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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执教五十余载了，在整个教育生涯中，先后教过中学生、大学生，以及硕

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如今，这些学生都已走向社会，他们中有些成为长江学

者、学术带头人、中小学教师、企业家、校长等，成为各自领域的中坚力量。对

于这些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他们能够成才或者成功？哪些

因素影响和决定了他们的成长？作为一名学者，我所研究的是关于人及其身心发

展规律的科学。在研究中，我也经常从专业的角度在思考，一个人取得成功并最

终获得幸福生活，应该具备哪些必要的能力条件和人格特征？或者说，对于一个

人的成长、成才、成功生活来说，到底哪些品格和能力是最为关键的？围绕这些

问题，过去三十余年来，我和我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系列关于学生的一般能力

（智力）、学科能力、跨学科能力、人格特征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明确强调

了教育的本质功能和真正价值，开始从国家层面更加深入系统地考虑“教育要立

什么德、树什么人”或者说“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教育最根本的问题。这

也使我对自己多年以来一直思考的这个问题有了更加高位的认识。恰逢此时，教

育部启动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研究工作。国际经验启示我们，对这一重大

教育问题的回答和解决，必须基于对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必须依靠科

学的思考和方法。而心理学是研究人的身心发展规律的科学，并且在学生品格与

能力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和研究成果。为此，面对这一时代命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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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

理学科有责任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和为人民服务。我

想，这也是中国心理学研究者在面对国家重大需求问题时，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使

命。基于这一考虑，我带领研究团队承担了教育部的这项重大委托课题，遴选和

界定中国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即２１世纪中国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

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现代汉语词典》中，“素养”主要指“平日的修养”，强调其是后天习得和养成

的。那么，“素养”与“素质”有什么区别？“素质”一词在词典中的解释是人的神经

系统和感官上的天生的特点，也指事物本来的性质、人的本性。在素质教育中，

“素质”对应的主体是“教育”，是相对于应试教育中的“应试”而提出的，主要指人

在先天的生理基础上，通过后天环境影响和教育训练所获得的内在的、相对稳定

的、长期发挥作用的身心特征及其基本品质结构。“素养”是指在教育过程中逐渐

形成的知识、能力、态度等方面的综合表现，其对应的主体是“人”或“学生”，是

相对于教育教学中的学科本位提出的，强调学生素养发展的跨学科性和整合性。

从这一角度而言，核心素养是对素质教育内涵的解读与具体化，是全面深化教育

改革的一个关键方面。

从文献来看，虽然“核心素养”的提法相对较新，但其蕴含的思想却由来已

久。从古至今，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及学者们都曾围绕人应该具备的“核心素养”问

题，进行过深入而全面的讨论。进入２１世纪，随着全球化、信息化与知识时代

的来临，面对崭新的更富挑战性的时代格局，各国教育改革都无法规避的一个重

大问题就是，２１世纪培养的学生应该具备哪些核心素养，才能使他们成功地融

入未来社会，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于是，学生发展核心素养问题陆续

受到一些国际组织、国家或地区的关注。尤其是近五年来，２１世纪核心素养的

浪潮开始席卷全球，很多国家或地区把培养２１世纪核心素养作为国家发展的前

瞻性战略问题，纷纷从各自国家及公民发展需求的角度，提出了一批各具特色的

核心素养框架或体系。

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考虑到我国的国情特点，我们在研究中国学生发

展核心素养的过程中，重点把握了三个方面的原则。第一，科学性。研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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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基于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教育教学实践活动

规律，采用科学的手段和方法，进行核心素养指标的遴选与界定，确保研究过程

的严谨性和系统性。第二，时代性。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指标的遴选要面向未来，

反映时代发展需求，体现新时期社会对人才的新要求。第三，民族性。核心素养

研究必须根植于本民族的文化历史土壤之中。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丰富的传统

文化思想以及独具特色的传统教育体系中，都蕴含了诸多对人才培养和教育的思

考。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特色，立足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历史

文化特点，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作为一套有系统规划设计的、指向２１世纪的育人目标体系，学生发展核心

素养的建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它将逐渐从多个途径和多个角度引导整

个教育系统的变革。具体而言，其功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指导课程改

革。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是课程设计的依据和出发点。基于核心素养的顶层设计，

可以指导课程的变革与推新，建立基于核心素养的新课程体系，并指导各学段和

各学科课程目标之间做好垂直衔接与横向整合。第二，指导教学实践。核心素养

明确了“２１世纪应该培养学生什么样的品格与能力”，可以指导教师在日常教学

中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克服目前存在的“学科本位”或“知识本位”现

象，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第三，引导学生学习。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反映了未来

社会的需求和期望，可以帮助学生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学生需要朝着这一目标

不断地努力。第四，指导教育评价。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是检验和评价教学效果、

学习结果乃至教育质量的主要依据。

本书是“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系列丛书的第一册，主要从整体上展开对学生核

心素养的探索与分析。后续的书籍中，我们将分别针对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

基础理论、大中小学生核心素养的内容与表现水平等展开探讨与解读，希望能够

系统地呈现出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内涵、特点与表现水平。当然，我们也认

识到，从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出、丰富完善，到最终实践落实，需要来自教育系统

内外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这是一个不断推进、层层落实的复杂过程。目前，我

们研究团队的工作还处于探索阶段，所提出的研究成果需要在教育实践中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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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

丰富与完善。希望这套书能够为广大教育工作者理解和把握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

养提供参考，并期盼广大读者能够与我们共同交流和探讨，一起为中国学生核心

素养的培养做出努力。

是为序。

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６日于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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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核心素养研究的缘起

从本质上来说，关注学生的核心素养，就是关注“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

一最根本的教育问题。这是当前全社会都在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它不仅关系到

国家、社会的发展，也关系着千千万万个家庭的未来，尤其是对教育工作者来

说，这是一个必须要思考和面对的问题。我国是一个教育大国、人力资源大国，

我们的教育规模是世界上最大的。但同时也不能否认，我国目前还不是教育强

国、人力资源强国，还处于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过程中。那么，在这一历史性

的迈进中，面对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新的时代格局，回顾素

质教育改革的历程，我们不禁要思考，教育到底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应该培养

学生哪些关键性的核心素养，才能让这些孩子将来能够更好地健康发展、幸福生

活，才能够使他们成功地融入未来社会？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

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明确强调了教育的本质功能和真正价值，也指明了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

目标和方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

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形成爱学

习、爱劳动、爱祖国活动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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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实践能力”。为贯彻十八大精神，教育部启动了“立德树人”工程，以培养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

２０１４年３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

见》，明确提出了落实立德树人工程的十大关键领域。其中，研究制订学生发展

核心素养体系是首要环节，并提出把核心素养体系作为研究学业质量标准、修订

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的依据，用于统领课程改革的相关环节。这也是首次在国家

课程改革的重要文件中明确使用“核心素养”一词，体现了以人为本，尤其是以学

生核心素养发展为本的教育改革思路，意味着党和国家把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问

题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上。

那么，为什么要把核心素养的培养问题放到如此高度？在我国关注和研制学

生核心素养体系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国际趋势、党的教

育方针的落实、素质教育改革的需要三个方面来进行思考。

一、迎接２１世纪挑战：核心素养研究的国际共识

从国际上来看，核心素养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无论是在哪个国家或地区，都

与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革，以及教育改革的深化紧密相连。当前，我们正处在

全球化的进程中，全球化首先表征为经济的全球化，而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资

源、技术、资本、资金的全球化流动，必然导致人才的全球化流动、竞争与合

作。此外，当前也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各国的

产业结构正在慢慢地发生变化。所有这些，都在重新塑造着我们的世界。正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一种新型的人才观逐渐形成———它要求未来的教育应该致力于培

养具有２１世纪核心素养的人。

在全球化、信息化与知识社会的背景下，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

烈，已经从过去表层的生产力水平竞争，转化为深层的以人才为中心的竞争。在

这种国际格局下，一切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取胜的关键在科技，实质在人才。为

此，以经济发展为核心、致力于公民素养的提升，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的共同

主题。针对这一国际大背景，各国教育改革都无法规避的核心问题就是，２１世

２



前　言

纪培养的学生应该具备哪些最核心的知识、能力与情感态度，才能成功地融入未

来社会，才能在满足个人自我需要的同时，推动整个社会健康发展？这一问题促

使各国际组织、国家和地区加大了对人才标准研究的力度，重视培养和造就人

才。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简称经合组织（ＯＥＣＤ）］率先于２１世纪初，提出了核心素养的指

标体系。随后，世界上的一些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例如，美国、英国、芬兰、

澳大利亚等，也纷纷启动了基于核心素养的教育目标体系研究，希望能够遴选出

符合自己国家需求的核心素养指标，并进一步开发完善以核心素养为基础的课程

改革方案，全面提升自己的教育质量。

在各国际组织、国家和地区对核心素养的研究过程中，除了延续过去的脱

盲、扫盲所强调的读、写、算等个人基本素质，以及执行日常生活功能的素养之

外，他们更进一步试图提升国民的核心素养。此外，尽管世界各国的情况都不尽

相同，但是，越来越复杂多变并且相互依赖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特点。商业贸

易的全球化、科技交流的国际化，都足以说明国家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人类也

拥有高度类似的生活，这些都为建构一套通用的核心素养体系提供了前提和可

能。从这一角度而言，核心素养的培养能够保持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有利于间

接提升一个国家的实力，为国家在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取胜提供基本的保障。

有鉴于此，为了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并顺应世界教育发展趋势，应研究

并建构符合中国国情与现实需要的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

二、核心素养是党的教育方针总体要求的具体化与细化

从党和国家层面来看，核心素养体系是党的教育目标的具体体现，是连接宏

观教育理念、培养目标及课程与教学目标的关键环节，也是建构科学的教育质量

评价体系、推进教育问责的重要基础和依据。

党的教育方针从宏观层面上明确提出了我们国家教育的培养目标，即“培养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对人才培养具有全局性的指

导意义。同时，党的十八大报告还指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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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要求，“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完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形成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活动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

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这些方针政策，对于我们的人才

培养都起到了重要的指导意义。

但同时也应当看到，这些方针政策相对来说比较宏观，要落实到具体的教育

教学过程中，还需要将它们进一步具体化、系统化和细化，转化为学生应该具备

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素养要求，进而贯穿到各学段，融合到各学

科，最后体现在学生身上。此外，还应当看到，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为了更加精准地理解和解读党的教育

方针，当前迫切需要立足于我国国情，结合时代特点，根据学生的成长规律和社

会对人才的需求，把对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总体要求具体化，建构一套科学

的、有中国特色的学生核心素养体系，从而深入地回答“教育要培养什么人”的

问题。

此外，我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核心素养对于人才培养至

关重要。目前我国正举办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现代化教育体系初步形成，

完成了教育大国、人力资源大国的崛起。截至２００９年，我国１５岁以上人口和新

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超过８．５年和１１年，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从业人数

超过８２００万人。我国已经成为人力资源大国，正在加速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

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要实现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目标，必须从小重视核心素养

的教育和培养。而且，从人力资本理论（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ｈｅｏｒｙ）的角度来看，提

高个体的核心素养，可以促进个体进入职场后的工作效率，为企业创造更多的财

富，促进人力资本的开发。为此，核心素养不仅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同时

还受到社会人士和企业的重视。

三、从素质教育改革的角度看核心素养

从素质教育改革的角度来看，核心素养研究体现了以“学生发展”为核心的教

育视角的变化，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迫切需要和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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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是对素质教育内涵的解读与具体化，是全面深化教育改革的一个关

键方面。素质教育（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是相对于应试教育提出的，这里，

“素质”对应的主体是“教育”，它的内涵主要是指人在先天的生理基础上，通过后

天的环境影响和教育训练，所获得的内在的、相对稳定的、长期发挥作用的身心

特征及其基本品质结构。相对于“素质”，“素养”（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或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ｙ等）

是指在教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知识、能力、态度等方面的综合表现。这与中华传

统文化中“素养”的含义是一致的。“素养”一词，较早出现在《汉书·李寻传》：

“马不伏历（枥），不可以趋道；士不素养，不可以重国。”把素养视为经常修习的

涵养。后来，在我国汉语中主要指平日的修养，如道德素养、人文素养、科学素

养等。可见，“素养”对应的主体是“人”或“学生”，是相对于教育教学中的学科本

位提出的，强调学生素养发展的跨学科性和整合性。

在推进素质教育的过程中，需要对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体系进行全面系统的

凝练和描述。自“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全面实施以来，素质教育已成为２１世纪

我国教育改革的旗帜和行动指南。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素质教育改革已取得了初

步成效，而如何进一步深化与推进素质教育的内涵，是新一轮教育改革中必须考

虑的问题。虽然改革成效是显著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我国所培养出的学生

已表现出身体素质滑坡、社会适应能力不强、负面情绪较多、实践和创新能力不

足等素养发展不全面的问题。同时，由于我国长期形成的以中考、高考成绩作为

教育质量评价标准的观念引导，以素质教育为本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尚未建立和

形成，导致素质教育的真正推行遭遇重重困境。这些现状与问题都迫切需要转变

教育质量观念，进一步丰富素质教育的内涵，深入推进素质教育改革，真正确立

起以“学生核心素养”为基本框架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和课程体系，以促进素质教

育的深化与落实。

另外，通过对我国现行课程标准的深入分析也发现，尽管“素养”一词在各学

科课程标准中被频繁提及，凸显了其重要地位，然而却缺乏明确的内涵界定和系

统阐述，对跨学科素养的培养相对忽视。此外，由于缺乏基于核心素养的顶层设

计，不同学段的课程目标之间缺乏有效的垂直衔接，不同学科的课程目标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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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整合不够，进而导致素质教育目标难以得到落实，给一线教师的实际教学带

来很大的困惑。因此，围绕“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这一教育方针和目标，迫切需要开展相关研究，界定和遴选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指

标，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改革，全面提升教育质量奠定有力的基础。

总之，对核心素养开展深入研究和讨论，是深化和推进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增强我国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求，是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的重要举措，对提高我国未来的国家竞争力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和长

远价值。

四、本书的内容组织结构

本书是“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系列丛书的第一册。本书共包括六个部分的内

容，分别从基础理论研究、国际比较研究、传统文化研究、实证调查研究、现行

课程标准研究，以及教育实践探索六个方面，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多视角、系统

化地展开对学生核心素养的解读与分析。

第一章主要对核心素养的概念内涵进行梳理和界定，厘清核心素养概念的内

涵与理论结构，形成对核心素养的准确认识与定位。

第二章主要从国际视角下探寻核心素养的研究现状。具体来说，本章将立足

全球化的视野，以经合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Ｅｄ

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简 称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ＵＮＥＳＣＯ）］，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国际组织、国家或地区为研究对象，

探讨其界定、遴选学生核心素养的过程、方法与成果，为我国核心素养研究提供

参考依据。

第三章主要从传统文化中发掘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本章将基于对中国传统

文化思想与传统教育的分析，系统梳理我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个体修身成德和自我

完善的教育思想，厘清传统教育所重视的有关学生培养的内容，并提出传统文化

对于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学生核心素养体系的借鉴与启示。

第四章将从社会的现实需求中归纳梳理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本章主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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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社会各领域专家群体的意见征询，了解当前我国社会与民众对于人才的现实

期盼与需求。具体而言，采用焦点小组访谈（个别访谈）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

式，广泛调查社会各行各业中有突出成就和影响力的人群对学生在２１世纪应具

备的核心素养的基本观点和看法，以及他们对建构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总框架

的具体建议，为充分把握国情、建构符合我国现实需要的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

提供科学依据。

第五章主要是从现行课程标准中反思学生的核心素养问题。本章将通过对现

行课程标准的内容分析，了解当前课程标准中所包含和强调的学生核心素养内容

及其特点。具体而言，以义务教育阶段的１９门课程标准和高中教育阶段的１６门

课程标准为研究对象，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我国课程标准所关注的学生发展核心素

养指标进行统计分析，揭示“素养”在不同学科和不同教育阶段课程标准中的分

布、结构与教育理念。

第六章主要探讨学生核心素养的相关教育实践，包括基于核心素养的教育质

量评估、课程教学改革、教师专业发展，以及学习环境创设等。通过对这些实践

探索方式进行梳理和总结，提出对落实和推行核心素养的借鉴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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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一　 章

核心素养的内涵：演变与共识

　　　核心素养概念的演变与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是社会生产力

与生产方式发展变化的产物。从古至今，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及学者们都

曾经围绕人应该具备的 “核心素养”进行过深入而全面的讨论，反映的

都是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是当时的人们对 “教育应培养什么样的人”

这一问题的答案。在以农业经济形态为主导的古代社会背景下，人才的

培养重视道德品性；在以工业经济形态为主导的现代社会背景下，人才

的培养重视能力本位；而在以信息经济、低碳经济等经济形态为主导的

当代社会背景下，人才的培养则需要重视核心素养。强调 “核心素养”

才是培养能自我实现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高素质国民与世界公民的基础，

它反映了当今时代社会发展的需求。

核心素养为当代世界所普遍重视，是各国际组织与政府在进行教育

改革与课程改革时密切关注的热点。虽然各国际组织与政府在 “核心素

养”的具体表达方式上存在差异，但其思想是共通的，即都重视公民的

关键的、必要的、重要的素养，并且都强调核心素养的获得是一个持续

的、终身的学习过程。对 “核心素养”的概念进行研究，可以顺应当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所倡导的教育改革的国际潮流与课程改革

的世界发展趋势。

本章将重点梳理核心素养概念的历史纵向演变历程与国际横向研究状

况。同时，针对国内外关于 “核心素养”一词具有多种表述的问题，进行

概念辨析。最后，提出核心素养的定义，厘清核心素养的特征，并围绕核

心素养与学生发展、教育、教学及课程的关系，对该概念进行准确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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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核心素养内涵的历史演变

从文献来看，核心素养这一概念的提出主要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特别是经

合组织１９９７—２００５年所开展的 “素养的界定与遴选”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简称ＤｅＳｅＣｏ）研究项目 （ＯＥＣＤ，２００５），将该词用于描述所

有社会成员都应具备的共同素养中那些最关键、必要且居于核心地位的素养。不

过，虽然 “核心素养”的提法相对较新，但其蕴含的思想却是由来已久。从古至

今，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及学者们都曾经围绕人应该具备的 “核心素养”进行过深

入而全面的讨论。在他们的视野中，核心素养概念的含义到底有哪些？

一、“德性”的观点———核心素养的传统理论

在教育哲学中，素养被定义成为正义、智慧、勇敢的化身。核心素养的传统

理论，也是教育哲学取向的理论，其时间跨度从古代延伸至２０世纪初，主要围

绕上述这些 “德性”对人的基本素养进行论述，代表人物有西方的苏格拉底、亚

里士多德和我国的孔子等人。

２０００多年以前，人们并没有明确提出核心素养的概念，但是对于作为合格

的社会一员或公民则早已有标准。苏格拉底劝勉人们 “把精力用在高尚和善良的

事上”，教育人们要 “努力成为有德行的人”。“美德即知识”是苏格拉底伦理学

最重要的命题。在他看来，人的行为之善恶，主要取决于他是否具有相关的知

识。人只有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才能趋善避恶。从这一观点出发，苏格拉

底提出了 “德行可教”的主张。这种主张不仅否定了当时盛行于希腊的道德天赋

的观念，而且赋予道德以一种普遍的基础。到后来，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柏拉

图，或是中世纪罗马哲学家西赛罗，他们所主张的古典理论下的公民素养，主要

是认为西方古代时期的公民必须拥有几种主要的德性 （ｃｏｍｍｉｔｖｉｒｔｕｅ），如正义、

智慧、勇敢，且懂得节制。同时，亚里士多德希望城邦公民也要具有公民参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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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在我国，以孔子为代表的思想家们也很早就围绕健全人格进行了思考，并可

