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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育是个复杂的系统，各国都在寻找提高教育质量的方法，以适应复杂多变世界的挑战。围绕如

何有效运用信息通信技术( ICT) 支持 2015 年后教育目标的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了首届国际教育信息化

大会，并发表《青岛宣言》。本文对宣言中提出的教育行动框架进行了解读，内容包括开放教育资源与解决方

案、优质学习、终身学习途径、在线学习创新、在线学习的质量保证和认可、监督与评估、责任感与合作伙伴关系

等，探讨《青岛宣言》所反映的各国利用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发展的决心与策略，明确了教育信息化为之服务的教

育发展目标中的核心是全纳教育与终身学习，强调互联网 + 时代创新教与学方式是实现优质学习的根本途径，

提出了中国应积极参与发挥自身作用并助力全球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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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教育是个复杂系统，各国都在寻找提高教育质

量的方法，以适应这个复杂多变世界的挑战。充分

发挥信息技术的作用，为全球教育目标的实现发挥

核心与关键作用，却是个难题。而这正是各国政府

在制定教育信息化发展战略与措施时必须思考的。
201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召开了首届国际

教育信息化大会，发布了《青岛宣言》。该宣言针对

今后 15 年全球教育发展的新目标，探讨 ICT 如何有

效地发挥作用，尤其是针对落后国家应采取哪些举

措来推进教育变革。
各国虽然普遍关注利用 ICT 实现对教育发展的

支持，然而纵观全球教育发展现状，形势不容乐观，

教育公平依然是亟待解决的难题。《全民教育全球

监测报告( 2015 年) 》显示: 全球仅 1 /3 国家实现了

2000 年全民教育计划所有目标，仅半数国家实现了

该计划提出的普及初等教育这一重要目标; 全球仍

有 5700 万小学适龄儿童及 6300 万青少年失学，另

有 7． 81 亿 成 年 文 盲。该 报 告 估 计，为 了 能 够 在

2030 年实现全球普及学前教育、小学及初等中学教

育目标，还需在现有基础上每年额外投入 220 亿美

元用于教育事业发展( UNESCO，2015) 。
技术为各国、各地区解决教育发展面临的问题

提供了可能方案。一方面，人们对新技术的追求与

探索一直持续进行中。近几年，技术不断革新，越来

越多的人试图挖掘技术的潜能，将其作为解决现实

问题的可能途径。新兴技术不断被引进教育教学

中，如机器人成为未来学习伙伴、3D 打印技术颠覆

学生动手实践、教育游戏逐步改变学习观点、社会性

虚拟社区支撑大规模合作学习等。这些技术对于有

效促进学习者参与学习过程，形成良好的认知和情

·73·

第 22 卷 第 1 期
2016 年 2 月

开放教育研究
Open Education Research

Vol． 22，No． 1
Feb． 2016



感体验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张进宝等，2014) 。美

国新媒体联盟发布的《地平线报告》( 2015 年高等教

育版) 提出了未来五年教育技术的趋势、挑战及技

术，近期的自带设备与翻转课堂、中期的创客空间及

可穿戴技术、远期的自适应学习技术与物联网备受

关注，并预测这些技术将对教育带来深刻影响。
另一方面，从全球视野看，加强所有国家、各国

政府及其服务的社会之间的合作更加迫切，对教育

管理和组织及涉及教育本质问题的公共辩论与参

与，对于教育体制的改进与提高至关重要( 赵中建，

2005) 。未来 15 年的教育发展将进一步强调广阔的

终身学习视角的重要性。使人们享有高质量教育，

满足生活工作的各种期望，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目

标，是各国都应为之努力的方向。为了发挥 ICT 在

实现 2015 年后教育目标的作用，政策制定者需要理

解 ICT 在提供平等的高质量终身学习机会中的作

用，教育和 ICT 行业也需要确定跨行业策略，将 ICT
融入 2015 年后的教育议程。

本文以《青岛宣言》为蓝本对 2030 年前全球教

育信息化发展进行前瞻性透视，这对于国人理解国

际教育信息化发展思路，探讨中国教育信息化的发

展方向有重要意义。

二、机遇与挑战: ICT 与未来教育变革

《青岛宣言》是继“世界教育论坛”发布《仁川宣

言》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台的又一重要文件。该

宣言提出，为了在 2030 年前实现全纳和公平优质的

教育以及终身学习目标，必须利用 ICT 增强教育系

统，促进知识传播，提升信息访问，实现高质量和有

效率的学习，提供更高效的服务。宣言的主要内容

包括: 开放教育资源与解决方案、优质学习、终身学

习途径、在线学习创新、在线学习的质量保证和认

可、监督与评估、责任感与合作伙伴关系。
( 一) 推动开放教育资源计划，扩大优质教育资

源覆盖

在终身学习背景下，开放教育资源为各国向知

识经济社会成功转型提供了契机。正如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指出的，开放教育资源是缩小教育鸿沟、推动

