数字学习工具价值、学

习方式、教师角色定位、学习成果认证

体系四个重塑，共同打造一个由政府、

社会、教育机构、市场、市民共同参与的

学习共同体。

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数字技术也

为终身学习的全民普及带来挑战。教科

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所长大卫 • 阿乔

雷纳在演讲中分享了一条数据——仍有

34% 的全球人口没有互联网连接——数

字鸿沟依然阻碍着成千上万个学习者，

尤其是处境不佳、低收入群体和偏远地

区群体。除了很难获得合适的基础设施

以外，“数字文盲”也大大阻碍了学习，

加大了数字鸿沟。“我们既要拥抱数字

学习带来的好处，也应该解决相应的挑

战，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够获得体面生活

的各种支持。”他提到，技术不能够代替

老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尤其是不能替

代他们指导、支持和激励学习者。教育

工作者要确保学习者也能够获得人与人

之间真实的交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全球扫盲联盟和全球教育联盟正积极探

索应用数字技术，中国也参与其中。数

字变革几乎出现在所有领域，我们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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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抓住机遇、提升技术实力，使得终身学

习成为现实，也确保没有一个人会被落

下”。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普及，我们也知

道面前的挑战。成员国所面对的痛点也

是我们关注的要点。”教科文组织教育信

息技术研究所所长展涛表示，要确保技术

运用始终以人为本并非易事，确保世界各

地的人民都能够平等获得技术应用的好

处更非易事。

推动全民终身学习的多国
实践

研讨会现场，来自阿塞拜疆、孟加拉

国、阿根廷、肯尼亚、巴勒斯坦、安哥拉

以及塞内加尔的常驻教科文组织代表和

官员分享了他们对于全民终身学习的构

想、实践以及促进教育数字化的政策和

计划等。

阿根廷开发了国家虚拟学习平台。

在此框架下，阿根廷实施了数字学分计

划，目的是数字融合和技术的培训。阿

根廷通过免费公共空间，组织工作坊和文

化活动等形式，提供互联网相关培训，让

各个年龄层的人都可以进行学习。每年

都有上千万阿根廷人利用该平台接受数

字技能培训，用免费网络完成学业。这个

计划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数字鸿沟，确保

所有人都能够接触技术，没有一个人会落

下。此外，数字国家工作坊计划提供了大

量在线虚拟培训，提高国民数字技能，工

作坊涉及空间网络安全、机器人、金融、个

人理财、互联网销售、性别平等等方面。

阿塞拜疆成立国家科学委员会，通过

建立更多合作来为国民提供更多学习机

会。阿塞拜疆也建立了数字化技术和学

习发展中心，希望有更多机会能够让所有

人都可持续地实现数字化时代之下的终

身学习。

作为东道主，我国在全民终身学习建

设方面有着丰富的成果。“中国政府一直

高度重视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将建设全民

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推

进教育数字化一体部署，服务全民终身学

习的教育体系框架已经基本清晰。”中国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

季介绍，我国建立了多形式衔接、多渠道

成长、可持续发展的梯度职业教育和培训

体系，进一步推动智库融通协调发展，健

全与新发展阶段相适应的高等继续教育，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推动继续教育深

化改革，优化在职学习服务，发挥多主体

培养模式。还建立了基本覆盖全国的社

区教育服务体系，成立了国家老年大学，

不断完善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

服务终身学习的数字化平台和数字化水

平整体在跃升。我国建立了国家职业教

育智慧教育平台，截至 2023 年 3 月底，总

浏览量达到 37.6 亿人次。其中，中西部

地区用户量已经超过 60%，进一步扩大了

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促进了教育公平。我

国还建立了公益性终身学习教育平台，总

浏览量达到了 2400 多万次，服务学习者

超过了 900 万人。此外，26 个省份已经

建立了省级终身教育平台，基本满足了公

众从生活到职场的学习需求。

“上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

也是率先在中国提出建设学习型城市的

地区。当前，终身学习已全面融入上海市

民的日常生活和城市文明文化建设，为城

市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和

活力。”上海市副市长刘多介绍，上海着力

打造致力于终身学习的生态系统，建成覆

盖全市的市、区、街镇、居村社区教育网络

体系，支持互联网企业与教育机构开发优

质的数字资源。上海还大力推进数字教

育体系建设，以建设中国首个教育数字化

转型试点区为抓手，在基础教育、职业教

育、高等教育等领域探索基于人工智能的

个性化学习方式，发展基于元宇宙技术的

沉浸式、体验式教学模式，更好地满足各

类学习者的差异化需求。

探索构建推动全民终身学习
的长效机制

推进全民终身学习，离不开长效机制

的支撑。

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

使穆尼尔 •阿纳斯塔斯抛出了一个问题：

“怎么样促进并维持终身学习的计划？”

他提出，在数字转型过程中需要通过基

金、机构清单和平台三个方面来回答这一

问题。第一，终身学习基金可以靠成员国

和其他捐赠者自愿提供；第二是要制订

机构架构清单，在全国委员会促成下确认

各个终身学习相关机构的职责；第三是

打造数字平台，让所有课程都能在线上被

获得，一些国外课程可以通过 AI 等技术

被翻译获取。

“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教育变革，大力

发展多样化、个性化的教育，为所有人提

供时时可学、处处可学的终身学习机会，

已成为教育领域的重大任务。”中国教

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

国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杰提

出倡议，推动共建共享，为全民终身学习

提供坚实助力；加强数字教育，支持人

们获取适应数字时代的核心能力；深化

合作交流，凝聚推动终身学习数字化变

革强大合力。他指出，要充分发挥教科

文组织平台优势，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南

北合作，优先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

洲地区和小岛屿国家，让世界范围内所

有人都能通过数字化获得优质终身学习

机会。

研讨会期间，上海开放大学和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信息技术研究所推出

了联合研制的《数据和 AI 驱动的智慧教

学设计指南》。该指南强化教学互动，包

括教学动机，教学模式，课前准备、课中沉

浸、课后提升等教学设计以及教学评估，

将理论与课堂教学流程相联结，设计教学

实施步骤，总结提升课程教学效果的诊断

方法与整改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