归纳为 “内圣外王”的传统文化人才观。所谓 “内圣”，是人通过自身的心性修

养所达到的一种高尚境界。 “内圣”强调个体应该重视仁爱，强调中庸，做到

“忠”“恕”和 “允执其中”；同时强调 “文质彬彬”“立志笃学”，即内在修养与

外部表现要完美结合，而且专心好学；还强调 “重义轻利”“舍生取义”，即要求

人们在某些特定的境遇中，要具有杀身成仁、见义勇为的大无畏气概和献身精

神。所谓 “外王”，是人的心性修养的外在表现，是 “内圣”的主观精神状态的

自然延伸与拓展。“外王”要求个体应有博施济众、济世报民的抱负和胸怀，能

够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外，我国传统文化对 “德性”在人才培

养中的重视，还表现在其他许多著名教育家、思想家的观点中，如：南宋著名理

学家朱熹主张教育的目的在于 “明人伦”，主张教育学生自幼就须 “洒扫进退、

礼乐射御书数开始，以修养其孝悌忠信之道”，提倡 “明天理，灭人欲”的伦理

道德教育，并强调 “立志”“主敬”“存养”“省察”“力行”的人才培养方法和途

径，提出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明代思想家王

守仁倡导心学，强调 “知行合一”“知行并进”及 “致良知”，把道德教育与修养

放在学校教育工作的首要地位，提出了 “静处体悟” “事上磨炼” “审察克治”

“贵于改过”的道德修养方法，提倡不断在道德实践中净化心灵，充分彰显内在

的良知本体；清代教育家王夫之也同样重视道德教育，指出教育在人性的生成过

程中起重要作用，表现为能够积善成性，并提出了 “立志”“自得”“力行”的教

育方法，其中 “立志”即 “志于道”， “自得”是要求学生要有道德修养的自觉

性，而 “力行”则强调将道德知识转变为实际行动，即强调知与行的统一，如此

方能真正提高自身道德修养。

可见，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在传统的人才标准中，人们都将高尚的道德品

性列为第一位的尺度，作为首要的标准，而这些德性品质也正体现了先哲们对素

养内涵的理解。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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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力”的观点———核心素养的现代理论

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工业社会的到来，人们普遍加强了对专门行业技能

及职业需求导向的关键能力的重视。于是，以 “能力”为中心，２０世纪不同学

科取向下的研究者对素养的概念内涵进行了新的思考与分析，使其变得更加丰

富。对此，Ｓｔａｈｌ和 Ｗｉｌｄ追溯了素养概念在教育学、心理学和人力资源研究领域

的发展，并对其发展历程进行了呈现，具体见图１１。

图１１　素养概念的历史发展

从图１１可见，２０世纪有关素养的理论观点大都是 “能力”本位的。能力不

同于知识和技能，但和知识、技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经合组织所主导的

ＤｅＳｅＣｏ研究项目中，将能力定义为在特定情境下通过心理—社会互动，成功达

成复杂要求的素养。这一含义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能力本位的理念最早为职业教育所使用，通过对人的行动

的科学分析，用以探讨职业领域高成就所需要的能力。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皮亚杰

在发展科学领域将能力解释为一般智力，并指出这种一般智力具有强而稳定的个

体差异，个体在不同发展阶段通过同化、顺应双向建构过程，不断实现个体与环

境的交互作用，用以建构知识与能力。２０世纪６０年代，Ｃｈｏｍｓｋｙ在能力—表现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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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ｍｏｄｅｌ）中提出了 “与生俱来的语言能力”。７０年

代，被誉为 “素质研究之父”的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麦克利兰在其 《测量能力而非

智力》（Ｔｅｓｔｉｎｇｆｏｒ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ｎｆｏｒ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一文中提出，能力

包括了动机、特质、自我概念、态度或价值、知识、在工作上与优越表现有关的

认知或行为技能。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Ｐｒａｈａｌａｄ和 Ｈａｍｅｌ提出了 “集体能力”（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ｅ

ｔｅｎｃｅ）的概念，对传统的 “个人能力”观点进行了发展。哈佛大学的加德纳

（Ｇａｒｄｎｅｒ，１９９１）则通过提出多元智能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ｓ），

为我们理解能力或素养的概念内涵提供了新视角。加德纳认为，传统的智力观过

于狭窄，把智力主要限于语言和数理逻辑能力方面，忽略了对人的发展具有同等

重要性的其他方面，如音乐、空间感知、肢体动作、人际交往等方面。以传统的

智力观为基础的智力测验和考试，也主要集中在语言表达和数理推断方面，不能

全面反映学生的能力。这种考试对学生的学习成绩有较好的预测性，但对预测他

们毕业以后的情况、今后的潜力和表现则无能为力。因此，多元智能理论打破了

传统的将智力看作是以语言智能和逻辑－数理智能为核心的整合能力的认识，认

为智力是在特定文化背景或社会中解决问题或制作产品的非常重要的能力，这种

能力是由言语－语言智能、逻辑－数理智能、视觉－空间关系智能、音乐－节奏

智能、身体－运动智能、人际交往智能、自我反省智能、自然观察智能和存在智

能九种智力构成。

１９９３年，Ｓｐｅｎｃｅｒ等人提出 “冰山模型”，以此阐述了素养的内涵。他们认

为素养既包括外显表现，也包括潜在特质，是指一个人所具备的外显特质 （ｃｏｍ

ｐｅｔｅｎｃｅ）和潜在特质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ｙ）的总和，是执行某项特定工作时所需要具备

的关键能力。其中，潜在特质是人格中最深层、长久不变的部分，具有跨领域

性，能够在不同的职务或工作中对个体的思考或行为表现加以解释或预测。这一

观点可以追溯至２０世纪初英国心理学家Ｓｐｅａｒｍａｎ提出的能力二因素论 （Ｔｗｏ

ＦａｃｔｏｒＴｈｅｏｒｙ），该理论认为能力是由一般因素Ｇ （ｇｅｎｅｒａｌｆａｃｔｏｒ）和特殊因素

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ｆａｃｔｏｒ）两个部分构成的。Ｇ体现在各种活动中，是人人都有的，只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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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各人的量值不同；Ｓ则对应于各种特殊的能力，因人而异。

１９９６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学习：财富蕴藏其中》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ｈｅ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ｗｉｔｈｉｎ）报告书中提出 “四大学习支柱”：学会求知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ｏ

ｋｎｏｗ）、学会做事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ｏｄｏ）、学会共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ｏｌｉｖｅｔｏｇｅｔｈｅｒ）、学会

发展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ｏｂｅ）。２００３年增加了学会改变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ｏｃｈａｎｇｅ） （见表１

１）。在 “五大学习支柱”中，如果说前两者更多地是在传统的教育中充实了新的

内容，那么，后三者则是着眼于２１世纪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而提出的全新

教育目标。这些情况显示教科文组织强调教育的使命就是使人获得终身学习关键

能力，学会学习，使学习成为每个学生的课题和全体社会成员借以发展的 “内在

财富”。同时也显示能力本位的人才培养观已悄然发生变化。

表１１　ＵＮＥＳＣＯ终身学习关键能力内涵

终身学习关键能力维度 终身学习关键能力具体内容

Ａ学会求知
Ａ１学会学习　　　　　Ａ３记忆力

Ａ２注意力　　　 Ａ４思考力

Ｂ学会做事

Ｂ１职业技能　　 Ｂ４创新进取

Ｂ２社会行为　　 Ｂ５冒险精神

Ｂ３团队合作

Ｃ学会共处
Ｃ１认识自己的能力　　Ｃ３同理心

Ｃ２认识他人的能力　　Ｃ４实现共同目标的能力

Ｄ学会发展
Ｄ１促进自我的精神　　Ｄ３多样化表达能力

Ｄ２丰富的人格特质　　Ｄ４责任承诺

Ｅ学会改变
Ｅ１接受改变　　 Ｅ３主动改变

Ｅ２适应改变　　 Ｅ４引领改变

　　资料来源：吴明烈．终身学习关键能力的架构内涵与发展策略之探究，２０１１．

综上，基于工业社会的需求，在整个２０世纪，能力的概念被广泛使用，并

且出现了诸如多元智能、外显能力与潜在能力等重要的理论观点，但人们对素养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的理解主要还是停留在能力 （ａｂｉｌｉｔｙ）的层面上，没有全面考虑到

人的健全发展所需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层面。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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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素养”的观点———核心素养的当代理论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以Ｇｏｏｇｌｅ、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Ｔｗｉｔｔｅｒ等全球化网络信

息科技为代表的 “现代社会”及 “后现代社会”的到来，为了适应复杂多变与快

速变迁的信息化时代的多元需求，传统的能力 （ａｂｉｌｉｔｙ）、技能 （ｓｋｉｌｌ）、知能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等概念已经不再适用。人们对这些概念的内涵进行了扩展与升级，提

出了同时包括 “知识” “能力”与 “态度”的 “素养”概念，并从 “关键”或

“核心”的角度加强了论证，强调 “核心素养” （ｋｅｙ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才是培养能

自我实现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高素质国民与世界公民的基础。

“素养”受到世界各国重视并将之纳入教育改革与课程改革的核心，主要源

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联盟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简称欧盟 （ＥＵ）］、经合组

织等国际组织的影响 （蔡清田，２０１１ａ，２０１１ｂ，２０１１ｃ）。如前所述，１９９６—２００３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 “五大学习支柱”，这就对能力本位的人才培养观进

行了反思和革新。２０００年于里斯本召开的欧盟高峰会，则确认要从 “终身学习”

的角度，为教育与训练系统建构一套 “关键能力” （ｋｅｙ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１９９７—

２００５年，经合组织广泛邀请哲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各领域

专家开展了为期近九年的 “素养的界定与遴选”研究项目，对素养进行了深入探

讨。在该研究项目中，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与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ｙ是同义词，都作 “素养”一词

来理解。同时其复数形式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也得到使用，意指各种不同的素养。

总体而言，素养涵盖了知识、技能及态度的集合。

与上述国际组织的观点一致，Ｊｏｎｅｓ和Ｖｏｏｒｈｅｅｓ（２００２）等学者在研究中指

出，素养是知识、技能、能力在相关工作领域与个体特质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个

体学习经验的整合，并通过一定的方式表现出来。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特质属

于最基础层面，个体特质通过与学习过程中已经习得的知识、技能和能力等认知

成分的相互作用，形成一种整合的素养。内在的素养会通过一定方式表现出来，

可以通过对这些表现的评价来评估素养。其模型具体如图１２所示 （Ｊｏｎｅｓｅｔａｌ，

２００２）。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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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素养的形成与表现

基于经合组织 “素养的界定与遴选”的研究，中国台湾的学者近年来也开始

进行有关国民核心素养的研究 （如陈伯璋等，２００７；洪裕宏，２００８）。其中，蔡

清田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ａ，２０１１ｂ，２０１１ｃ）对课程改革中的 “素养”问题进行了系统

研究。他提出，素养是指个体为了健全发展，必须满足生活情境需求所不可或缺

的知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能力 （ａｂｉｌｉｔｙ）或技术能力 （简称技能，ｓｋｉｌｌ）和态度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素养”一词强调整体的概念，包含知识、能力与态度等层面，与认

知、情意与技能的教育目标价值导向相契合，因此比 “能力”一词更适合于当今

社会。他进一步提出，核心素养是指较为核心而重要的素养，是指个体为了发展

成为一个健全个体，必须适应生活情境需求，所不可欠缺的知识、能力与态度的

全方位国民的核心素养 （蔡清田，２０１１ａ，２０１１ｂ，２０１１ｃ）。核心素养不同于一般

素养，需要通过各教育阶段的长期培养得以形成。其具体内涵包括３个维度９种

成分：（１）沟通互动 （①语文表达与符号运用，②咨询科技与媒体素养，③艺术

欣赏与生活美学）；（２）社会参与 （①公民责任与道德实践，②人际关系与团队

合作，③国际理解与多元化）；（３）自主行动 （①身心健康与自我实现，②系统

思考与问题解决，③规划执行与创新应变）。具体见表１２ （蔡清田，２０１１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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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　核心素养具体内涵及各教育阶段重点

关键

要素

核心素

养层面

核心素养

具体内涵
１８岁 １５岁 １２岁 ６岁

终

身

学

习

者

沟通

互动

社会

参与

语文表

达与符

号运用

具备语文能力

以明确地表达

与沟 通，并 能

运用逻辑思维

解决问题

具备应用语言

文字表情达意

和与人沟通互

动的 能 力，并

能理解数理概

念与原理

具 备 “说、读、

写作”的基本语

文能力，并具有

生活所需的基础

数理知识及应用

能力

具备体验与觉

知肢体、口语、

图像与文字的

能力，并能运

用简单的语文

或数学符号绘

图或记录

咨询科

技与媒

体素养

具备适当运用

咨询科技媒体

的能力与正向

态度，并 能 进

行媒体识读与

批判

具备善用咨询

科技与媒体以

增进学习的能

力，并 能 察 觉

人与科技的互

动关系

具备咨询科技

应用的基本能

力，并 能 理 解

传播媒体内容

的意义

具备运用生活

中基本的咨询

科技操作能力，

并能丰富生活

与扩展经验

艺术欣

赏与生

活美学

具备欣赏艺术

与生活关联的

能力，并 能 在

生活环境中鉴

赏艺术与表达

美感

具备积极参与

艺术活动的态

度，并 能 欣 赏

各种艺术的风

格和 价 值，以

了解艺术与生

活环境的关系

具备生活艺术

创作与欣赏的

能力，并 能 在

生活环境中展

现美学涵养

具备感官探索、

觉察与赏析生

活中各种美好

事 物 的 能 力，

并能运用各种

素材表现创作

公民责

任与道

德实践

具备公民意识

与社会责任感，

并能积极关心

环境生态及参

与 社 会 公 共

事务

具备民主素养与

法治观念，培养

道德价值观与实

践能力，并能主

动参与团体事务

及关心生态环境

具备生活道德

知识与是非判

断能 力，并 能

遵守社会道德

规范，陶 冶 关

心环境的意识

具备主动参与

团体活动与遵

守规范的能力，

并能在生活中

展 现 尊 重 与

关怀

人际关

系与团

队合作

具备尊重与关

怀的人际互动

关系，并 能 展

现团队合作与

沟通协调的精

神与能力

具备良好的沟

通 表 达 能 力，

并能相互合作

及 与 人 和 谐

活动

具备理解他人

感 受 的 能 力，

乐于与人互动，

并能与团队成

员合作

具备与人协商

及关心身旁人、

事、物的能力，

并能调整自己

的态度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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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关键

要素

核心素

养层面

核心素养

具体内涵
１８岁 １５岁 １２岁 ６岁

终

身

学

习

者

社会

参与

自主

行动

国际理

解与多

元化

具备多元文化

的素养与国际

化视野，并能

主动关心全球

议 题 或 国 际

形势

具备敏察和包

容多元文化的

涵养，关心本

土与国际事务，

并能尊重与欣

赏差异

具备关心本土

与国际事务的

能力，并能认

识与尊重文化

的多元性

具备理解与欣

赏人己之间差

异的能力，并

能接纳多元文

化的态度

身心健

康与自

我实现

具备维护身心

健康及发展个

人潜能之能力，

并能肯定自我

价 值 与 实 现

理想

养成良好的身

心 健 康 习 惯，

并能展现自我

潜能、肯定自

我价值、积极

实践

养成良好的生

活习惯，具备

身心保健的能

力，并能认识

个人特质及发

展潜能

具备生活自理

能力与良好的

生活习惯，并

能表达自我需

求与选择

系统思

考与问

题解决

具备系统思考、

分析与探索能

力，并能积极

面对挑战以解

决问题

能洞察情境全

貌，并能独立

思考进行分析，

运用适当的策

略解决日常生

活问题

具备探索问题

的 思 考 能 力，

并能通过体验

与实践处理日

常生活问题

具备探索环境

与发现问题的

能力，并能思

考问题发生的

原因，尝试解

决问题

规划执

行与创

新应变

具备规划、实

践与检讨反省

能力，并能以

创新的态度与

作为适应新的

情境或问题

具备善用资源

以 拟 定 计 划，

并能有效执行，

发挥主动学习

与创新求变的

能力

具备拟定计划

与实践的能力，

并能以创新思

考方式，适应

日常生活情境

具备以图示或

符号构思工作

计划的能力，

并能适应生活

情境调整活动

的进行

四、小结与启示

总结起来，回顾以往学者们对核心素养概念的界定，我们可以得到如下

启示。

（一）核心素养概念的演变与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是社会生产力

与生产方式发展变化的产物。历史上不同时期人们所持的不同理解，反映的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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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核心素养的内涵：演变与共识

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是当时的人们对 “教育应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的答

案。在以农业经济形态为主导的古代社会背景下，人才的培养重视道德品性；在

以工业经济形态为主导的现代社会背景下，人才的培养重视能力本位；而在以信

息经济、低碳经济等经济形态为主导的当代社会背景下，人才的培养则需要重视

核心素养，它反映了当今时代社会发展的需求。

（二）核心素养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其所涉及的内涵，并非单一维度，而是

多元维度的。素养不只重视知识，也重视能力，更强调态度的重要性。一个人即

便再有能力，如果没有正当的态度，仍称不上具备 “素养”。因此，“素养”要比

“能力”的内涵更为宽广，可超越传统的知识和能力，并能纠正过去重知识、重

能力、忽略态度的教育偏失 （蔡清田，２０１０）。

（三）核心素养的范畴超越了行为主义层面的能力，涵盖态度、知识与能力

等方面，体现了全人素养或全方位的素养，契合我国传统文化 “教人成人”或

“成人之学”的特色育人观，与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年）》提出的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的教育质量根本标准一

致，有利于在实际教育教学工作中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完成党的十八大报告所强调的 “立德树人”的教育工作根本任务。

（四）核心素养的形成与发展是个不断丰富、优化的动态模式。从个体层面

来看，人的素养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有一个形成、发展和逐渐趋于成熟的动态过

程，即个体的核心素养是在动态的教育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从社会层

面看，社会的发展是不断递进超越的进程，它对人才的需求也随之重组更新，而

核心素养的内涵也就与之齐行并进，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这也是其生命力和活力

的彰显。总之，核心素养的内涵具有指向未来、不断优化发展的动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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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

第二节　核心素养内涵的国际共识

在当今教育改革浪潮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盟、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