教育公平、增进教育机会、提高教学品质、激发教育

创新的重要驱动力。从 2001 年麻省理工学院启动

“开放课件”项目以来，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世界

一流大学纷纷跟进，开放教育资源已经逐步成为高

等教育国际化、信息化背景下的重要潮流和运动。
开放教育资源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开放课

程资源推广、微教学视频资源传播与大规模开放在

线课程兴起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各有侧重点，其内涵

不断扩展与延伸，但对学习者与学习本身的关注尤

其凸显( 徐鹏等，2013) 。国际教育组织针对其发表

了多 项 声 明 与 准 则，如《开 普 敦 开 放 教 育 宣 言》
( 2007 年) 、《达喀尔宣言》( 2009 年) 、《巴黎 ORE》
( 2011 年) ，强化开放教育资源的发展战略及政策，

支持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优质学习材料。目前国内外

已形成许多商业化公共巨型平台，如 Coursera、Edx、
华文慕课、学堂在线等，它们推动教育发生革命性变

革，使得知识的生产、获取、传播等发生极大变化。
开放教育资源给教育利益相关者提供了提高课程质

量以及扩大获取课本和其他方式学习内容的机会，

促进创新性地使用教材内容，推动知识创新。
( 二) 创新 ICT 应用模式，助力优质学习目标的

实现

优质学习对学习的自主性、个性化、兴趣驱动、
文化沉浸及能力培养等提出新的要求与挑战( 丁念

金，2013 ) 。改善教育系统，转变学习方式，制定长

期政策和策略，发挥 ICT 的潜力是取得长期发展的

必备条件。充分利用 ICT 进行学习的能力不再是一

项特殊技能，而是现代社会成功的基础。信息技术

技能和信息素养，包括识字、运算以及跨学科教学对

信息技术丰富的教育环境提出了迫切要求，为学习

者提供更加便利、舒适、有效的智慧学习环境是教育

信息化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黄荣怀等，2012) 。
信息化环境下，学生对学习方式产生了新的诉

求，为此教师应重新思考自身的角色，充分理解环境

变化带来的学生在学习目的、思考方式以及学习方

式上涌现的新特点。首先，教师要转变对自身角色

及作用的认识，教师不再是传统教育的文化知识传

授者及教学管理者，而应逐渐成为知识体系建构者

及课程教学研究者。为此，各国采用多种形式促进

教师专业发展，例如，韩国教育咖啡屋、美国德雷赛

尔( Drexel) 大学数学论坛等基于学科教研的网络学

习社区; 此外，Math Teacher Link 等开设支持教师开

放学习的专题学习网站。相比于国外，国内教师在

专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尊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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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几乎没有选择接受培训课程的权利，很多专业发

展项目没有真正考虑教师的需要和特点( 汪晓东，

2009) 。特定学段、特定学科、特定发展阶段教师的

需求存在多层次与多方面问题，如何针对性地支持

与促进教师的有效学习是个重要话题。当前教师专

业化发展在实践层面有许多做法，如针对乡村偏远

落后地区的教师开展双师课堂，促进区域教师合作

与提升的网络教研，学术机构引领下的教师学习共

同体及校本研修等。如何设计与创造有利于教师学

习的学习空间，充分支持不同需求阶段教师真实、持
续、有实际效果的学习是未来研究的重点与趋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开展多项教师教育项目促