以及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对以 “素养”为核心的未来教学和课程给予了高度的

关注，以学生核心素养推动教育和课程改革已经成为大势所趋。那么，世界范围

内各国政府与组织对核心素养的理解到底是什么？对此，需要进行核心素养概念

的国际横向比较。本节总结了经合组织等三大国际组织，以及教育质量较高、经

济较为发达，并与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相对接近的若干国家 （包

括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德国等）对核心素养概念及内涵的界定。

一、经合组织对核心素养的界定

经合组织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推行 “国际学生评价项目”（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简称ＰＩＳＡ），旨在对１５岁学生的数学、科学

及阅读进行持续、定期的国际性比较，测试他们是否具备参与未来社会所必需的

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从而建立定期循环 （每三年）的评价指标，为各国制定教

育政策提供参考，以此来审视、评估国家及学校教育的整体成效。结果发现，在

大部分会员国的公民身上，成年生活所需的关键知识与技能仍有待加强，甚至有

些国家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无法完成适当难度的阅读任务，而这实际上却是他

们所应具备的核心素养之一。为了促使各国重视公民的核心素养，自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中期之后，经合组织即积极关注素养的界定与调查研究，于１９９７—２００５年

实施了大规模的跨国研究项目——— “素养的界定与遴选：理论框架与概念基础”

（ＤｅＳｅＣｏ），成为有关核心素养的最有代表性的项目。

ＤｅＳｅＣｏ从一个广泛的跨学科视角来探讨核心素养，致力于建构一个核心素

养的总体概念参照框架，从而为指标的研制和实证结果的解释提供参考，鼓励理

论和实践的相互促进，为政策决策者提供参考信息 （见图１３）。该项目指出，核

２１



第一章　核心素养的内涵：演变与共识

心素养可以使个人拥有良好的、成功的生活。这种成功的生活表现为与他人具有

亲密的关系，理解自我和自身所处的世界，与自身的生理和社会环境自主互动，

拥有成就感和愉悦感。同时，核心素养对多样的社会和个人均具有包容性，它回

答的问题是，普通人要想在社会中安身立命，同时又能够应对日新月异的技术发

展，需要哪些素养。ＤｅＳｅＣｏ认为，核心素养是对每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素养，

是帮助个人满足各个生活领域的重要需求并带来益处的素养，核心素养必须有价

值且可产生经济与社会效益，并且这些素养是能够发展与维持的。

图１３　ＤｅＳｅＣｏ对核心素养的界定方案

基于对核心素养的价值定位，ＤｅＳｅＣｏ将核心素养界定为：个人实现自我、

终身发展、融入主流社会和充分就业所必需的知识、技能及态度的集合，它们是

可迁移的，并且发挥着多样化的功能。在义务教育结束时学习者应该具备这些基

本的关键素养，并且在后续的终身学习中继续发挥其基础性作用。具体来说，对

核心素养概念的界定分为三个维度 （ＯＥＣＤ，２００５） （见表１３），这些方面对个

体适应不同的情境分别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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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３　经合组织核心素养的维度与具体内容

核心素养维度 核心素养具体内容

Ａ能互动地使用工具

Ａ１互动地使用语言、符号及文本的能力

Ａ２互动地使用知识与信息的能力

Ａ３互动地使用科技的能力

Ｂ能在异质社会团体中

互动

Ｂ１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的能力

Ｂ２合作的能力

Ｂ３控制与解决冲突的能力

Ｃ能自主地行动

Ｃ１在复杂大环境中行动的能力

Ｃ２设计人生规划与个人计划的能力

Ｃ３维护权利、利益、限制与需求的能力

在经合组织对核心素养的界定中，还强调素养的可教性、可学性 （蔡清田，

２０１１ａ，２０１１ｂ，２０１１ｃ）。素养不仅可以规划、设计、实施、教学与评价，而且必

须经由学习过程进行培养。换言之，“能互动地使用工具”“能在异质社会团体中

进行互动”，以及 “能自主地行动”等素养，都可以通过学校教育与课程设置使

学生获得，并在他们完成学习之后进行相应的评价。

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核心素养的界定

１９９６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 《学习：财富蕴藏其中》的报告，在终身

学习的思想指导下界定了 “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发展”四大终

身学习支柱，而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研究所 （ＵＮＥＳＣＯ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简称ＵＩＥ）于２００３年又提出了 “学会改变”的第五支柱，并将这 “五大学

习支柱”作为 “２１世纪社会公民必备的基本素质”（ＵＩＥ，２００３）。这一前瞻性的

思想更加关注人终身的全面发展，为教育以人为本的理念奠定了思想基础。

２０１２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全民教育监测报告》中估算全世界至少有２

亿５千万小学生读、写、算不能达标 （ＵＮＥＳＣＯ，２０１２）。为全面提高世界各国

的教育质量，教科文组织和美国著名智库机构布鲁金斯学会联合启动了 “学习指

标专项任务”（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ｅｔｒｉｃｓＴａｓｋＦｏｒｃｅ，简称ＬＭＴ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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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统计所 （ＵＮＥＳＣＯ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ＵＩＳ）和布鲁金斯学会下设的普及学

习研究中心 （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简称ＣＵＥ）负责具体工作。２０１３

年２月，ＬＭＴＦ发布了 《向普及学习迈进———每个孩子应该学什么》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ＷｈａｔＥｖｅｒｙＣｈｉｌｄＳｈｏｕｌｄＬｅａｒｎ）的研究报告。该研究在深

入分析世界各国各地区教育质量监控项目的基础上，充分征求了全球５００余名专

家学者的意见，提出检测学生学习成果的七个维度，即对儿童青少年而言最重要

的七个学习方面：身体健康、社会情绪、文化艺术、文字沟通、学习方法与认

知、数字与数学、科学与技术。

虽然ＬＭＴＦ强调这七个维度只能用于检验学生学习成果，未必适用于政策

制定和课程教学。但该项目确实建构了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应该达成的学习目标体

系，可以看作是对学生应具备的核心素养的一种描述，对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有

重要的启发意义：第一，该学习指标体系非常重视基础教育阶段学生思维能力和

工作方式的培养，不仅仅将 “学习方法与认知”作为一个单独的维度，凸显思维

能力和工作方式培养的重要性，而且在其他指标维度中也处处渗透着培养学生创

造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尊重、沟通、合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非常重视

学生社会性能的发展，其中 “社会情绪”维度清晰地解释了不同年龄段学生该如

何认识自我、认识他人和认识社会。第三，非常重视信息技术能力的培养，

ＬＭＴＦ明确提出应培养学生的信息技术意识和能力，在不同的学习阶段能够有效

地运用相应的信息技术。第四，非常重视知识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以数学为例，

该指标体系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基本的识字、运算、代数、几何、统计等相关知

识，还要求学生能够用代数模型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能够在现实生活中根

据数字信息选择商品，并判断收益；能够通过非正式的方式管理个人和家庭的财

政 （滕臖，２０１３）。

三、欧盟对核心素养的界定

相较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经合组织，欧盟虽较晚提出核心素养的架构，但

却非常完整。欧盟执委会于２００５年发表 《终身学习核心素养：欧洲参考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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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５），其中指出：“素养”是适宜于特定情境的知识、

技能和态度的组合。在此基础上，“核心素养”是指一个人在知识社会中自我实

现、社会融入，以及就业所需要的素养，其中包括知识、技能与态度。欧盟对核

心素养的定位是在义务教育与培训阶段结束之前，年轻人应该具备这些素养，以

使他们能过好成年生活，并以此作为终身学习的基础。同时，按照终身学习的观

点，强调需将所有教育与训练系统及成人教育部门纳入其中，希望成年人在其整

个生涯中都不断地发展、维持与更新这些素养。欧盟明确界定了终身学习的八大

关键素养，涵盖母语交流、外语交流、数学素养与科技素养、数字化素养、主动

与创新意识、学会学习、社交和公民素养、文化意识与表达，可将其按经合组织

的三维度模型进行归类整理 （见表１４）。

表１４　欧盟核心素养的具体内容

核心素养维度 （参考经合组织） 核心素养具体内容

Ａ能互动地使用工具

Ａ１母语交流

Ａ２外语交流

Ａ３数学素养与科技素养

Ａ４数字化素养

Ｂ能在异质社会团体中互动
Ｂ１主动与创新意识

Ｂ２学会学习

Ｃ能自主地行动
Ｃ１社交和公民素养

Ｃ２文化意识与表达

这些核心素养的拟定，是由欧盟会员国的政策决策者、学者专家、实务工作

者等各领域人士共同参与的，制定过程可谓相当慎重。部分核心素养彼此重叠及

联结，并且相互支持。语言、识字、数学，及信息与科技能力等基本技能是必要

的学习基础。学会学习的能力则支持一切学习活动的开展。此外，批判性思维、

创造力、主动积极、问题解决、风险评估、做决定能力等贯穿于上述八项核心素

养之内，并且扮演着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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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５对上述三个组织的核心素养概念界定进行了比较。

表１５　经合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欧盟对核心素养界定的比较

经合组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欧盟

概念内涵
３类核心素养；９项

具体能力

７类核心素养；３２～３６项

具体成分 （视不同教育阶

段而定）

８类核心素养；含知

识、技能与态度维度

提出时间
始于１９９７年，迄今

仍持续发展

始 于 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３ 年

发布

始于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６年

经欧洲议会采用

背景缘起
知识经济时代需要建

构创新能力

为全面提高世界各国的教

育质量

促进欧洲社会融合与

满足知识社会的需求

发展目标
开发成功的生活与功

能健全的社会

确定哪些方面的学习对所

有的儿童和青年最为重要

建立全民终身学习的

欧洲，促使欧洲成为

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

主要负责组织 瑞士联邦统计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

所，普及学习研究中心
欧盟执委会

指标性质 操作性指标 操作性指标 操作性指标

　　注：在参考吴明烈 （２０１０）研究的基础上有修改。

四、西方主要国家对核心素养的界定

美国在面对重大经济变迁及学生学习能力无法适应社会的情况下，由戴尔、

苹果、思科、英特尔等大公司集合在一起，创办了 “２１世纪技能联盟” （Ｐａｒｔ

ｎｅｒｓｈｉｐｆｏｒ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Ｓｋｉｌｌｓ，简称Ｐ２１），其中主要合作的伙伴有州立学校首

席官员委员会 （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ＣｈｉｅｆＳｔａｔｅ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ｆｉｃｅｒｓ，简称ＣＣＳＳＯ）以及国际

科技教育学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简称ＩＴＥＡ）。

由此可知，美国核心素养的确定主要通过业界提供相关经费的赞助，进而支持相

关单位进行研究，最后提出符合当今社会所需的素养。概括起来，美国的核心素

养主要指所有学生或工作者都必须具备的能力，其发展目的在于培养具有２１世

纪工作技能及核心竞争能力的人，确保学生从学校所学的技能能够充分满足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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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深造或社会就业的需求，成为２１世纪称职的社会公民、员工及领导者。具

体来说，２１世纪技能联盟提出的核心素养包括生活与职业生涯技能，学习与创

新技能，信息、媒体与科技技能等方面。参照经合组织及蔡清田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ａ，

２０１１ｂ，２０１１ｃ）的观点，也可以将这些核心素养的具体成分划分为３个维度２０

项内容 （见表１６）。

在英格兰的教育体系中，核心素养是指为了适应将来的生活，年轻人需要具

备的关键技能 （ｋｅｙｓｋｉｌｌｓ），以及学习、生活和工作所需的资质。其中的关键技

能，主要是一种普通的、可迁移的、对劳动者的未来发展起关键性作用的能力。

在苏格兰的教育体系中，使用核心技能 （ｃｏｒｅｓｋｉｌｌｓ）这一概念，是指为了全面

成为一个活跃与负责任的社会成员所必须具有的广泛的、可迁移的技能。与美国

类似，英国对核心素养概念的界定也可归为三个方面 （见表１６）。

在法国，“ｓｏｃｌ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ｒｃｏｒｅ）ｏｆ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ｓ”表示基本素养或核心

素养。该词在法语中专门用于义务教育中的基于学科和跨学科的素养，强调了这

些素养是终生学习的基础。法国的素养模型认为一个人的职业能力是与知识

（ｓａｖｏｉｒ）、技能 （ｓａｖｏｉｒｆａｉｒｅ）和社交能力 （ｓａｖｏｉｒêｔｒｅ）三个方面密不可分的。

素养反映了学习的动态过程，知识的积累与传递过程。法国对素养的归纳来自于

工作内容分析，这个模型同时是课程编制和测评的基础，其具体界定分为两个方

面 （见表１６）。

澳大利亚的核心素养也称为综合职业能力或关键能力，是指为有效参与发展

中的工作形态与工作组织所必要的能力。其所强调的并非某个学科或某一职业领

域所具有的知识和技能，而是学生终身发展所需要的能力，是一般性的。这项特

性也意味着核心素养不仅能帮助学生有效参与工作生活，也能帮助学生有效地接

受继续教育或更广泛地参与成人世界。１９９１年９月，澳大利亚成立 “梅尔委员

会”（Ｍａｙｅｒ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１９９２年２月，该组织提出：公民的核心素养 （Ｍａｙｅｒ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１９９２）是准备就业的基础；是所有类型职业都适用的一般能力，而

非某些行业所需的专门能力；使个体能有效地参与社会环境，包括工作与成人生

活的环境；包括对知识和技能的整合与应用；是可学习的；必须能够有效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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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具体来说，核心素养包括下列７项关键能力 （Ｍａｙｅｒ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１９９２）：收

集、分析与组织信息的能力；沟通观念与信息的能力；规划与组织活动的能力；

与他人合作及在团体中工作的能力；运用数学概念及技巧的能力；运用科技的能

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样，为了便于比较，参照经合组织及蔡清田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ａ，２０１１ｂ，２０１１ｃ）的观点，也将这些核心素养的具体成分划分为３个维度

（见表１６）。

表１６　美、英、法、澳、德核心素养的具体内容

　　维度

国家　　
犃能互动地使用工具

犅能在异质社会团体中

互动
犆能自主地行动

美国

Ａ１沟通技能

Ａ２阅读理解

Ａ３通过写作传达观点

Ａ４说清楚使他人理解

Ａ５积极地倾听

Ａ６批判地观察

Ｂ１人际技能

Ｂ２与他人合作

Ｂ３引导他人

Ｂ４提倡与影响

Ｂ５解决冲突和协商

Ｃ１决策技能

Ｃ２解决问题和做决定

Ｃ３计划

Ｃ４终身学习技能

Ｃ５使用数学来解决问题

并与他人沟通

Ｃ６担负学习的责任

Ｃ７通过研究来学习

Ｃ８反省与评价

Ｃ９使用信息和沟通技术

英国

Ａ１有效的沟通，运用数学　

Ａ２运用科技与信息

Ａ３熟悉现代语言

Ｂ１个人与人际技巧

Ｂ２与他人合作

Ｃ１解决问题

Ｃ２处理变化

Ｃ３学习与自我提升

法国

Ａ１掌握法语

Ａ２掌握数学基本知识

Ａ３至少会运用一门外语

Ａ４掌握信息与通信的常规

技术

Ｂ具备自由履行公民

责 任 的 人 文 与 科 学

文化

澳大利亚
Ａ培养创造科技的能力，尤

其是信息和通信的技术

Ｂ１培养自信乐观的生

活态度，使其渗透于

潜在生活，家庭社区

以及工作生活内

Ｃ１具备解决问题以及交

流资讯并且计划组织活

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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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维度

国家　　
犃能互动地使用工具

犅能在异质社群中

进行互动
犆能自律自主地行动

澳大利亚

Ｂ２赋予道德判断和社会

正义伦理的观念，以培养

理解世界和对自己行为负

责任的能力

Ｂ３成为积极欣赏与理解

澳洲政府与市政的公民

Ｂ４理解工作环境与技能

Ｂ５理解且关心自然环境

的管理工作、生态维持与

发展，并拥有相关的知识

技能与态度

Ｃ２建立并保持健康的生

活模式，具备创新并满

意的使用，能够充分利

用休 闲 时 间 的 技 能 和

态度

德国

Ａ１有关工作及跨越不同

职业领域的知识

Ａ２判析关系的能力

Ａ３冲突管理

Ａ４解决问题

Ａ５外语的掌握

Ａ６媒体素养

Ａ７终 身 学 习 的 意 愿 与

能力

Ｂ１国际合作能力

Ｂ２交流沟通的能力

Ｂ３领导能力

Ｃ１责任感

Ｃ２勇于进取

Ｃ３自我控制

Ｃ４决策能力

Ｃ５抗压性

Ｃ６创造性

Ｃ７批判性判断

Ｃ８独立行动的能力

在德国，梅腾斯最早于１９７４年从职业教育角度首先提出了关键能力的概念，

即指那些与特定的专业技能不直接相关的知识、能力和技能，是在各种不同场合

和职责情况下做出判断选择的能力，是胜任生涯中不可预见的各种变化的能力。

关键能力可以理解为跨专业的知识技能和能力，由于其普遍适用性而不易因科学

技术进步而过时或被淘汰。德国对核心素养概念的界定分为专业能力、社会能

力、自主能力三个方面 （见表１６）。由于是从职业教育中发展起来的，德国的关

键能力内涵和分类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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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台湾地区对核心素养的界定

在参考经合组织 “素养的界定与遴选”专项研究的基础上，中国台湾地区近

年来也开始进行了多项有关核心素养的研究 （洪裕宏，２００８；胡志伟等，２００８；

高涌泉等，２００８；陈伯璋等，２００７）。在这些专题研究计划成果报告中，核心素

养被界定为能在中国台湾地区的社会文化脉络中，成功地回应情境中的要求与挑

战，顺利完成生活任务，获得美好的理想结果所应具备的素养。核心素养代表社

会成员应该达成的共同的素养，具有关键的、必要的、重要的、共同的特质，亦

即核心素养是个人处于社会中必须具备的关键的素养，不但是个人生活必需的素

养，也是现代社会公民的必备条件，更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本的重要素

养。在具体内容上，中国台湾地区对核心素养的界定 （洪裕宏，２０１１）同样也是

以ＯＥＣＤ的分类为框架的 （见表１７）。

表１７　中国台湾地区核心素养的层面与具体内容

核心素养层面 核心素养具体内容

Ａ能互动地使用工具

Ａ１阅读理解　　　　　　　 Ａ４沟通表达

Ａ２数学概念与技术运用　　 Ａ５使用科技资讯

Ａ３审美能力　　　　　　　 Ａ６学会如何学习

Ｂ能在异质社会团体中

互动

Ｂ１国际理解 （或素养）　　Ｂ４尊重与关怀

Ｂ２多元包容　　　　　　　Ｂ５团队合作

Ｂ３社会参与与责任　　　　Ｂ６处理冲突

Ｃ能自主地行动

Ｃ１反省能力　　　　　　　Ｃ５问题解决

Ｃ２创新思考　　　　　　　Ｃ６主动探索与研究

Ｃ３独立思考　　　　　　　Ｃ７使用科技资讯

Ｃ４了解自我　　　　　　　Ｃ８组织与规划能力

Ｄ展现人类的整体价值

并建构文明的能力

Ｄ１形式的逻辑能力　　　　 Ｄ５规范相关的逻辑能力

Ｄ２哲学思想能力　　　　　 Ｄ６意志价值追求相关的逻辑能力

Ｄ３与生活相关的逻辑能力　 Ｄ７工具理性

Ｄ４社会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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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结与启示

通过对大型国际组织及各国核心素养概念的内涵进行梳理，我们得到如下

启示：

（一）核心素养为当代世界所普遍重视，是国际组织与各国政府在进行教育

改革与课程改革时密切关注的热点。虽然各国际组织与政府在 “核心素养”的具

体表达方式上存在差异，但其思想是共通的，即都重视公民关键的、必要的、重

要的素养。对 “核心素养”的概念进行研究，可以顺应当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

国际组织所倡导的教育改革的国际潮流与课程改革的世界发展趋势，可以与经合

组织所推行的 “素养的界定与遴选”“国际学生评价项目”“国际成人素养评价项

目”等跨国研究项目进行接轨。

（二）核心素养的界定总体上一致，但各国略有差异，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

各自的民族与国家特色。例如，美国基于其信息经济极为发达的国情，将核心素

养界定为生活与职业生涯技能，学习与创新技能，信息、媒体与科技技能等方

面，发展目的则定位于培养具有２１世纪工作技能及核心竞争能力的人，确保学

生后续的大学深造或社会就业。法国根据对工作内容的分析结果，将核心素养界

定为知识、技能和社交能力三个方面。德国对核心素养概念的界定是从职业教育

中发展起来的，因此与职业工作密切相关，分为专业能力、社会能力、自主能力

三个方面。中国台湾地区对核心素养的界定，则定位于能在当地的社会文化脉络

中成功适应情境中的要求与挑战所需具备的素养。

（三）核心素养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包括知识、能力与态度等多元层面。

它不仅只是知识和能力，也是个人运用社会心理的资源，包括知识、能力和态

度，以满足特定情境的复杂要求。例如，有效沟通的素养，包含运用个人的语言

知识、信息科技能力，以及对于沟通对象所持有的态度。换言之，核心素养是知

识、技能、态度情感的集合，具有整体性，不能孤立地分开进行单独培养或发

展，尤其是当素养作为课程目标时，需更加强调其综合性和整体性。

（四）核心素养能够发挥多项功能，是对每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素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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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核心素养可以帮助个人满足各个生活领域的重要需求，有助于个体的升

学、就业、融入主流社会、终身发展与自我实现以获得成功生活；另一方面，它

还可以帮助个体进行社会参与和与异质性群体互动，以达成共同目标，促成社会

经济繁荣、政治民主、尊重人权与世界和平、生态持续性发展等人类理想的

实现。

（五）核心素养的形成是在个人与社会协同作用下的渐进过程。各国际组织

与政府所提出的核心素养内涵虽然存在差异，但均有相互融合与互补之处，并且

都强调核心素养的获得是一个持续的、终身的学习过程。个体可以通过不同教育

阶段的终身学习，有效地培养并提升自身的核心素养。除了学校，家庭、同伴、

工作、政治生活、宗教生活和文化生活等都可以发展人的素养。核心素养的发展

不仅仅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它还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和生态环境。

（六）核心素养是社会群体成员共有的素养，是个体终身发展所需要的素养，

不同于具体职业中的专业素养。专业素养是个人专业生涯发展中成功完成每一项

专业工作所需的知识、能力与态度，其强调的是就业训练价值功能与结果本位导

向，面向的是特定行业人员；而核心素养则是每名社会成员为了顺利地生活、工

作所需的基本知识、能力与态度，其强调的是教育价值功能与过程本位导向，面

向的是社会全体成员。

（七）核心素养的架构应兼顾个体与符号 （工具）使用、自我发展，及与社

会之间的关系。经合组织所开展的ＤｅＳｅＣｏ项目将核心素养概念的界定分为三个

维度，分别是 “能互动地使用工具” “能在异质社会团体中互动” “能自主地行

动”。这一框架具有较大的普遍性与概括性，基本能够涵盖多个发达国家所提出

的核心素养内容，反映了个体与符号 （工具）使用、自我发展，及与社会之间的

关系。未来对核心素养内涵的界定也应兼顾这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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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核心素养概念的界定与理论定位

核心素养的概念从最初萌芽到今天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历史上不同

取向下的素养定义都有其特定的前提或目的，是由个人或组织基于各自的时代背

景、社会发展需要及现实目的而提出的。那么，考虑到当前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

展的实际情况，我们该对核心素养概念的内涵作何理解呢？

一、核心素养概念的辨析

为真正把核心素养的构想融合到课程、评估和教育实践中，各国在推行国家

课程和教育目标的过程中，对核心素养的概念内涵和结构框架展开了相应的理

论、政策和实践研究，并作为研究成果提出了不同的概念表述。例如，经合组

织、欧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澳大利亚均称为 “ｋｅｙ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英、法、

德等国称为 “ｋｅｙｓｋｉｌｌｓ”“ｃｏｒｅｓｋｉｌｌｓ”或 “ｂａｓｉｃｓｋｉｌｌｓ”，美国称为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ｋｎｏｗｈｏｗ”“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ｓｋｉｌｌｓ” “ｃｏｒｅｓｋｉｌｌｓ”，新西兰称为 “ｋｅｙ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ｓｋｉｌｌｓ”，韩国称为 “ｋｅｙ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此外，

在经合组织的大规模跨国研究项目 “素养的界定与遴选”中，研究人员在 “ｋｅｙ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ｃｏｒｅ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ｋｅｙｓｋｉｌｌｓ”“ｃｏｒｅｓｋｉｌｌｓ”等概念上也交互使

用 （张钿富等，２０１０）。可见，对核心素养这一概念的表述，世界上有多种不同

的方式方法。对应于国际上的各种表述，包括中国台湾地区在内的我国研究者在

核心素养概念的翻译上也不尽相同，出现了包括核心素养、核心能力、关键能

力、基本能力等不同的译法。考虑到上述情况，本节在与英文的互动上基于内涵

层面而不是字面层面，在借鉴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主要使用

“核心素养”这一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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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 “素养”一词的辨析

１． “素养”一词的语义分析

“素养”所对应的英文词主要有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或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ｙ”） “ｓｋｉｌｌ”

和 “ａｂｉｌｉｔｙ”等。其中，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源于拉丁文 “ｃｕｍ” （ｗｉｔｈ）和 “ｐｅｔｅｒｅ”

（ｔｏａｓｐｉｒｅ），是指伴随着某件事或某个人的知识、能力与态度。也有人将此拉丁文

解释为 “认知”（ｃｏｇｎｉｚａｎｃｅ）的察觉和 “责任”（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的态度 （Ｗｅｉｎｅｒｔ，

１９９９），是指欲达到特定目标所具有的知识、能力、熟练度、技能与态度。在现

代语言中，“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意指 “ｔｈ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ｄｏ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ｏｒｅｆｆｉ

ｃｉｅｎｔｌｙ”，还指 “ｔｈｅｓｃｏｐｅｏｆａｐｅｒｓｏｎｏｒｇｒｏｕｐｓ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ｒａｂｉｌｉｔｙ”［《新牛津

英汉双解大词典 （第２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４４４页］。“ｓｋｉｌｌ”是指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ｄｏ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ｗｅｌｌ”［《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 （第２版）》，上海外语教

育出版社，２０６１页］，而 “ａｂｉｌｉｔｙ”则指 “ｔｈ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ｔｏｄｏ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新牛

津英汉双解大词典 （第２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４页］。可见， “ｃｏｍｐｅ

ｔｅｎｃｅ”的表述较为全面，更贴近中文 “素养”一词的意义。因此，经合组织于

１９９８年开始推行 “素养的界定与遴选”研究项目时，舍弃 “ｓｋｉｌｌ”一词，采用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一词来表述素养，用以表明素养的内涵涉及知识、技能、态度的

组合。此外，中国台湾学者陈伯璋等人 （２００７）也指出，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与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ｙ”两者都是指个体为了发展成为一个健全的个体，必须适应未来混

沌复杂的生活情境需求，所不可欠缺的知识、能力与态度的 “全人”素养或 “全

方位”素养。素养不只是知识，也不只是能力 （ＯＥＣＤ，２００５），其内涵包括知

识、能力或技能、态度 （Ｓａｌｇａｎｉ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３）。从这一角度而言，素养 （ｃｏｍ

ｐｅｔｅｎｃｙ）应该以复数形式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出现，才能更好地表达这一概念的多

维度与多层面性。

在中文里，“素养”意指 “平日的修养”［《现代汉语词典 （第５版）》，商务

印书馆，１３０２页），而 “修养”则是指 “理论、知识、艺术、思想等方面的一定

水平。也指养成的正确的待人处事的态度”［《现代汉语词典 （第５版）》，商务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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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１５３３页］。“素养”的近义词包括 “素质” “能力”，还有 “技能” “知能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有时也译为 ‘素养’）”等。其中，“素质”是指 “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

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也指事物本来的性质”［《现代汉语词典 （第５版）》，商务

印书馆，１３０２页］。而 “能力”则指 “能胜任某项任务的主观条件”（《现代汉语

词典 （第５版）》，商务印书馆，９９０页）。相较而言，“素养”一词更为全面，它

体现为个体在面对生活情境中的实际问题与可能的挑战时，能运用知识、能力与

态度，采取有效行动，以满足生活情境的复杂需要，达成目的或解决问题，是个

人生活必须的条件，也是现代社会公民必备的条件 （蔡清田，２０１０）。

２． “素养”与 “素质”

“素质”一词在词典中的解释是人的神经系统和感官上的天生的特点，也指

事物本来的性质、人的本性。在生理学中，素质是指人的先天生理解剖特点，主

要指神经系统、脑、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的特点；在心理学中，素质也有此种含

义，并强调是人的心理发展的生理条件，但不能决定心理内容与发展水平。在教

育学中，素质的内涵更为广义，是指人在先天的生理基础上，通过后天环境影响

和教育训练所获得的、内在的、相对稳定的、长期发挥作用的身心特征及其基本

品质结构。因此，人们对 “素质”的理解存在广义与狭义之争。从教育的本质和

功能来看，素质教育中的 “素质”主要是指可以塑造的素质，或者说是指可以培

养的素质，因而，素质教育中的 “素质”虽然也有其相对稳定的一面，但着眼点

是指发展中的素质。在这一点上， “素质”与 “素养”的含义非常接近。但是，

由于一定程度上素质教育是相对于 “应试教育”而言的，虽然在 “素质教育”中

强调对学生 “素质”的培养，但素质教育中的 “素质”一词尚不能在内涵上全面

完整地凸显 “素养”的含义。

３． “素养”与 “能力”

“能力”（ａｂｉｌｉｔｙ）一词在工业社会背景下曾经得到人们的广泛使用，可以理

解为是个体所具有的、能胜任某种活动的实力，或者是能够开展或胜任某一项工

作的技术能力 （张佳琳，２０００）。它可以是先天遗传下来的，也可以是从后天习

得的，其范围比较狭隘而不完整，尤其是不包含态度、情感等层面。相对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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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要比 “能力”的内涵更为宽泛，它不仅包括能力，还包括知识、态度、

情感、价值观等层面。很明显，如果让学生的学习停留在能力层面或强调能力本

位的教学，而不是通过适当的态度加以转化，那么能力就不会升级转化为素养

（Ｐｌｅｓｓｉｕ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０）。例如，会开车是有 “能力”的，但会开车却不礼让行人

或救护车，便是有 “能力”而欠缺 “素养”的，因此 “能力”不等同于 “素养”，

“素养”也不能简化为 “能力”（蔡清田，２０１１ａ，２０１１ｂ，２０１１ｃ）。此外，“素养”

并不是先天遗传得到的，而是需要通过后天的学习与教学获得的，是可学与可教

的，这也是 “素养”与 “能力”的一大区别。

４． “素养”与 “技能”

“技能”（ｓｋｉｌｌ）是指从操作动作中所展现出来的技巧或技术，它与态度、知

识综合构成了素养的内涵 （Ｓｔｏｏｆ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Ｓｔｅｉｎ等人 （２００１）提出了Ｃ＝

（Ｋ＋Ｓ）Ａ 的公式，用以说明素养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Ｃ）并不等于单一的知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Ｋ），也不等于单一的技能 （Ｓｋｉｌｌ，Ｓ），而是包括知识、技能与态

度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Ａ）等多层面的统一整体。在这一公式中，态度是使用乘法来连

接知识与技能的，表明了其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态度为正，知识与技能会产生

相应倍数的效果；如果态度为负，知识与技能只会产生负面效果。正因为 “技

能”与 “素养”的这些差异，经合组织在ＤｅＳｅＣｏ项目中采用 “素养”而舍弃

“技能”的提法，用 “核心素养”涵盖并取代了 “基本技能”（ｂａｓｉｃｓｋｉｌｌｓ）“核心

技能”（ｋｅｙｓｋｉｌｌ）等概念。

５． “素养”与 “知能”（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知能”（ｌｉｔｅｒａｃｙ）是在西方研究文献中与 “素养”密切相关的一个近义词，

有时在中文中也会被直接翻译为 “素养”。例如，国内学者将ＰＩＳＡ 项目中的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就译作 “素养”，并将其界定为 “有关学生在主要学科领域应用知识和

技能的能力，分析、推理和有效交流的能力，以及在不同情境中解决问题和解释

问题的能力”（张钿富等，２０１０）。ＰＩＳＡ项目是经合组织创立的目前世界上最为

权威的国际学生评价项目，但其测查的内容并非经合组织提出的核心素养全貌，

主要是其中的知识、技能与认知能力等较为客观化的部分。相对而言，素养概念

７２



２１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

内涵更广，不仅包括知识技能，更重视态度、情感等相对主观的非认知因素，这

是在理解核心素养内涵时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总之，“素养”一词的提法较为全面，符合全人教育的理念，与 《国家中长

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提出的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

应社会需要”的教育质量根本标准一致，有利于完成当前我国 “立德树人”这一

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

（二）对 “核心”一词的辨析

１．对 “核心”一词的语义分析

“核心”所对应的英文词主要有 “ｋｅｙ”和 “ｃｏｒｅ”。其中， “ｋｅｙ”作为名词

意指 “ａｔｈｉｎｇｔｈａｔ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ｍｅａｎｓｏｆｇａｉｎｉｎｇ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ｏ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ｓｏｍｅ

ｔｈｉｎｇ”，作为形容词则指 “ｏｆｐａｒａｍｏｕｎｔｏ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新牛津英汉双

解大词典 （第２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１１９１页］。 “ｃｏｒｅ”意指 “ｔｈｅｃｅｎ

ｔｒａｌｏｒ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ａｒｔｏｆ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ｉｎ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ｏｆｔｅｎａｓｍｏｄｉｆｉｅｒ］ｔｈｅ

ｐａｒｔｏｆ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ｔｈａｔｉｓ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ｏｉｔｓ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新牛津英汉双解

大词典 （第２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４８３页］。显然，此处 “ｃｏｒｅ”更贴近

中文 “核心”一词的意义。但遵照大多数英文研究资料的表述习惯，核心素养的

表述主要还是使用 “ｋｅｙ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在中文里， “核心”一词意为 “中心，

（事物的）主要部分”［《现代汉语词典 （第５版）》，商务印书馆，５５４页］，也指

“事物最要紧的部分；对情况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现代汉语辞海》，中国物资出

版社，５００页］。因此可以理解为：事物最主要且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那一部分。

２． “核心”与 “关键”

“关键”一词在词典中的释义是 “事物最关紧要的部分；对情况起决定作用

的因素”（《现代汉语词典 （第５版）》，商务印书馆，５００页），该解释与 “核心”

有较大的相似性，但 “核心”一词更能凸显事物 “重中之重，中心点”的重要性

及地位。以往有涉及 “关键能力”这一概念的文献将其定义为有效参与正在出现

的工作形式和工作组所必需的能力，是在工作情境中综合应用知识和技能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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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朔，２００６）。可见，“关键能力”侧重于职业教育的领域，强调对职业变化的

适应能力，它是职业技能和从业能力的综合，主要体现了其工具性。这与 “核心

素养”有着一定的关联性，但只能代表 “核心素养”的 “技能”部分。

３． “核心”与 “基本”

“基本”意指 “根本 （的），主要的，大体上”［《现代汉语词典 （第５版）》，

商务印书馆，６３１页］。它强调事物的基础性、根基性的作用，而 “核心”则侧

重中心性的地位。有关基本能力 （ｂａｓｉｃ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的概念主要用以表示那些

如逻辑性、全局性、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思维和行为能力、计划能力和学习能力

等。同样，“基本能力”也只涉及了 “核心素养”的一部分内涵。

总体上，采用 “核心素养”这一提法，可以涵盖能力、态度与价值观、知识

技能等方面，可以超越我国传统教育中狭义的能力观，转变过去能力观念中重知

识、认知技能，轻态度、价值观等非智力因素的现象。在内涵上，则还有助于与

经合组织、欧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倡导的教育改革潮流接轨，尤其

是与经合组织进行的 “素养的界定与遴选”“国际学生评价项目”“国际成人素养

评价项目”等跨国研究项目接轨。

二、核心素养概念的内涵

（一）核心素养概念的定义

综合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对核心素养概念内涵的界定，同时考虑

到不同学科角度对核心素养的研究，以及我国的现实需求和教育实际，可以将其

界定为：核心素养是学生在接受相应学段的教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终

生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它是关于学生知识、技能、情

感、态度、价值观等多方面要求的结合体；它指向过程，关注学生在其培养过程

中的体悟，而非结果导向；同时，核心素养兼具稳定性与开放性、发展性，是一

个伴随终身可持续发展、与时俱进的动态优化过程，是个体能够适应未来社会、

促进终身学习、实现全面发展的基本保障。核心素养不仅能够促进个体发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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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有助于形成运行良好的社会。

（二）核心素养概念的解析

综合前述学者们和各国政府、各类组织对核心素养的研究，这一概念具有下

列特性，在解析时应加以注意。

１．在目标上，核心素养的概念指向的是对 “教育应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

问题的回答。由于它的范畴超越了行为主义层面的能力，涵盖态度、知识与能力

等方面，因此体现了全人教育的理念，契合我国传统文化 “教人成人”或 “成人

之学”的特色育人观，与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提出的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的教育质量根本标准一致，

有利于在实际教育教学工作中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完成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 “立德树人”的教育工作根本任务。

２．在性质上，核心素养是所有学生应具有的共同素养，是最关键、最必要

的共同素养 （见图１４）。每个人在终身发展中都需要许多素养，以应对各种生活

的需要，这些所有人都需要的共同素养可以分为核心素养，以及由核心素养延伸

出来的其他素养，其中，最关键、最必要且居于核心地位的素养就称之为核心素

养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５；ＯＥＣＤ，２００５）。核心素养代表了个体普遍应

达到的共同必要素养。核心素养代表应该达成的最低共同要求，是每个个体都必

须学会获得的不可或缺的素养。核心素养不仅是共同的素养，更是关键的、必要

的、重要的素养。正因如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盟、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以