进教 师 发 展，以 实 现 教 与 学 方 式 的 持 续 改 进，如

2002 年发起利用开放远程教育开展教师教育指导

项目，为教育部门和教师培训机构的中高层提供政

策指导; 又如 2002 － 2004 年在斯里兰卡开展教师信

息技术培训，促进教师有效使用 ICT 的能力，减少不

同地区之间师资的差距; 2003 － 2006 年，开展 ICT
应用创新改善中国西部教育项目，缩小中国东西部

教育的数字鸿沟; 2006 年至今，还开展了通过 ICT
培养下一代教师项目，促进发展中国家利用 ICT 开

展教师教育培训; 2011 年至今，非洲能力建设研究

所实施了利用 ICT 促进远程教师教育项目，开发

ICT 促进教师发展的标准与模式。这些对推动全球

教师发展意义重大。
( 三) 进一步扩大终身学习途径，惠及全体民众

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是当今世界

教育改革与发展乃至社会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是

在工作和生活方面提高个人知识、技能和能力的指

导原则( 朱敏等，2014 ) 。保罗·郎格朗 1965 年提

出的“终身教育”理念受到各国的极大关注，构建终

身学习体系成为教育强国的发展目标。科隆威计划

是欧盟终身学习计划的支柱，该计划面向广大成人

提供平等的学习机会。在十多年中，该计划先后经

历萌芽、形成、发展阶段，采取了建立“流动学习和

伙伴关系”“多边合作项目”“科隆威网络”三大重要

举措( 蒋亦璐，2014) 。芬兰的终身学习理念融入各

个教育领域，不论是在学术型教育、职业型教育还是

正式教育、非正式教育，还在终身学习政策中贯穿公

平、灵活以及高质量原则，还特别确立了终身学习在

成人教育方面的指导原则和目标( CIMO，2012)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利用 ICT 促进终身学习体系

实施了一系列项目，如在学前教育方面，利用 ICT 促

进儿童发展，充分发挥 ICT 在早期教育中的潜力; 在

基础教育方面，利用 ICT 促进政策对话，提高基础教

育的质量与效率; 在高等教育方面，开展利用 ICT 提

升高等教育的机会、成效及效率，创造性地促进亚太

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 在职业教育方面，充分挖掘

ICT 在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中的应用，改进职业教

育的管理与教学; 在远程教育、特殊教育及非正规教

育等领域，开展项目，整理分享优秀案例，帮助会员

国制定合理的政策与战略。
全纳教育一直被认为是特殊教育发展的必然趋

势，立足于探究并消除导致特殊儿童与正常儿童之

间的壁垒。全纳教育是针对特殊教育开展的教育改

革，提出后在许多国家获得实施，比如英国、澳大利

亚、西班牙等实施了“一体化教育”，美国实施了“回

归主流运动”，北欧国家实施了“正常化运动”等。
ICT 支持的贴近现实和多样化的全纳教育环境，不

仅为残疾儿童提供了获取更多教育资源的机会，更

为弱势与困难群体提供了多样化的学习途径，同时

技术的支持提升了培训成效，对促进全纳教育参与

者合作与协调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 四) 推动在线学习技术与应用创新，引领教育

发展

时代变化与社会需求驱使一大批学习者寻找学

习渠道，以获得在竞争激烈的职业生涯中所需的知

识与技能，而技术的发展使得高品质的教育能突破

文化与地域的限制。组织严密的网上学习课程对大

学生及其他学习者、学校及其他机构及广大社会民

众等意义重大。包括“慕课”在内的在线学习虽然

在质量保证、教学效果和认证方面面临挑战，但在高

等教育和终身学习上有潜力打造新的学习途径。
在线学习创新鼓励开展“既有学识评价”和“基

于能力的学习”，鼓励学生根据先前的已有学识自

定步调开展学习，而不是简单地用所修学分的多寡

来价他们的学业成就。政府、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

者应进一步考虑和利用在线学习创新带来的机遇。
在高等教育学费持续上涨的背景下，通过“已有学

识评价”和“基于能力的学习”，鼓励在职工作者重

新回归高等教育，这不但能缩短学生获取学习证书

的时间，还能减少教育成本，让更多人负担得起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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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费用( 胡小勇等，2014) 。如由美国宾夕法尼

亚州、美国航空航天局、美国科学教师协会合作建立

的、面向科学教师提供教师专业发展服务的“教师

学习之旅”( Teacher Learning Journeys Project) 在线

课程，采用新的个性化专业发展方式，以满足科学教

师的个人职业发展目标，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
教育大数据的应用目前主要有教育数据挖掘和