及世界教育发达国家都十分强调核心素养的教育价值，把以核心素养为核心的未

来课程作为进行课程改革的重要议题，通过核心素养的建构来优化教育改革的

质量。

３．在内容上，核心素养是知识、技能和态度等的综合表现。“素养”一词的

含义比 “知识”和 “技能”更加宽广。“知识”与 “技能”主要涉及具体学科领

域的知识，或者具有 “听”“说”“读”“写”“算”等基本技能，而素养指向的则

并不是某一学科知识，它既包括传统的教育领域的知识、能力，又包括学生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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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核心素养与其他素养的关系

感、态度、价值观。因此，核心素养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其所涉及的内涵并非单

一维度，而是多元维度的。核心素养不仅仅是知识技能，更重要的是情感、态

度、知识、技能的综合表现。这一超越知识和技能的内涵，可以矫正过去重知

识、轻能力、忽略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偏失，更加完善和系统地反映教育目标

和素质教育理念。

４．在功能上，核心素养同时具有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素养”一词的功能

超出了 “职业”和 “学校”的范畴，核心素养的获得可以使学生升学或更好地进

行未来的工作，但是素养的功能不仅仅包括升学和就业，素养的获得是为了使学

生能够发展成为更为健全的个体，能够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变化，为终身

学习、终身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并且能够达到促进社会良好运行的目的。因

此，核心素养同时具有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是对个人和社会都具有积极意义的

重要素养。

５．在培养上，核心素养是在先天遗传的基础上，综合后天环境的影响而获

得的，可以通过接受教育来形成和发展。广义而言，有些素养是先天的，有些素

养是后天习得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盟等把教育过程中的素养界定为通过

学习而来，即使某些素养存在先天潜能的发展，这些素养也必须是可教、可学

的，需要通过有意识的教育过程进行培养，经过学生的学习积累获得。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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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素养并非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通过教育得到发展的知识、能力与态度

等。因此，核心素养主要是后天学习的结果，可以通过各教育阶段的课程设计与

教学实施加以培养。培养的过程侧重学生的自主探究和自我体验，更多地依靠学

生自身在实践中的摸索、积累和体悟，是个体认知与元认知建构的过程，是在外

界引导下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升华的过程。

６．在评估上，核心素养需结合定性与定量的测评指标进行综合评价。核心

素养具有可教、可学的外显部分，同时也存在无声、无形但可感、可知的内隐部

分。前者能够在特定的情境下通过一定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能够有效地对其进

行定量的测评；而后者则偏向于一种潜移默化的隐性渗透过程，需以定性、形成

性评价的方式进行评估，强调对核心素养形成过程的高度关注，关注个体在此过

程中的感受与体悟。

７．在架构上，核心素养应兼顾个体与文化学习、社会参与和自我发展的关

系。通过对国际上核心素养框架的分析可以发现，尽管各国所遴选的核心素养指

标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是，其在核心素养选取时都涉及文化学习领域、个体自

我发展领域和社会参与互动领域。这三大领域具有较大的普遍性与概括性，基本

能够涵盖多个发达国家所提出的核心素养内容，反映了个体与自我、社会和文化

的关系。

８．在发展上，核心素养具有终生发展性，也具有阶段性。核心素养是所有

人都应该具备的素养，每个人都需要不断发展，但其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具有

终生的连续性。最初在学校中培养，随后在一生中不断发展完善。另一方面，核

心素养发展的连续性并不否认其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点。核心素养在个体不同

人生阶段中的着重点有所不同，不同教育阶段 （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等）对

某些核心素养的培养也存在不同的敏感性，即一些核心素养在特定的教育阶段可

能更容易取得良好的培养效果，这为核心素养的培养提供了有利条件。

９．在作用发挥上，核心素养的作用发挥具有整合性。经合组织指出素养是

基于行动和特定情境而言的。在不同的情境下，核心素养的作用发挥并非是孤立

的，而是表现出一定的整合性，尽管不同核心素养发挥的作用大小可能存在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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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对此，澳大利亚的梅尔委员会也提出，任何核心素养本身不构成一套独立的

体系，为了完成某一目标，可以将知识、技能、情感态度等素养通过整合的方式加

以应用。可见，核心素养的整体特性不仅决定了其学习获得具有系统性，也决定了

它们可以在实践应用中相互交叉与整合，共同发挥价值。这对于教育教学的启示

是，核心素养的功能是整合性的，每个核心素养都具有独特的重要价值，不存在孰

轻孰重的问题，需要基于情境进行整合性的作用发挥，不能单独地进行价值比较。

三、核心素养概念在教育中的定位

（一）宏观上

综合世界各组织及国家的研究经验，在充分考虑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

国情，以及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发展特殊性的基础上，学生核心素

养的概念需要找准定位，厘清与教育、教学、课程等方面的关系。对此，借鉴前

人的研究与证据，可以认为学生的核心素养是对党和国家的宏观教育目标的解读

与落实，是连接宏观教育理念、教育目标和具体学科的教育内容、教学方式的中

介环节，是对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国家总体教育目标的解释框架 （见图１５）。

（二）微观上

建构学生的核心素养，需要在跨越不同具体学科领域的水平上对基础教育和

高等教育阶段所预期的教育结果有一个整体性的思考和构思。从问题定向的角

度，对核心素养的具体定位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１．将核心素养作为修订课程方案的指导。一方面，就课程方案中课程目标、

培养目标的现有话语体系的表述而言，离一线教师的教学语言尚有一定距离，具

有改进和完善的空间。对核心素养开展研究，有利于在修订课程方案时使人才培

养目标的表述更加科学；另一方面，就课程设置和课程结构的调整而言，如何在

课程改革的过程中调整、增减课程，应采取哪些依据？要回答这些问题，也需要

对核心素养展开研究。只有明确了学生核心素养的内容，具体的课程调整才有依

据，才能对完善课程结构发挥参照和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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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核心素养框架在国家教育系统中的地位

２．将核心素养作为修改和完善课标的指导。通过研究各学段的学生核心素

养，可以进一步完善各学科的课程目标，在保证学科体系完整的前提下，合理地

调整学科内容 （以高中课程为例，可以根据核心素养个别增删、调整学科模块内

容），并明确界定出学生在完成各阶段教育学习过程中所应具备的核心素养及其

应达到的具体水平，进而修订、完善学业质量标准。

３．将核心素养作为考试改革的指导。核心素养强调了学生在知识、能力、

态度、品格等方面的表现，在关注基础知识学习积累的同时，重视信息搜集、综

合分析与应用、问题解决、过程性体验与态度形成等综合能力、综合素养的培

养。这将为进一步的考试改革提供新的思路和参考，为落实 “德育为先，能力为

重，全面发展”的育人要求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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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章

从国际视角下探寻核心素养

　　　

面向２１世纪学生核心素养的研究与探讨，一直是国际社会和教育组

织共同关注的焦点。为成功地融入未来社会，在满足个人自我实现需要

的同时推动社会的健全发展，未来培养的学生应该具备哪些最基本、最

重要的知识、能力与情感态度？这些基本的素质包括哪些关键内容？这

些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发展与规划未来教育无法规避的核心问题。基

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世界各国和先进发达的地区都先后开展了面向未

来的学生核心素养的研究与探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经验。“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我们国家要开展学生核心素养研究，必须学习与借鉴世

界先进国家和地区的一些研究成果。因此，我们对经合组织、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美国、日本、中国台湾等１５个国际组织、国家或地区界定和

遴选核心素养的过程与成果进行了分析和调查。限于篇幅原因，本章仅

介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合组织和欧盟三个有代表性的国际组织对核

心素养的研究结果，及美国、法国、英国和日本四个国家核心素养的内

容框架与指标体系，并对这些国际视角下的核心素养内容和指标体系进

行比较分析，试图为我国核心素养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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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主要国际组织的核心素养框架

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核心素养研究

自创立之日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一直致力于通过教育这一重要的基础性

工作来建构和平，消除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跨文化对话。立足于这一宗旨，

面对２１世纪的时代发展需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要建构整体而人本化的

优质教育。为此，１９９０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ＵＮＤＰ）、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 （ＵＮＦＰ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ＵＮＩＣＥＦ），以及世界

银行等组织联合发起了全民教育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ｌｌ，简称ＥＦＡ）运动。这一运

动旨在为全世界所有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提供优质的基础教育。所有参与者都

支持扩展 “学习的视域”，承诺普及初等教育和减少文盲。伴随着全民教育运动

的开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始终把握着教育发展的动态，并极力描绘出全球化进

程中的新教育需求之图景。

（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核心素养的背景

１．基于终身学习的全民教育

基于人本主义的思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转变了对教育目标的认识，从 “工

具性目标”———把学生培养成提高生产率的工具转向 “人本性目标”———使人的

情感、智力、身体、心理诸方面的潜能和素质都能通过学习得以发展。１９７２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学会生存》（犔犲犪狉狀犻狀犵犜狅犅犲）一书提出了 “教育发展的目

标是人的完整实现”，是人具有丰富内涵的个性的 “全面实现”。以人为本的教育

理念，促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提高教育质量的着眼点从 “教”转向 “学”，强

调教育的使命就是使人学会学习，使学习成为每个学生的课题和全体社会成员借

以发展的 “内在财富”。１９９６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国际２１世纪教育委员会”

发表了 《学习：财富蕴藏其中》（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Ｗｉｔｈｉｎ）的报告。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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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的理论高度和政策视角提出把 “终身学习”作为一切重大教育行动与变革的

指导原则。与此同时，“终身学习”还是一种促进人类有意义地生活的理念，它

要求人们能够在生命的过程中处理和应对一切变化和挑战。

在 “终身学习”思想指导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 “界定二十一世纪社

会公民必备的基本素质”———终身学习的四大支柱，包括学会求知、学会做事、

学会共处，以及学会发展。其中，学会求知是终身学习的基础。２００３年，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研究所又提出了 “学会改变”的基本素养，并将其视为终身学

习的第五支柱。每一支柱里又包含各种具体的基本技能，组成了 “终身学习”的

基本指标体系。具体指标和内涵如表２１所示。

表２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五大支柱及其内涵

五大支柱 具体指标 内涵

学会求知

１．学会学习

２．注意力

３．记忆力

４．思考力

该素养要求学生超越从学校教科书和课堂教学中汲

取人类知识的限制，包括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了解

各种社会关系，习得民族文化价值观念，学会遵守

社会行为规范，培养学生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

学会做事

１．职业技能

２．社会行为

３．团队合作

４．创新进取

５．冒险精神

该素养不但意味着所学知识的应用和职业技能的养

成，而且还强调为适应 “智力化”知识经济而学习

适应劳动世界变化的综合能力 （包括合作精神、创

新精神、交流能力），强调从工作实践和人际交往中

培养社会行为技能。

学会共处

１．认识自己的能力

２．认识他人的能力

３．同理心

４． 实现共同目标的

能力

该素养意味着学习和了解自身，发现并尊重他人、

他国、他族的文化，学会关心、学会分享；学会平

等对话以及用协商的方法解决多种矛盾／冲突的态

度，在人的思想中构筑 “和平”；学会在参与目标一

致的社会活动中获得实际的合作经验。

学会发展

１．促进自我的精神

２．丰富的人格特质

３．多样化表达能力

４．责任承诺

该素养体现了教育／学习的根本目标，它超越单纯的

道德、伦理意义上的 “为人处世”，而包括了适合个

人和社会需要的情感、精神、交际、合作、审美、

体能、想象、创造、批判性精神等诸方面相对全面

而充分的发展。因此，它体现了教育质量的实质和

目标就是促进每个学生个体和社会的全面而有个性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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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五大支柱 具体指标 内涵

学会改变

１．接受改变

２．适应改变

３．主动改变

４．引领改变

该素养指个人不仅要学会接受和适应改变，也要展

开行动成为积极改变的主体，并且主动引领改变以

促进人类的发展。学习不仅可以适应改变，也能创

造改变；学习是一种适应的机制，但也具有引发改

变的能力。

“终身学习”及其五大支柱很快成为世界教育舞台上受人瞩目的焦点，它为

世界各国反思教育和制定教育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基于 “终身学习”的理念，

２０００年，在达喀尔世界教育论坛上，１６４个国家政府承诺要实现 “全民教

育”———为全世界所有儿童、青年、成年人提供优质的基础教育，并就２０１５年

要实现的六大目标达成一致。这六大目标具体如下。

（１）目标１：全面扩展和提高早期儿童的关怀与教育，尤其是弱势儿童群体。

（２）目标２：到２０１５年，确保所有儿童，包括女孩、贫困儿童、少数民族儿

童等都能上学，接受优质的免费基础教育。

（３）目标３：通过拓展合适的学习与生活技能课程，确保满足所有青年人和

成年人的学习需要。

（４）目标４：到２０１５年，确保成人，尤其是妇女的识读水平能提高５０％，

让所有成年人都接受基础的继续教育。

（５）目标５：到２００５年，消解中小学教育中的性别差异，到２０１５年实现教

育中的性别平等，确保女孩能够获得和完成优质基础教育。

（６）目标６：提高教育质量的方方面面并追求卓越，能够识别和测量学习结果，

尤其是读写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数学 （ｎｕｍｅｒａｃｙ）和基本的生活技能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ｌｉｆｅｓｋｉｌｌｓ）。

可以看到，前五大目标都定位于实现教育的全民化，确保每个人 （不分年

龄、性别、种族、社会地位、经济能力）实现其获得教育的根本权利，获得最基

本的优质教育。

２．基于能力发展的全民教育

随着全民教育运动的展开，各国都制订了确保所有学生能够获得优质教育的

行动计划。然而，随之而产生的问题是，这些计划如何才能得到有效落实，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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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从国际视角下探寻核心素养

升学生的学习成果呢？这一问题逐渐凸显为全民教育化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事实

上，对于许多不发达国家而言，如何实现 “教育全民化”仍然是一个难题，仅有

财政投入的增加对于提升教育质量是远远不足的。真正阻碍各国教育系统实现教

育全民化这一宏大目标的一个要素就是，各国教育部或任何教育实体应对挑战和

执行任务的能力水平。鉴于２０１５年要实现全民教育目标的紧迫性，当前面临的

问题是：对于有贫困地区的国家而言，何种支持是最合适的呢？现在改变传统，

转向新的支持框架是否妥当呢？究竟怎样的学习才能既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又促

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基于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全民教育中心启动了基于能力

发展的全民教育项目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ｆｏ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ｌｌ，简称ＣａｐＥ

ＦＡ）。

在本项目中，能力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概念是广义上的，它指的是主体成功执行某

一给定任务，产生实际有效性、权威性、生产力和资源的能力、态度和资质。这

里的主体包括个体、组织和制度这三个层面。显然，能力在这里绝不局限于个体

的个性心理特征。ＣａｐＥＦＡ项目组用一个清晰的图标阐释和说明了能力发展中的

能力概念，如图２１所示。

图２１　能力发展内在联结的球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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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

基于这一能力的概念内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主要关注点投向全民教育成

员组织四个方面的工作：区域政策与计划、扫盲、教师教育政策、职场技能。在

这四个重要领域内，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首所建立的实践共同体要求各个区域

内的全民教育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贡献。

（１）宣传与倡议。

（２）支持全面的国家政策与法律框架。

（３）加强区域内或子区域内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与计划。

（４）在制定政策与计划过程中确保入学率、教育公平和质量等问题。

（５）确保课程的相关性。

（６）建立参与和协作伙伴关系。

（７）参与全民教育运动的人力资源发展。

（８）知识生产与实现知识、经验的交流。

在整个能力发展的项目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则提出了具体的能力发展程序

与过程，其主要基于行动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强调如何将能力发展从理论转化为

实践，具体的程序如图２２所示。

图２２　全面教育能力发展项目开展的程序与过程

基于上述程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引领各国政府、技术伙伴、民间团体，以

及私营组织更好地推动着能力发展为本的全民教育运动。它一般会先通过评估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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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教育部门来确立各国的 “能力水平”，然后再通过各种措施和行动来引领各

国设计、实施和监控全民教育方方面面的工作。

３．面向２１世纪的全民教育

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全民教育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如果说能力发展项目是

为了确保提升各参与国家政府组织、实施全面教育的行动力的话，那么，随着全

民教育运动的不断推进和深入，如何确保个体 （学生）获得适应未来社会的基本

素养以过上美好生活和促进社会发展，则成为面向２１世纪全民教育必须回应的

核心问题。基于这一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发起了 “２１世纪的教育”这

一新的教育主题，并呼吁 “重思教育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作为全球教育

理念的引领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觉地担任起了回应２１世纪教育所面临的挑

战这一职责，它倡导我们需要重新检视已有的教育本质概念。当前世界各国的教

育体系大多根源于１９世纪工业社会时代的工厂式教育模式，将学生分年龄段分

班级进行分科知识的传授，进而实施标准化的学习、评估与资历认证。然而，随

着社会变化的加速以及不确定因素的增加，当前我们必须批判性地反思这一传统

的教育模式，各国政府应更加积极主动地理解和把握教育的发展趋势，增强基于

证据的政策对话，开展面向未来的教育研究，增强处理全球化背景下重大社会问

题的能力。站在全球的视野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以全面提升全球教育质量为

己任，进入了全民教育的最后攻坚阶段。

然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２０１３年发布的 《２０１２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表

明，当前全民教育的质量依然是令人担忧的。据初步统计，全世界至少有两亿五

千万的小学生读、写、算等学习基本素养不能达标。无论是否在学校，有七千一

百万青少年辍学，错过学习未来就业所需重要技能的机会。并且，当前急需要解

决的问题是提升青年的技能水平，以保障他们能够顺利找到工作。因此，“优质

教育”与 “教育质量提升”的问题又再次走向当前国际教育舞台的中心，而基于

全民教育的优质教育普及任务则驱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启了学习结果指标体

系，即核心素养指标体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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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

（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核心素养的基本框架

１．七大学习领域的确定

２０１２年８月到９月，学习成果衡量特设工作组的标准工作组基于发布的 《作

为学习结果的核心素养草案：幼儿、小学和中学》这一材料，征询了至少来自

５７个国家近５００位代表的意见。根据反馈的意见，标准工作组修订了核心素养

草案，初步确定了核心素养指标体系的七个学习领域 （图２３）。

图２３　学习领域的国际框架

根据征询意见，标准工作组对七大领域的内涵进行了描述，同时也确定了其

子领域，如表２２所示 （ＬＭＴＦ，２０１３）。

表２２　学习领域国际框架的内涵及界定

学习领域 内涵 子领域举例

身体健康

儿童和青年能合适地运用身体，发展运动

控制力，对于营养、运动、健身，以及安

全等方面具备一定的知识并能付诸行动。

·身体健康与卫生

·食品与营养

·体育活动

社会情绪
儿童和青年能发展和保持与成年人和同伴

的关系，懂得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

·社会与共同体观念

·公民观念

·心智健康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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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习领域 内涵 子领域举例

文化艺术

能够创造性地表达，包括音乐、戏剧、舞

蹈、视觉、媒体、文学艺术或其他创造性

活动。同时，了解家庭、学校、社区及国

家的文化经验。

·艺术创作

·文化知识

·自我或共同体身份认同

·尊重多元

文字沟通

能在社会生活世界中运用第一语言进行交

流，包括听、说、读、写，并能听懂或读

懂各种媒体的语言。

·说与听

·词汇

·写作

·阅读

学习方式

与认知

学习者投入、参与学习的过程就是学习方

式，认知则是指通过各种方式开展的心理

过程。

·坚持与专注

·合作

·问题解决

·自我导向

·批判性思考

数字与数学
能广泛应用数字与数量语言的科学来描述

和表征在生活中所观察到的现象。

·数字概念与运算

·几何与模型

·数学应用

·数据与统计

科学与技术

科学素养指掌握包括物理规律和一般真理

在内的具体科学知识或知识体系。技术素

养则是要求开发或运用技术来解决问题。

·科学探究

·生命科学

·物理学

·地理学

·数码技术的意识与运用

２．各年龄段核心素养子领域的确定

根据确定的七大核心学习领域及其内涵，标准工作组在公众咨询的基础上，

对０～１９岁各年龄段孩子应该具备的核心素养进行更为详细的区分和界定，如表

２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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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３　各学习领域不同年龄段孩子应具备的核心素养内容

学习

领域

学前阶段 （０～８岁）

学习指标

小学阶段 （５～１５岁）

学习指标

中学阶段 （１０～１９岁）

学习指标

身体

健康

身体健康与营养、健康知

识与实践、安全知识与实

践、大运动、精细动作与

感知动作技能

身体健康与卫生、食物与

营养、体育运动、性健康

健康与卫生、性健康与生殖

教育、疾病预防

社会

情绪

自律、社会关系与行为、

自我概念和自我效能、同

情心、情绪意识、解决冲

突、道德价值

社会与集体价值、公民价

值、精神健康

社会科学、道德伦理价值、

毅力和抗压性、积极的自我

和他人观念、参与公民活动、

领导力、社会意识

文化

艺术

艺术创作、自我认同和群

体认同、多元意识和对多

元的尊重

艺术创作、了解文化 艺术创作、学习研究文化

文字

沟通

接受语言、表达语言、词

汇、认识图标

口语流畅、口语理解、阅

读流畅、阅读理解、感受

词汇、表达词汇、书面表

达和写作

听、说、写、读

学习

方式

与认知

好奇与参与、坚持与专

注、独立与主动、合作、

创造性、推理与问题解

决、早期批判思维技能、

符号陈述

坚持与专注、合作、独立

自 主、知 识、理 解、运

用、批判性思考

合作、自我指导、学习导向、

坚持、问题解决、批判性决

策、灵活弹性、创造性

数字

与数学

数字意识与运算、空间意

识与几何、类比与分类、

测量与比较

数字概念与运算、几何与

类比、数字运用

数字、代数、几何、日常运

算、个人财政、知情消费者、

数据和统计

科学

与技术

提问技术、认识自然和物

理世界、技术意识

科学提问、生命科学、物

理科学、地球科学、数字

技术的意识与运用

生物、化学、物理、地球科

学、科 学 方 法、环 境 意 识、

数字化学习

３．各年龄段具体子领域内涵的确定

在表２３的基础上，标准工作组又进一步就各年龄段的孩子在各子领域中的

具体表现，即具体的测评指标，进行了讨论和研究，最终确定了各年龄段具体子

领域的内涵，如表２４所示 （ＬＭＴＦ，２０１３；滕臖，２０１３）。

４４



第二章　从国际视角下探寻核心素养

表
２
４
　
基
于
核
心
素
养
的
学
习
指
标
体
系

学
前
阶
段
（ ０
～
８
岁
）

学
习
指
标
内
涵

小
学
阶
段
（ ５
～
１
５
岁
）

学
习
指
标
内
涵

中
学
阶
段
（ １
０
～
１
９
岁
）

学
习
指
标
内
涵

身
体
健
康

与
营
养

儿
童
远
离
疾
病
，
营
养
充
足
，
能
够
了

解
具
体
食
物
的
营
养
和
危
险
。

身
体
健
康

与
卫
生

学
会
讲
卫
生
，
能
够
正
确
用
水
以
预

防
传
染
性
疾
病
；
同
时
能
选
择
健
康

的
行
为
方
式
预
防
非
传
染
性
疾
病
。

健
康
与

卫
生

了
解
并
采
用
健
康
的
行
为
方
式
和

卫
生
习
惯
，
其
中
也
包
括
心
理

健
康
。

健
康
知
识

与
实
践

儿
童
了
解
日
常
的
健
康
和
卫
生
习

惯
，
包
括
如
厕
、
饮
食
、
洗
手
、
刷

牙
等
。

食
物
与

营
养

了
解
饮
食
对
心
智
和
身
体
发
展
的
重

要
性
，
在
不
同
的
情
境
下
有
不
同
的

含
义
，
有
时
是
指
确
保
儿
童
有
足
够

的
营
养
摄
取
，
有
时
是
指
控
制
饮
食

量
，
以
保
持
健
康
的
体
态
。

性
健
康
与

生
殖
教
育

理
解
性
健
康
、
组
建
家
庭
、
怀
孕
和

分
娩
的
基
本
概
念
。

安
全
知
识

与
实
践

儿
童
能
够
识
别
并
躲
避
危
险
，
如
战

争
、
交
通
、
水
、
动
物
、
陌
生
人
可
能
带

来
的
危
险
。

体
育
运
动

通
过
运
动
、
游
戏
发
展
个
人
才
能
。

疾
病
预
防

了
解
创
造
健
康
的
条
件
，
能
通
过
健

康
饮
食
、
锻
炼
身
体
的
途
径
，
有
效

预
防
疾
病
。

大
运
动
、

精
细
动
作

与
感
知
动

作
技
能

大
运
动
指
身
体
在
以
下
运
动
中
用
到

的
大
动
作
，
如
跑
、
跳
、
爬
、
攀
登
。
精

细
动
作
指
捡
、
画
、
写
、
使
用
键
盘
等

操
作
性
小
动
作
。
感
知
动
作
技
能
与

大
脑
、
眼
睛
、
身
体
配
合
有
关
，
如
手

眼
协
调
。

性
健
康

理
解
人
类
繁
衍
生
育
的
基
本
概
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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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学
前
阶
段
（ ０
～
８
岁
）

学
习
指
标
内
涵

小
学
阶
段
（ ５
～
１
５
岁
）

学
习
指
标
内
涵

中
学
阶
段
（ １
０
～
１
９
岁
）

学
习
指
标
内
涵

自
律

能
根
据
相
应
的
发
展
阶
段
和
社
会
文

化
环
境
，
控
制
自
己
的
情
绪
、
行
为
、

冲
动
和
注
意
力
。
年
龄
稍
大
的
孩
子

能
够
遵
循
简
单
的
规
则
、
方
向
和
日

常
规
矩
，
同
时
有
能
力
模
仿
成
人
世

界
的
活
动
。

社
会
与

集
体
价
值

了
解
并
运
用
以
下
生
活
技
能
：
沟
通
、

决
策
、
确
定
、
对
等
、
自
我
意
识
、
交

流
、
友
谊
、
自
尊
、
倡
导
包
容
、
反
对
歧

视
、
培
养
情
商
。

社
会
科
学

理
解
人
们
行
为
的
方
式
，
理
解
人
们

的
行
为
对
周
围
世
界
产
生
的
影
响
，

能
够
自
我
剖
析
，
同
时
分
析
他
人
的

价
值
、
信
念
、
归
宿
认
同
及
其
他
相

关
文
化
。

社
会
关
系

与
行
为

能
与
自
己
信
任
的
成
人
之
间
建
立
适

龄
的
安
全
依
恋
关
系
，
与
同
伴
建
立

友
谊
。
对
他
人
的
情
绪
有
所
反
应
，

能
够
采
用
适
龄
的
社
会
行
为
与
他
人

互
动
。
该
年
龄
段
的
儿
童
开
始
学
会

合
作
、
分
享
、
轮
流
和
帮
助
，
也
开
始

认
识
必
要
时
必
须
妥
协
和
磋
商
。

公
民
价
值

理
解
社
会
和
政
治
概
念
，
如
民
主
、
公

正
、
公
平
、
公
民
等
。
能
够
尊
重
、
捍

卫
规
则
，
并
根
据
学
校
、
家
庭
和
集
体

环
境
提
出
适
宜
的
修
改
意
见
。

道
德
伦
理

价
值

建
立
包
括
政
治
、
宗
教
、
文
化
等
一

系
列
的
信
念
，
并
根
据
自
己
的
信
念

采
取
适
宜
的
行
动
。

自
我
概
念

和
自
我

效
能

儿
童
了
解
自
己
的
喜
好
、
感
受
、
思
想

和
能
力
。
自
我
效
能
指
儿
童
根
据
自

己
完
成
任
务
的
能
力
建
立
自
信
，
在

不
伤
害
自
尊
的
基
础
上
了
解
自
己
的

局
限
，
在
活
动
和
任
务
中
表
现
出
与

年
龄
相
适
应
的
独
立
性
。

精
神
健
康

儿
童
面
对
挫
折
或
其
他
负
面
影
响
，

能
够
积
极
地
解
决
问
题
。

毅
力
和

抗
压
性

能
够
承
受
失
败
，
克
服
困
难
，
从
失

败
和
错
误
中
积
极
地
吸
取
经
验

教
训
。

同
情
心

能
感
同
身
受
，
理
解
他
人
的
感
受
。

积
极
的
自

我
和
他
人

观
念

对
自
己
、
家
庭
和
所
在
集
体
满
怀
热

情
，
追
求
高
质
量
的
生
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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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学
前
阶
段
（ ０
～
８
岁
）

学
习
指
标
内
涵

小
学
阶
段
（ ５
～
１
５
岁
）

学
习
指
标
内
涵

初
中
阶
段
（ １
０
～
１
９
岁
）

学
习
指
标
内
涵

情
绪

意
识

了
解
情
绪
会
影
响
自
己
的
行
为
和
与

他
人
的
关
系
，
能
够
表
达
情
绪
，
有
能

力
辨
别
与
控
制
情
绪
。

参
与
公
民

活
动

在
集
体
中
或
更
大
的
范
围
内
承
担

管
理
社
会
的
责
任
。

解
决

冲
突

儿
童
采
用
非
攻
击
性
的
合
适
策
略
，

独
自
或
在
成
人
、
同
伴
的
干
预
下
解

决
人
际
冲
突
问
题
。

领
导
力

能
够
决
策
，
并
采
用
自
主
或
合
作
的

方
式
执
行
决
策
。

道
德

价
值

儿
童
建
立
自
己
评
估
人
类
行
为
的
道

德
体
系
，
认
识
到
道
德
价
值
对
每
个

人
的
决
策
都
有
影
响
，
能
够
反
思
自

己
和
他
人
对
与
不
对
的
行
为
，
并
能

思
考
各
种
行
为
背
后
的
动
机
，
了
解

行
为
可
能
带
来
的
后
果
。

社
会
意
识

能
够
理
解
并
根
据
社
会
环
境
做
出

适
宜
的
反
应
。

艺
术
创
作

了
解
并
能
通
过
音
乐
、
戏
剧
、
舞
蹈
、

视
觉
、
媒
体
、
文
学
等
艺
术
活
动
自
我

表
达
，
能
促
进
儿
童
认
知
、
身
体
和
社

会
情
绪
的
发
展
。
刚
出
生
时
，
婴
儿

就
能
通
过
观
察
、
听
和
回
应
来
感
受

艺
术
活
动
，
到
小
学
入
学
时
，
儿
童
能

通
过
讨
论
、
分
享
，
对
艺
术
活
动
做
出

自
己
的
评
判
。

艺
术
创
作

理
解
不
同
的
艺
术
过
程
，
学
会
创
作
、

表
演
、
回
应
或
评
论
不
同
的
艺
术
形

式
，
如
舞
蹈
、
音
乐
、
戏
剧
、
视
觉
艺

术
、
媒
体
艺
术
等
；
并
学
会
如
何
运
用

这
些
艺
术
活
动
来
促
进
自
我
语
言
、

数
学
、
科
学
、
创
造
性
思
维
等
方
面
的

学
习
和
发
展
。

艺
术
创
作

在
个
人
、
社
会
、
文
化
和
历
史
的
情

境
中
能
够
理
解
、
表
达
、
创
作
、
感
受

并
评
价
相
应
的
艺
术
活
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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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学
前
阶
段
（ ０
～
８
岁
）

学
习
指
标
内
涵

小
学
阶
段
（ ５
～
１
５
岁
）

学
习
指
标
内
涵

初
中
阶
段
（ １
０
～
１
９
岁
）

学
习
指
标
内
涵

自
我
认

同
和
群

体
认
同

指
儿
童
能
认
识
到
自
我
的
个
性
和
特

征
（
包
括
身
体
、
年
龄
、
性
别
、
文
化

等
）
；
群
体
认
同
指
儿
童
能
将
自
己
视

为
群
体
中
的
一
员
，
并
认
识
到
群
体

的
共
同
文
化
、
宗
教
、
价
值
观
等
。

了
解
文
化

了
解
更
多
有
关
自
己
和
他
人
的
文

化
，
学
会
欣
赏
自
己
文
化
和
他
人
文

化
中
的
相
同
与
不
同
之
处
，
学
会
尊

重
并
与
不
同
文
化
背
景
中
的
人
和
平

共
处
。

学
习
研
究

文
化

从
认
识
到
认
同
社
会
与
文
化
之
间

的
关
联
，
将
艺
术
活
动
与
文
化
、
历

史
和
环
境
联
系
起
来
。

多
元
意
识

和
对
多
元

的
尊
重

儿
童
能
认
识
到
个
体
之
间
的
不
同
，

也
能
认
识
到
群
体
之
间
的
不
同
。
儿

童
能
够
适
龄
地
尊
重
不
同
人
的
特

点
，
并
认
识
到
即
便
每
个
人
都
不
同
，

大
家
也
有
共
通
之
处
。

接
受
语
言

听
懂
口
头
语
言
，
为
日
后
口
头
表
达

技
能
奠
定
基
础
。

口
语
流
畅

能
使
用
他
生
活
环
境
中
常
用
的
语

言
，
流
畅
地
表
达
自
己
的
想
法
。

听
、
说

运
用
适
宜
的
语
言
有
效
地
理
解
和

表
达
思
想
。

表
达
语
言

会
说
话
，
在
整
个
幼
儿
阶
段
儿
童
的

表
达
性
语
言
会
越
来
越
流
畅
。

口
语
理
解

儿
童
能
理
解
他
生
活
环
境
中
的
常
用

语
言
。

写
能
根
据
不
同
的
目
的
，
撰
写
有
意
义

的
文
章
。

词
汇

整
合
儿
童
接
受
和
表
达
语
言
的
能

力
，
让
儿
童
能
用
越
来
越
复
杂
的
方

式
理
解
和
表
达
自
己
的
需
要
、
想
法
、

情
绪
和
观
点
。

阅
读
流
畅

能
轻
松
阅
读
，
在
阅
读
速
度
、
准
确

性
、
音
韵
等
方
面
通
过
评
判
。
遇
到

生
词
，
能
采
取
解
码
来
认
识
字
形
结

构
，
运
用
情
境
线
索
或
背
景
知
识
来

认
识
生
词
。

读

理
解
书
面
文
章
的
内
容
、
结
构
及
其

试
图
表
达
的
意
义
。
这
里
的
书
面

文
章
包
括
书
本
、
其
他
阅
读
材
料
，

以
及
电
子
媒
体
材
料
。

认
识
图
标

了
解
印
刷
图
标
所
表
达
的
含
义
，
为

日
后
的
识
字
奠
定
良
好
的
基
础
。

阅
读
理
解

能
回
答
有
关
文
字
的
问
题
或
复
述
某

段
文
字
，
从
而
检
测
学
生
是
否
真
正

理
解
了
所
阅
读
的
材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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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学
前
阶
段
（ ０
～
８
岁
）

学
习
指
标
内
涵

小
学
阶
段
（ ５
～
１
５
岁
）

学
习
指
标
内
涵

初
中
阶
段
（ １
０
～
１
９
岁
）

学
习
指
标
内
涵

感
受
词
汇

在
读
到
或
听
到
某
一
词
汇
时
，
能
够

很
好
地
理
解
该
词
汇
的
意
思
。

表
达
词
汇

能
自
如
地
运
用
词
汇
进
行
说
和
写
。

书
面
表
达

和
写
作

能
通
过
写
作
表
达
自
己
的
思
想
，
练

习
书
写
语
言
符
号
，
而
后
练
习
撰
写

短
小
的
、
自
己
原
创
的
文
章
，
再
学
会

写
不
同
目
的
的
文
章
，
如
小
说
、
非
小

说
等
。

好
奇
与

参
与

通
过
问
很
多
问
题
，
对
各
种
话
题
和

活
动
都
表
现
出
浓
厚
的
兴
趣
，
渴
望

学
习
新
东
西
，
充
满
想
象
力
。

坚
持
与

专
注

在
活
动
中
，
特
别
是
挑
战
性
的
活
动

中
能
够
善
始
善
终
。

合
作

能
够
与
他
人
合
作
，
解
决
大
家
共
同

关
心
的
问
题
。

坚
持
与

专
注

在
活
动
中
，
特
别
是
富
有
挑
战
性
的

任
务
中
，
能
够
善
始
善
终
。
包
括
在

活
动
中
能
够
逐
步
思
考
，
并
执
行
活

动
步
骤
。

合
作

在
各
种
集
体
情
境
下
表
现
出
互
动
行

为
，
包
括
与
他
人
合
作
完
成
任
务
，
也

包
括
向
成
人
或
大
孩
子
学
习
。

自
我
指
导

能
够
自
主
地
收
集
并
理
解
相
关

信
息
。

独
立
与

主
动

能
够
独
立
完
成
任
务
，
也
知
道
何
时

及
如
何
寻
求
资
源
来
完
成
任
务
。

独
立
自
主

能
独
立
完
成
任
务
，
也
知
道
何
时
及

如
何
寻
求
资
源
来
完
成
任
务
。

学
习
导
向

愿
意
通
过
学
习
来
满
足
日
益
进
步

的
社
会
需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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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学
前
阶
段
（ ０
～
８
岁
）