学习分析两大方向。教育大数据的获取、存储、管理

和分析，可以构建学习者学习行为相关模型，分析学

习者已有学习行为，对学习者的未来学习趋势进行

科学预测，并有一定的预警功能 ( 徐鹏等，2013 ) 。
在线教育应挖掘教育大数据的潜力，通过全面持续

地采集数据，提高网上学习效果，增强对学生行为和

学习的理解，提高在线课程的设计和组织。同时，政

府需要制定政策，确保数据使用的安全、适当和符合

社会道德，包括保障学生个人信息的隐私和保密。
( 五) 推动在线学习的质量保证和认证制度，促

进在线学习快速发展

近年来，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 MOOC) 成为高

等教育领域的热点，由此在线学习的质量保证与认

可也成为持续关注与讨论的主题。提高在线学习的

相关性、可信性，支持终身学习、专业发展和人才流

动，质量保证和认证是关键。MOOC 平台和在线课

程尝试采取多样化手段对学员学习进行评定认证，

如颁发学习证书或授予学分等。在认证和评估方

面，《青岛宣言》提出基于 ICT 的创新方法，包括基

于能力、基于学档、基于在线徽章、基于同行评议等，

拓宽学习者能力认证的途径与评价范围。这些方式

都是各国值得探索的可能做法。
现行高等教育体制存在功利性的弊端，追求学

位以获得求职机会与优势，使得学位贬值现象日益

严重。学习者利用跨学校、跨平台资源持续不断的

学习提高自身的生活与工作能力，需要透明的质量

保证机制来支持有效可靠的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

和资格需要得到国家及社会的公开认可。ICT 促进

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融合已逐渐成为趋势，而其

中能力与知识的认可与认证是实现其有效融合的关

键途径与桥梁。
( 六) 加强 ICT 应用效果及其过程的监督与评

估，确保产生实效

如何跟踪教育的实施并了解教育发展现状是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视野下提出的现实需求。全

球教育的监督与评估需要调动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

等的参与，支持各国、各地区在全球范围内的数据收

集、分析与报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监督与评估

方面推动了不少项目，如针对亚太地区制定和完善

了亚太地区教育信息化绩效指标体系，为亚太国家

的教育信息化评估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有益启示。
2013 年发布的全球媒体和信息素养( MIL) 评估框

架，为各成员国评估公民，尤其是教师在媒体和信息

素养方面的能力提供了有力工具( 陶媛，2014) 。建

立和维护教育信息化全球数据库，是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统计局( UIS) 及其合作伙伴的时代使命，在此

过程中需要加强各成员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

作与沟通，在国家层面制定相应机制与程序，及时报

告各个国家准确和完整的数据。同时，联合国教科

文组 织 承 诺 主 持 与 出 版《全 球 教 育 监 测 报 告

( GEMR) 》，应用教育信息化核心指标，定期提供全

球教育信息化监测服务。这将有助于各国在审视本

国教育的同时跟进全球教育前进的步伐。
( 七) 各方应增强责任感与使命感，广泛开展合

作，建立多层次伙伴关系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政府、产业伙伴、学术

界及其他教育利益相关者在教育方面的深度合作是

影响教育信息化政策顺利实施的有力保证。各方需

合力共创共享资源，以公平、开放、动态等理念推动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数字化学习生态。从经验来看，

项目能否可持续实施往往取决于资金投入能否延

续。各国政府应进一步与私营部门及企业进行协商

与对话，创新投资机制，推广服务模式。当前经费资

源的投入策略出现多样化，如政府支付、赞助商支

付、家长支付、学校支付及共同投入等，这些创新筹

资机制将确保经费资源的安全，各国政府需加强这

方面的设计与举措，挖掘与释放技术促进学习的潜

能，以达到与 2030 教育议程的高度一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承诺此后将开展三项探索性

工作，以支持 2015 年后教育发展议程中教育信息化

方面的国际合作: 一是建立帮助发展中国家( 特别

是最不发达国家) 的国际基金，促进其利用信息和

通信技术实现国家教育目标; 二是建立教育全球网

络，分享教育信息化方面的专业技能与知识，服务于

政策制定者、研究者和教师; 三是建设信息共享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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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分享技术支持教育创新的成功实践与经验教训。
这三项工作将为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提供

全球的话语平台与服务，推进教育的国际化合作。

三、认识与思考

( 一) 《青岛宣言》明确提出了 ICT 助力面向

2030 年教育发展议程的行动方案，全面阐释了各国

推动教育信息化的共识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的差异，导致推

动 ICT 教育应用的思路也有较大差异。多年来，各

国政府及相关组织在各自领域推动着教育的发展。
《青岛宣言》所提供的统一框架，对促进各国交流与

互动提供了难得的平台。《青岛宣言》鼓励政府、行
业、民间组织通力合作，创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公