学
习
指
标
内
涵

小
学
阶
段
（ ５
～
１
５
岁
）

学
习
指
标
内
涵

初
中
阶
段
（ １
０
～
１
９
岁
）

学
习
指
标
内
涵

合
作

指
儿
童
与
成
人
、
同
伴
之
间
的
互
动
，

如
儿
童
有
兴
趣
参
加
集
体
活
动
，
能

认
识
到
某
些
任
务
必
须
与
他
人
合
作

才
能
完
成
，
并
能
策
划
和
发
起
一
些

集
体
活
动
，
或
者
加
入
他
人
的
合
作

游
戏
之
中
。

知
识

包
括
事
实
性
知
识
、
程
序
性
知
识
和

概
念
性
知
识
。
儿
童
能
够
回
忆
以
往

学
过
的
事
实
、
问
题
解
决
程
序
，
并
由

此
得
出
他
们
对
某
一
问
题
的
概
念
性

理
解
。

坚
持

指
学
生
集
中
注
意
力
来
完
成
学
习

活
动
的
能
力
。

创
造
性

能
突
破
常
规
来
解
决
问
题
，
提
出
创

造
性
解
决
方
案
。
创
造
性
有
时
通
过

艺
术
作
品
，
如
视
觉
艺
术
、
音
乐
等
来

得
以
表
现
。

理
解

能
够
根
据
数
据
和
材
料
建
构
意
义
，

包
括
解
读
、
分
类
、
归
纳
和
比
较
。

问
题
解
决

能
够
研
究
问
题
，
并
找
到
创
新
、
有

效
的
问
题
解
决
之
道
。

推
理
与

问
题
解
决

运
用
已
有
的
新
的
信
息
来
得
出
新
的

结
论
，
是
一
项
智
力
活
动
（
有
时
也
是

一
项
体
力
活
动
）
，
包
括
演
绎
推
理
和

归
纳
推
理
。

运
用

能
够
将
以
往
的
知
识
用
于
解
决
新
的

或
富
有
挑
战
性
的
问
题
。

批
判
性

决
策

通
过
寻
找
证
据
，
权
衡
利
弊
，
对
问

题
可
能
的
解
决
方
案
做
出
选
择
和

决
策
。

早
期
批
判

思
维
技
能

能
够
清
楚
地
理
解
并
批
判
他
人
的
观

点
和
结
论
，
是
一
项
元
认
知
技
能
。

能
够
跳
出
当
下
任
务
，
思
考
什
么
才

是
适
当
的
行
为
和
解
决
方
法
，
能
反

思
以
往
的
结
论
，
并
将
思
考
的
结
果

运
用
到
当
下
问
题
的
解
决
之
中
。

批
判
性
思
考

通
过
解
读
、
分
析
或
推
理
得
出
结
论
，

是
一
项
元
认
知
技
能
，
包
括
问
题
解

决
策
略
、
演
绎
、
推
广
、
根
据
已
有
知

识
生
成
新
知
识
等
。

灵
活
弹
性

能
够
分
析
并
应
对
不
断
变
化
的
生

活
环
境
，
具
有
较
强
的
适
应
性
，
努

力
取
得
成
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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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学
前
阶
段
（ ０
～
８
岁
）

学
习
指
标
内
涵

小
学
阶
段
（ ５
～
１
５
岁
）

学
习
指
标
内
涵

初
中
阶
段
（ １
０
～
１
９
岁
）

学
习
指
标
内
涵

符
号
陈
述

儿
童
能
够
使
用
符
号
指
代
事
物
，
通

过
角
色
扮
演
或
艺
术
作
品
指
称
人
、

地
方
、
事
物
时
会
有
所
表
现
。

创
造
性

能
打
破
常
规
思
维
，
认
识
环
境
，
并

最
终
找
到
满
意
的
答
案
，
既
考
虑
美

感
，
同
时
兼
具
实
效
性
。

数
字
意
识

与
运
算

能
够
正
确
数
数
是
日
后
计
数
的
必
要

基
础
。
儿
童
最
终
会
将
这
些
数
字
和

事
物
意
义
对
应
。
能
够
了
解
数
字
的

顺
序
，
能
完
成
加
减
计
算
。

数
字
概
念

与
运
算

了
解
数
字
能
够
代
表
大
小
，
能
够
排

序
和
计
算
。
可
以
归
为
不
同
的
类

型
，
如
自
然
数
、
整
数
和
有
理
数
等
。

能
熟
练
地
计
算
不
同
类
型
的
数
字
，

并
判
断
计
算
结
果
是
否
合
理
。
掌
握

加
、
减
、
乘
、
除
运
算
。

数
字

理
解
数
字
与
数
字
之
间
的
关
系
以

及
数
字
系
列
之
间
的
关
系
，
掌
握
整

数
、
分
数
、
小
数
、
百
分
比
等
数
字
运

算
的
技
能
。

代
数

能
够
运
用
代
数
符
号
来
表
示
数
字

关
系
，
解
决
线
性
方
程
，
并
用
代
数

模
型
来
解
决
现
实
生
活
的
问
题
。

空
间
意
识

与
几
何

能
认
识
图
形
并
说
出
图
形
的
名
字
，
了

解
不
同
形
状
图
形
的
属
性
。
能
判
断

自
己
所
在
的
位
置
、
距
离
并
判
断
方

向
。
包
括
下
面
、那
边
、远
处
等
方
位
。

几
何
与
类
比

能
认
识
几
何
图
形
，
能
够
发
展
类
比

技
能
。
如
，
儿
童
能
将
不
同
数
字
、
形

状
和
事
物
进
行
排
序
，
能
画
出
二
维

或
三
维
图
形
。

几
何

理
解
不
同
几
何
图
形
的
属
性
，
并
能

运
用
这
些
属
性
来
解
决
问
题
，
理
解

并
运
用
几
何
测
量
。

类
比
与
分
类

分
类
、
观
察
并
做
出
预
判
，
能
帮
助
儿

童
认
识
事
物
之
间
的
关
系
和
背
后
的

结
构
，
这
些
技
能
是
日
后
代
数
的

基
础
。

数
字
运
用

能
够
运
用
数
字
计
算
解
决
不
同
情
境

下
的
问
题
。
能
够
用
数
字
沟
通
对
问

题
的
理
解
、
进
行
数
据
分
析
，
阐
明
问

题
解
决
的
根
据
。

日
常
运
算

在
各
种
类
似
的
情
境
下
能
够
有
效

运
用
我
们
对
数
字
的
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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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

续
表

学
前
阶
段
（ ０
～
８
岁
）

学
习
指
标
内
涵

小
学
阶
段
（ ５
～
１
５
岁
）

学
习
指
标
内
涵

初
中
阶
段
（ １
０
～
１
９
岁
）

学
习
指
标
内
涵

测
量
与

比
较

测
量
就
是
能
将
连
续
数
字
指
派
给
特

性
事
物
的
过
程
。
幼
儿
会
使
用
非
标

准
化
的
测
量
工
具
来
测
量
事
物
的
属

性
，
如
长
度
等
，
之
后
会
逐
步
采
用
标

准
化
工
具
来
精
确
测
量
事
物
的
数
字

属
性
。

个
人
财
政

能
够
通
过
非
正
式
的
方
式
管
理
个

人
和
家
庭
的
财
政
。

知
情

消
费
者

能
够
根
据
数
字
信
息
选
择
商
品
，
并

判
断
收
益
。

数
据
和

统
计

理
解
数
据
和
统
计
的
概
念
，
能
够
用

图
形
组
织
并
呈
现
数
据
，
了
解
平
均

数
、
中
数
、
众
数
等
，
能
读
懂
统
计

表
格
。

提
问
技
术

能
够
提
出
与
问
题
解
决
有
关
的
问

题
，
能
认
识
到
要
解
决
问
题
还
缺
乏

哪
些
知
识
并
获
取
这
些
知
识
。

科
学
提
问

能
提
问
，
能
认
识
到
解
决
问
题
还
缺

乏
哪
些
知
识
并
获
取
这
些
知
识
。
了

解
问
题
解
决
基
本
的
科
学
方
法
，
以

及
如
何
运
用
这
些
方
法
。

生
物

理
解
生
物
体
的
结
构
、
生
命
过
程
、

多
样
性
及
相
互
依
赖
的
关
系
。

认
识
自

然
和
物

理
世
界

对
自
然
和
物
理
世
界
有
初
步
的
了

解
，
包
括
时
间
、
速
度
、
温
度
、
重
量

等
。
这
些
知
识
都
是
通
过
儿
童
日
常

与
物
理
世
界
的
互
动
得
知
的
。

生
命
科
学

有
关
生
物
、
生
物
圈
、
繁
殖
、
遗
传
及

交
互
作
用
等
内
容
的
学
习
，
生
命
科

学
通
常
与
环
境
科
学
和
生
态
系
统
有

关
，
也
包
括
健
康
科
学
。

化
学

理
解
物
质
分
类
、
构
成
相
关
的
概

念
，
理
解
物
质
的
属
性
和
化
学

变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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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学
前
阶
段
（ ０
～
８
岁
）

学
习
指
标
内
涵

小
学
阶
段
（ ５
～
１
５
岁
）

学
习
指
标
内
涵

初
中
阶
段
（ １
０
～
１
９
岁
）

学
习
指
标
内
涵

技
术
意
识

广
义
上
指
儿
童
使
用
工
具
来
解
决
问

题
或
完
成
任
务
。
儿
童
时
期
的
技
术

范
围
很
广
，
包
括
使
用
铲
子
、
简
单
的

玩
具
、
电
脑
、
手
机
、
笔
记
本
等
各
种

工
具
。

物
理
科
学

关
于
物
质
、
运
动
和
能
量
的
学
习
，
了

解
事
物
是
由
什
么
构
成
的
，
物
质
与

物
质
之
间
是
如
何
相
互
作
用
的
，
能

量
又
是
如
何
转
化
的
。

物
理

理
解
事
物
状
态
、
能
量
及
转
化
、
热
、

温
度
、
声
、
光
、
电
、
磁
、
力
、
运
动
等

相
关
概
念
。

地
球
科
学

有
关
天
文
、
地
质
、
海
洋
、
气
候
和
资

源
方
面
的
学
习
。

地
球
科
学

研
究
地
球
以
及
地
球
在
太
阳
系
和

整
个
宇
宙
中
的
地
位
。

数
字
技
术

的
意
识

与
运
用

指
儿
童
与
各
种
信
息
通
信
技
术
互
动

的
不
同
方
式
。
能
使
用
手
机
、
电
脑

和
笔
记
本
等
。

科
学
方
法

了
解
问
题
解
决
基
本
的
科
学
方
法
，

以
及
如
何
运
用
这
些
方
法
。

环
境
意
识

了
解
生
态
和
其
他
环
境
因
素
，
并
能

对
此
做
出
回
应
。

数
字
化

学
习

在
学
习
过
程
中
能
有
效
运
用
电
子

通
信
技
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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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不同年龄段具体所涵盖的学习指标内容是有所

不同的，表述和分类的逻辑也不尽相同。不过，虽然具体的表述因年龄不同而有

所差异，但总体而言各子领域还是基本统一的。

（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核心素养研究的启示

１．人本主义的理念先行，重构教育本质观

从１９７２年 《学会生存》的发布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致力于转变已

有的工具主义教育目的观，从以人为本的视角出发，重构教育的本质观。自

１９９６年，《学习———财富蕴藏其中》这一报告的颁布起，实现以人为本的终身学

习理念就正式得以创生，并推动着全球的教育朝着人本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个报

告中，“学习”这一概念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学习，而是取代 “教育”一词，标志

着以学生发展为根本教育目的的新时代教育本质观的确立。正是在此基础上，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才提出、发展和描绘出了２１世纪的学习图景，要求全面回归教

育的人本属性，关注学生的终身发展，进而开启了全民教育运动。学习指标体系

的研究正是基于这一背景而启动的。以理念更新来引导教育的改革，提升教育的

质量，这一思路是值得我国借鉴和学习的。

２．学习领域先导，年龄分段明晰

与其他组织或国家所提出的核心素养不同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核心素

养研究从一开始便与学习紧紧联系在一起，因而它的核心素养体系是由学习领

域、学习子领域以及学习结果的具体表征和描述三部分组成，综合构成核心素

养。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将核心素养与学习内容 （即课程）直接关联起来，有利于

核心素养的落实与推进。与此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发布的核心素养指标体

系具体化为不同的年龄阶段，关注到了儿童发展的阶段性，从而更加符合教育的

规律，更有利于推动核心素养的培育与发展。

３．以能力为导向，以评价促发展

在推进全民教育的过程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能力发展为本的实施模

式。这里的能力概念是广义的，既包括个人的能力，又包括组织、制度层面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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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从国际视角下探寻核心素养

力。在这个意义上，“能力”在此可以被理解为行动力或执行力。基于这一概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发起了 “能力发展为本的全民教育”，

从而增强了落实核心素养的实践力量。与此同时，针对全球教育质量全面提升这

一国际性任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 “以评促学”的理念。基于此，“学习成

果衡量特设工作组”下一步工作就定位于如何指导各国、各组织在测评学生学习

结果的基础上来发展教育、提升教育质量。

二、经合组织的核心素养研究

经合组织目前是由３４个国家 （主体为欧洲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性经济

组织，旨在通过国际间的合作来共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政府治理等

方面的挑战。同时，也在教育领域内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国际教育合作项目，进一

步推动了组织内，甚至是世界范围内各国对教育事业的重视与投入。

（一）经合组织启动核心素养研究项目的缘起

１．提高国家竞争力与学生发展的时代诉求

作为国际性经济组织的经合组织，其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促进国际间的合作，

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合作渠道与共享信息。处于全球化的各个现代社会既具有互相

依赖性，同时又具有冲突性，而且在变革加速、知识膨胀的时代背景下，各个国

家与地区都把对青少年的教育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关键保障。作为通过国际合作

来应对全球化发展的经合组织，经过对各国教育政策的调查之后发现，当前各国

间经济的合作与发展都在一定程度上需要通过教育的路径来为其提供更好的保

障。特别是在２０世纪的８０年代中后期，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对教育的产出

指标进行了系统的讨论与研究，同时也把本国的教育与世界他国的教育质量进行

了对比研究。实际上，关于如何测定与评价教育产出的质量，以及教育对经济与

社会发展的作用程度，都没有科学、具体的指标体系来作为标准进行测评。所

以，各个国家关于教育对经济与社会的贡献率的讨论也一直从未停歇。因此，在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竞争就使得各个国家开始研究如何提高学生的能力，并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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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

提供了重要的经费与政策支持。

与此同时，对于学生的发展，什么素养才是最重要的？这是经合组织提出开

展核心素养研究的直接原因。学生在学校主要习得的能力 （ｓｋｉｌｌｓ）有阅读

（ｒｅａｄｉｎｇ）、写作 （ｗｒｉｔｉｎｇ）及计算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等。但是，仅仅拥有了这些能

力并不代表学校已经完成了教学任务，更不能把学生定义为已经获得了在将来社

会生存竞争中所必需的素养。因此，对学生核心能力与素养的追问就摆在了研究

者的面前。

由此可见，提高国家竞争力以应对全球化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个体为适应

全球化社会而获得自身完满发展的这一诉求，共同推动了经合组织展开关于学生

核心素养的研究。

２．提升教育质量研究的发展与推动

由于教育质量受到了各个国家政府部门的重视，为此，经合组织为了满足各

个成员国对各国教育质量与产出等相关信息的需求，于１９８７年启动了 “国家教

育系统发展指标”（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简称ＩＮＥＳ）的项

目。此项目设置了五个工作组，每个小组负责一个特定的教育领域，并形成自己

的研究报告以便为社会提供可靠的教育信息。而其中负责学生学业产出

（ｓｔｕｄｅｎｔｏｕｔｃｏｍｅ）的小组就是于 １９９１年成立的 “学生学业成就工作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Ｎｅｔｗｏｒｋ）的前身，其重点关注的是学生学业

成就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生学业成就评价提供普遍

适用的指标体系。另外，经合组织的相关研究还提出了 “解决问题的能力”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ｌｖｉｎｇ）是每个国家教育的中心议题。同时，也对解决问题的能力进

行了具体的阐释，具体内容如图２４所示。

对于解决问题能力的具体阐释是ＩＮＥＳ工作组在排除不同语言的限制而得出

的结论，其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具有普遍适用性，可以为各国教育政策与评价提

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经合组织把教育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教育产出的领域。

同时，也在ＩＮＥＳ的框架之外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相关学业成就的研究。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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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４　ＩＮＥＳ工作组提出的解决问题能力的内涵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开展的跨学科素养项目 （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ａｒ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简称ＣＣＣ），国际成人素养调查项目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ｄｕｌｔ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Ｓｕｒｖｅｙ，简称ＩＡＬＳ），国际生活技能项目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ｆｅＳｋｉｌｌＳｕｒｖｅｙ，

简称ＩＬＳＳ），以及之前所提到的ＰＩＳＡ项目等。

这些关于教育产出的研究项目都在不同的层次，从多学科的角度进行着相关

学生素养的研究。但是，这些项目关于核心素养的概念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

而都是在各自的项目内拥有自成体系的理论基础与概念体系，使得它们之间的研

究成果与操作应用未达到协调一致。为了解决之前相关研究的弊病，统一相关概

念，特别是对教育产出中核心素养概念进行系统的界定与鉴别，１９９７年秋，经

合组织又在ＩＮＥＳ的框架下启动了 “素养的界定与遴选”（ＤｅＳｅＣｏ）项目，并最

终于２００２年完成了项目研究，２００３年发布了研究成果报告。需要说明的是，由

于目前对 “素养”概念没有统一的认定，所以本书将经合组织的相关文献中出现

的 “ｓｋｉｌｌ”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都定义为 “素养”，而 “ｋｅｙ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ｓ”

“ｃｏｒｅｓｋｉｌｌｓ”等都被认为是 “核心素养”。

ＤｅＳｅＣｏ项目主要是在国际间跨学科的环境下集合不同国家的文化理念，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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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同学科的智慧对学生的核心素养进行基本理论与概念基础的探索，选择出核

心素养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性地形成面对２１世纪的核心素养基本概念，

以及学生核心素养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脉络，完善学生应对未来社会变

革发展的需求，为各个国家与地区的教育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指标体系。

（二）经合组织核心素养的基本框架

在多个学科专家的研究和１２国所提交的国别研究报告的基础上，ＤｅＳｅＣｏ项

目最终对核心素养进行了理论模型建构、概念界定、指标体系三个主要方面的论

证报告。其主要的思路可见图２５。

图２５　ＤｅＳｅＣｏ核心素养概念参照框架图

１．核心素养的理论模型

由于ＤｅＳｅＣｏ项目邀请了众多不同学科专家对核心素养进行了探讨，所以，

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建构了不同的理论模型，具体如图２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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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６　核心素养的理论模型基础