平、动态、负责和可持续的数字化学习生态系统。众

多机 构 由 此 可 以 加 大 相 互 间 的 合 作 与 交 流。以

2015 年 12 月份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互

联网教育合作伙伴会议”为例，来自联合国、中国、
法国、韩国、摩洛哥、巴西等组织和国家的教育官员，

以“紧抓数字机遇，引领教育转型”为主题开展研

讨，推动各国更好地落实首届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

文件《青岛宣言》，运用信息通信技术促进联合国

2030 年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由此可见，各

国对《青岛宣言》所提出思路的高度认可。
( 二) 助推“全纳教育”与“终身学习”的实现是

教育信息化发展战略的出发点

教育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教育形态与社会形

态之间有高度的相关性。教育的目标定位必然与社

会及时代发展息息相关，并反过来支持与维护当下

的社会形态。因此，教育变革是个历史和社会的过

程，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青岛宣言》特别谈到终

身学习与全纳教育理念，一方面是由于新知识的迅

速发展和旧知识的快速过时，人们对继续教育的需

求日益迫切，以保持或增强个人工作能力，获得个人

满足感，同时也有助于解决工业时代儿童难以获得

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老年人被搁置角落偏离社会

主流等问题。ICT 支持下的学习，使任何人都可以

获得学习机会，并促进其对周围世界的互动与分享

( 拉塞尔·阿克夫等，2010) 。“全纳教育”与“终身

学习”当下看来是短期内不可能实现的完美目标，

但 21 世纪的社会现状与需求正在促进这一目标的

实现。建立完善的教育发展机制以融合正式教育与

非正式教育，联合教育家、政治家及商业领袖等教育

利益相关者，使得教育不再是精英式，亦不属于特定

年龄阶段，是推动教育迈向更高目标的战略选择。
( 三) 创新教与学方式是“互联网 +”时代实现

优质学习的根本途径

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

人才培养的质量，取决于该国能否为学习者提供优

质学习。ICT 为优质学习的实现提供了全新的平台

和广阔的学习空间、多样化的学习手段以及丰富的

资源。推动 ICT 支持优质学习，需要根据学生的认

知发展、数字化学习能力等特征，优化在线学习空

间，提升教师专业发展水平，促进数字化学习资源的

利用，以此推动教与学方式的变革。目前，国内外已

经涌现出一些技术支持的新型教学模式，如基于网

络学习空间的教学、翻转课堂和基于设计的教学等。
在“互联网 +”背景下，充分发挥 ICT 在变革教与学

方式的潜在作用，深度推动教与学方式的变革，满足

学习者个性化学习的需求，培养学习者的 21 世纪技

能，是中国乃至世界各国都应遵循的发展路径。
( 四) 参与并发挥中国作用，助力全球教育信息

化发展，是推动全球教育发展目标实现中国走出去

战略的重要举措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准确把握国际教育

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参与国际教育政策的制定，已成

为当下中国急需重视的问题。全球化时代带来的不

同文化与经济体之间的交流，使得人们不得不正视

教育在交流、合作与竞争中的重要作用。不同社会

条件与背景下的教育模式、教育发展研究，需要站在

更高的层面去理解，需要面向全球教育发展来关照

中国教育实际，努力实现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融

合。中国教育信息化正在向全面融合阶段迈进。世

界上很多国家的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总体很高，但

大多体量偏小，面临问题不大。中国教育信息化在

实践中形成了自身的特色，走与发达国家不同的道

路，但助力公平、优质、全纳教育的作用是同一的。
当前中国教育存在的最严峻问题是发展不均衡，既

有发达地区的学校在全球 PISA 测试 中“拔 得 头

筹”，也有众多落后偏远地区的学校“缺师少教”。
公平、均衡、质量仍是当下国内教育面临的重大挑

战。近些年，中国政府在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弥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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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师资差异、优化教育资源供给和提升数字资源适

配性等方面，探索了利用 ICT 促进教育公平的途径，

这对于其他国家解决教育发展问题也有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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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ICT Development Strategy towards Education 2030:
Understanding Qingdao Declaration Framework for Action

HUANG Ronghuai，ZHANG Jinbao，JING Qianxia ＆ LIU Xiaolin

( Faculty of Education，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 Education is a complex system，and many countries are seeking various solutions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in order to meet the challenges and needs of this complex world． UNESCO held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
ence on ICT and post － 2015 education and released QINGDAO DECLARATION． Following the framework of the DE-
CLARATION，this paper analyzed the practice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regarding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solu-
tions，quality learning，lifelong learning pathways，online learning innovations，quality assurance and recognition of
online learning，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accountability and partnership，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pa-
per also discussed the ICT determinations and strategies that most countries have used to promote educational develop-
ment，clarified that lifelong learning and inclusive education are the primary goals for using ICT to enhance educa-
tion．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the paper proposed that，the fundamental solutions for quality learning is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novations in the era of“Internet +”．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an active part in the devel-
opment of ICT in education in the global context，and make its special contributions to achieving the goal of the life-
long learning for all．
Key words: Qingdao Declaration; ICT; educational change; lifelong learning; inclusiv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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