２．核心素养的指标体系

ＤｅＳｅＣｏ报告中指出了促进成功的生活与健全的社会的核心素养的三项基本

类型：能互动地使用工具，能在异质社会团体中互动，能自主地行动。

（１）三项核心素养的指标体系

在以上三个一级指标体系之下，每个一级指标又包含三个二级指标，具体指

标体系如表２５所示 （ＯＥＣＤ，２００５）。

９５



２１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

表２５　经合组织核心素养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内容

能互动地

使用工具

１． 互动地使用语言、

符号与文本的能力
有效运用口头和书面语言，计算及其他数学能力。

２． 互动地使用知识与

信息的能力

鉴别自身未知领域，识别信息的来源，并对其进行

个人评估，整理知识与信息。

３． 互动地使用科技的

能力

在平时生活与学习中注意使用技术手段，运用信息

与通信技术获得信息。

能在异质

社会团体

中互动

１． 与他人建立良好关

系的能力
从他人角度思考问题，有效控制自己的情绪。

２．合作的能力

善于表达自己的观念，倾听他人的观点。建构持续

发展团体的能力，协调的能力，综合信息做出决定

的能力。

３． 控制与解决冲突的

能力

在危机中分析问题与利益，识别共识与分歧，重新

认识问题，按照需求与目标对问题进行排序解决。

能自主

地行动

１． 在复杂大环境中行

动的能力

分析形势，定位自己所处的情境，明确自身行为的

可能后果，通过思考与集体的关联对自己的行动做

出选择。

２． 设计人生规划与个

人计划的能力

制订计划，设立目标，鉴别已有及所需资源，平衡

资源以满足不同目标，通过反思来预测未来，监控

过程，时刻准备调整。

３． 维 护 权 利、利 益、

限制与需求的能力

了解所有权益，清晰社会规则，为获得认可的需求

与权利建立个人论点，提出建议或替代方案。

（２）三项核心素养的关系

ＤｅＳｅＣｏ指出三项核心素养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虽然它们各有自己的焦

点内容，但是由于素养的社会复杂性与联结性使得它们依然彼此相互关联，共同

地描绘出了核心素养的概念，如图２７所示 （ＯＥＣＤ，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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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７　三项核心素养相互关系示意图

　　同时，由于环境的差异影响着不同核心素养的发挥，因此，在不同的情境

下，三项核心素养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具体如图２８所示 （ＯＥＣＤ，２００５）。

图２８　差异境况下三项核心素养发挥作用示意图

在情境Ａ中，自主行动的素养发挥的作用最大，其次是在异质社会团体中

互动，使用工具的素养作用最小。在情境Ｂ中，作用的大小顺序依次为：使用工

具的素养，自主行动的素养，在异质社会团体中互动的素养。

（三）经合组织核心素养研究的启示

１．开展跨学科的研究。ＤｅＳｅＣｏ项目在最终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课堂习得的

技能与能力不是核心素养。核心素养的获得不仅仅是在学校中完成的，还有在与

１６



２１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

同伴、社会的交流过程中自己习得的。所以，不能把核心素养的研究囿于学校的

教育研究中，特别是对课堂的研究。

２． 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核心素养的概念具有不同

的解释方式，而且它还受到整个社会的愿景、个体发展的目标、政治生活方式等

因素的综合作用。通过研究异质社会团体中核心素养的具体表现形式，综合分析

其概念，才能建构起适合自身社会的，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核心素养体系。

３．对核心素养的结构进行了理论建构。核心素养的结构论证得到了来自哲

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等多学科专家的阐释。他们以各自学科的理论作

为出发点，运用自身的学科逻辑与学科知识建构了核心素养的结构体系，为核心

素养的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此外，他们的报告还作为咨询报告在国际讨论会中

进行了讨论，各个学科互相借鉴，形成了综合性的研究报告。

４．以评价的方式来促进核心素养的落实。由于ＤｅＳｅＣｏ项目只是对核心素养

的定义与选定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重点强调了其建构的核心素养指标体系在现

代社会中对学生个体的重要作用，却没有对其如何进行测定实施研究，这就造成

了其建构的核心素养指标体系需要由其他项目来实施评价。而经合组织开展的

ＰＩＳＡ项目就是对学生素养的评价，在ＤｅＳｅＣｏ项目结束之后，ＰＩＳＡ项目又依据

ＤｅＳｅＣｏ的指标体系对阅读、数学及科学素养的评价进行了发展性的界定，具体

如表２６所示 （ＯＥＣＤ，２００５）。

表２６　ＰＩＳＡ对阅读、数学与科学素养的阐释

阅读素养
为了实现个人目标、发展个人知识与潜能、增进社会参与而理解、运用

和反思文本的能力。

数学素养
认识和理解数学在现代生活中的地位，做出有充分根据的判断，有效地

运用数学以满足一个具有建构性、反思性的热心公民的生活需求。

科学素养
运用科学知识，发现科学问题并得出有证据的结论，从而帮助我们理解

自然界，对其做出决策，并通过人的活动对其进行改造。

另外，经合组织在提出核心素养之后，还强调了素养的评价需要在终身教育

（ｌｉｆｅｌｏｎ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的环境中去实施。ＤｅＳｅＣｏ核心素养的指标不能仅仅从学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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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中获得，还需要整个社会对个体的贡献。而且，核心素养是随着社会的变革而

发生改变的，因此，终身教育的评价方式就显得更有必要了。

三、欧盟的核心素养研究

（一）欧盟核心素养研究的背景

１．欧盟目标

欧盟的格言是 “多元一体”（ｕｎｉｔｅｄｉｎ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其宗旨是在尊重成员国各

自不同的语言及传统的大前提下，降低边界管制、保护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人员

物资交流、设置单一货币、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使经济繁荣，形成一个更公平的社

会，保障公民的自由、安全与正义，以及对外施予人道救援，维护世界和平与稳

定等。

２．现实问题与终身学习

欧盟意识到在教育领域与美国等竞争对手相比较，欧盟各成员国还普遍存在

着人力资源投入不足、接受高等教育者的比例较低、对顶尖人才的吸引力不够等

问题。以上问题会导致大量边缘化的、无法投身社会的公民产生，减少教育支出

的回报收益，增加国家的直接成本，使得国家的所得税减少，并增加健康看护、

犯罪矫治及公共援助等社会福利的成本支出。由此可见，人力资本问题会直接影

响国家未来的经济。为此，欧盟２０００年在里斯本 （Ｌｉｓｂｏｎ）举行的高峰会中，

确立了要立足于终身学习，建构一套核心素养体系作为欧盟各成员国共同的教育

目标，于２０１０年达成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知识经济实体的目标。会后，欧盟发

布了 《多样化体系与共同的愿景：２０１０年欧洲的教育与培训》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Ｄｉｖｅｒｓ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ＳｈａｒｅｄＧｏａｌｓｆｏｒ２０１０），指出 “核心素

养”将直接影响公民素质及欧盟未来的竞争力。为了实现该目标，欧盟在２００４

年提出了整合各行动方案的 “教育与培训整合计划”（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ｆｏ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ｉｎｉｎｇ），从更全面、宏观的角度规划终身教育，以促进全民

更好地生活，进一步提升欧盟在世界上的整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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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欧盟官方对教育现代化及建构核心素养的背景的论述可知，欧盟对教

育与培训体系的态度相当务实稳健，强调教育培训必须兼顾社会与经济两种功

能，而且所有公民皆应通过终身学习获取，并持续更新他们的知识与技能，具有

特殊需求、濒临社会排斥者更应特别受到帮助，因为这将有助于提高就业率，促

进经济发展，同时增加社会凝聚力。

（二）欧盟核心素养的基本框架

１．核心素养的维度

究竟什么是核心素养？欧盟首先精简、务实地定义：一个人要在知识社会中

实现自我、融入社会，以及具备就业时所需的能力 （包括知识、技能与态度）。

核心素养的确定是政策决定者在创造终身学习机会时的必要参照。欧盟对核心素

养的定位是在义务教育与培训阶段结束之前，年轻人应该具备这些素养，以使他

们能过好成年生活，并以此作为终身学习的基础。同时，从终身学习的角度，强

调需将所有教育与培训系统及成人教育部门均纳入其中，希望成年人在整个生涯

中都应该不断地发展、维持与更新这些素养。

《终身学习的核心素养：欧洲参照框架》对每项核心素养进行了定义，并界

定和描述了每项素养所包含的知识、技能和态度。欧盟指出，所提出的八项核心

素养同等重要，因为它们中的每一项都有益于人在知识社会中成功生活。而且，

其中的很多核心素养都是相互交叉或重叠的。欧盟终身学习核心素养及其内涵见

表２７和表２８。

表２７　欧盟终身学习的核心素养及其内涵

一级指标 内涵

母语交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Ｔｏｎｇｕｅ）

以口头和书面的方式表达和解释概念、想法、感受、事实和意

见 （听、说、读、写），以及在各种社会与文化场合以适当的及

创造性的方式进行语言上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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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指标 内涵

外语交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个人根据自己的愿望或需求，在工作、家庭、娱乐、教育与培

训等社会背景下，通过口头和书面形式 （听、说、读、写），运

用母语之外的语言来理解、表达和解释概念、想法、感受、事

实和意见。还要具有跨文化的理解力。

数学素养和科技素养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Ｂａｓｉｃ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ｓ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数学素养强调发展与运用数学思维解决各种日常问题：包括过

程、活动和知识。科学与技术素养指的是掌握、使用和运用有

关自然界的知识与方法论，它包含对人类活动造成的变化的理

解，以及作为一个公民应担负的责任。

数字化素养

（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个人能充满自信并采取批判性的态度去使用信息社会的各种技

术，具备信息通信技术 （ＩＣＴ）方面的基本技能，例如，使用计

算机查找、获得、存储、展现和交换信息，通过网络交流并参

与团队合作。

学会学习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ｏＬｅａｒｎ）

个人根据自身需要以独立或小组合作的方式开展与组织自身学

习的能力，具有学习的方法及机会意识。

社交和公民素养

（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Ｃｉｖ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ｓ）

包括个人、人际和跨文化的素养，它涵盖了促使个人有效地和

建设性地参与到社会和职业生活 （尤其是日益多元化的社会

中），同时能够在冲突出现时予以解决的所有行为。基于对社会

政治的概念结构的了解以及对民主的参与承诺，公民素养使个

体能够充分地参与到公民生活中。

主动与创新意识

（Ｓｅｎｓｅ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是将思想转化为行动的能力，包括创造性、创新和冒险精神，

以及基于目标的项目计划与管理能力。每个人要意识到自己工

作的背景，并能把握机会，要掌握社会与商业活动所需的一些

具体的技能与知识，包括道德价值观和良好的治理意识。

文化意识与表达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能够在各种媒介 （音乐、表演艺术、文学和视觉艺术）中认识

到创造性的思想、经验和情感表达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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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８　欧盟终身学习核心素养的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具体描述

母语

交流

知识

具备词汇、功能性语法和语言功能知识，知道言语交流的主要类型 （文学文

本和非文学文本）、不同风格和记录形式的语言特征，了解不同情境下的语言

和交流的变化。

技能

在不同的交流情况下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交流，并依照具体情况的要求监控

或调整自身的交流；能阅读与理解不同文本，实现不同的阅读目的，在不同

的文本类型中采用适当的策略；能搜索、收集和处理信息，会使用各种帮助

手段；能以适合情境的、具有说服力的方式，书面或口头地形成及表达自己

的看法。

态度

培养对母语的积极态度，将其作为个人和文化财富的潜在资源。用开放的观

念来理解他人的观点，进行建设性和批判性的对话；重视并努力追求表达的

美感。知道语言对他人的影响作用，理解语言的需求，以积极的、具有社会

责任感的方式去使用语言。

外语

交流

知识
具备词汇知识、功能性语法和语言功能知识，知道言语交流的主要类型，了

解社会习俗，理解文化和语言的变化性。

技能
能倾听和理解口头信息，能发起、维持和总结谈话，能依个人需要阅读、理

解和生成文本，并适当地使用帮助。

态度 理解文化的多样性，对各种语言和跨文化交流感兴趣、好奇。

数学

素养

和

科技

素养

知识

数学知识：具有数字、度量和结构，以及基本的运算、数学表征方面的知识；

正确理解数学术语与概念，理解各类问题，用数学来寻找答案。基本的科技

知识：了解自然界、技术界及技术产品与技术过程的基本原理；理解科学理

论、应用和技术的进步、限制和风险，及其与决策、价值观、道德问题或文

化等的关系。

技能

数学技能：在工作与家庭的日常生活情境下，应用基本的数学原理和过程；

能跟上和评价他人提出的观点是否具有逻辑；能用数学进行推理；理解数学

证明；用数学语言交流；使用适当的辅助手段。基本的科技技能：能使用和

操作技术工具、仪器，能用科学数据和科学观察实现目标或达成基于证据的

决定或结论；能把握科学研究的必要特征；能交流结论及其推导过程。

态度

尊重事实，寻求原因并评价其效度。对科学技术保持批判性的理解和好奇心，

对科技伦理问题感兴趣，重视安全和可持续性；关心科技进步与自身、家庭、

社会和全球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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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具体描述

数字

化素

养

知识

知道主要的计算机应用功能，例如文字处理、电子表格、数据库、信息存储、

信息管理等；理解通过电子媒介对工作、休闲、信息分享、团队合作和学习

研究的网络交流机会和潜在风险；理解信息技术如何支持创新；知道所获取

信息的信度和效度，了解在运用信息技术互动时需要遵守的法律和伦理原则。

技能

能搜索、收集和处理信息，并能批判性地、系统地使用；能使用适当工具来

生成、展示或理解复杂的信息；能获取、搜索和使用基于互联网的服务；能

使用信息技术来进行批判性思考和创新。

态度
能批判性和反思性地看待所获取的信息；负责地使用互联网；有兴趣投身于

社区和网络中，以实现文化、社会交往和专业目的。

学会

学习

知识
了解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及个人能力与资质的优势与不足；能够寻求各种可

利用的教育与培训机会、指导或支持。

技能

首先要具备基本的技能，为未来的学习打基础，例如语言、算术和信息通信技

术等技能；基于这些技能，个体应该能够获取、加工和同化新的知识和技能。

这要求个体能够有效地管理个人的学习、职业生涯、工作模式，尤其是在学习

上坚持不懈，能长期或短时间专注于学习，能批判地反思学习目的。学习中能

花时间进行自主学习，保持自律和毅力及进行信息管理，能把团队合作视为学

习的过程，从异质团队中获益，并与他人分享个人所学；能够组织自己的学

习，评价自身的工作，在合适的情况下寻求建议、支持和信息。

态度

在个人的一生中具有追求和持续学习的动机和自信心；在学习过程中以问题

解决的态度克服困难，迎接挑战；愿意把先前的学习、生活经验和好奇心运

用到寻求机会中，愿意在各种生活情境下学习。

社交

和

公民

素养

（一）

知识

理解不同社会和环境中普遍接受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准则，了解个人、群体、

工作组织、性别平等、不歧视等社会文化概念，理解欧洲社会的多元文化和

社会经济维度。

技能

能在不同的环境中进行建设性地交流；能够包容、表达和理解不同的观点；

在协商中具有建立信任的能力和同理心；能够应对压力和挫折，并以建设性

的方式表达出来；能将个人领域与职业生活两者区分开来。

态度
具有合作、自信和诚实的态度；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感兴趣，

重视多样性和尊重他人；愿意克服定势与偏见；善于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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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具体描述

社交

和

公民

素养

（二）

知识

理解民主、正义、平等、公民、公民权利的概念及其在国际重要条约中的相

关表达 （如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及欧盟条约），理解地方、区域、国家、欧洲与

国际各层级主导政策制定的机构组织是如何体现这些概念的；知道当前欧洲

的局势，了解自己国家、欧洲及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与变革；知道社会和

政治运动的目的、价值观和相关政策；知道欧洲共同体以及欧盟的结构、主

要目标和价值观，以及欧洲的多样性和文化认同。

技能

积极投身公共领域服务，展现对社区或更广范围的社会问题的兴趣；批判性

和创造性地思考，建设性地参与到社区和相邻区域的活动及各个层面的决策

中，包括地方的、国家的或者整个欧洲的，尤其是通过选举的方式。

态度

具有对本地、本国、欧盟与欧洲整体及世界的归属感；愿意参与各层次民主

决策；具有责任感；理解和尊重那些确保社区融合的价值观，例如民主的原

则；志愿参与公民活动，支持社会多元性、社会凝聚及可持续发展；愿意尊

重他人的价值观与隐私。

主动

与

创新

意识

知识

必要的知识，包括找出适合于个人、专业或企业活动的可利用性机会，具有

大局观，能够从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大环境来思考问题，广泛理解经济的运行

情况，以及员工或组织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知道企业的道德定位和如何成为

一种为善的力量。

技能

能计划、组织、分析、交流、实施、汇报、评价和记录；能有效地表达与协

商；具备独立工作和与人合作的能力；能了解个人的优势与不足；能在合适

条件下评估和承担风险。

态度
在个人、社会生活和工作中，主动、积极、独立和创新；有实现目标的动机和决

心，无论是个人目标，还是与其他人共同确立的目标，也包括工作中的目标。

文化

意识

与

表达

知识

了解所在地区、国家和欧洲的文化遗产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大体了解作为人

类历史重要组成部分的主要文化作品，包括流行的当代文化；理解欧洲以及世

界其他地区的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了解审美要素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技能

包括欣赏与表达：能欣赏与享受艺术作品及表演，并借助与个人天赋相一致

的手段来表现自己的艺术才华；能向他人表达自己创造性的观点，并能把握

和实现文化活动中的社会和经济机会。

态度

对自身所处的文化具有深厚的理解及认同感；对文化表达的多样性持开放态

度；具有创造性的积极态度，愿意通过艺术上的自我表达和对文化生活的持

续兴趣来培养审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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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欧盟核心素养研究的启示

１．欧盟核心素养是针对知识经济的理念而提出的

为适应全球化的知识社会与知识经济、个人自我实现、社会融入与就业，欧

盟提出了八项关键能力。其重要目的之一便是为决策者在创造学习机会时提供依

据。核心素养一开始即针对知识经济而提出的，因此核心素养与知识是互相结合

的，八项中的前四项：母语交流、外语交流、数学素养和科技素养，以及数字化

素养，均与基本学科知识技能有关。核心素养具有易与中小学校现有学科架构搭

配整合的优点，若再辅以跨学科的课程活动，培养核心素养的方式将更加系统完

整。此外各能力所需的知识、技能与态度均做整体考量，叙述架构简洁。最后，

因适用于整个教育与培训体系，故未再区别不同学段的基本或进阶能力。

２．核心素养充分体现欧洲价值观

欧盟强调欧洲价值观是基于对欧洲文化、历史及社会关系的认知，以及在共

享的民主价值之上所建立的，欧洲价值观将使得每个人自我认同为一个欧洲公

民，拥有充分就业、参与决策，以及富足的生活。核心素养必须能够使个体基于

自身的兴趣、愿望和渴望去追求个人的生活目标，这是文化资本的体现。核心素

养应该使每个人作为一名积极主动的公民参与社会事务，这是社会资本的体现。

核心素养还应该使个体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这是人力资本

的体现。因此，核心素养实质上是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三方面的共同

体现。欧盟通过核心素养的提出重在强化各成员国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投入，同时

也兼顾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将主动与进取意识纳入核心素养，并赋予其丰富的

内涵就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甚至在文化意识与表达中，还强调了 “能把握和

实现文化活动中的社会和经济机会”。

３．强调对科技运用的批判与反省

除了强调发展科技素养与数字化素养来增进就业外，欧盟更注重运用信息时

正向而批判的态度，分辨真实与虚拟世界的差异，有意识地尊重伦理原则，对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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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权与文化差异、安全与伦理等议题的积极态度与敏锐性，这些均显示他们在科

技与数字化领域的反省态度已相当成熟。除此之外，欧盟并未个别标举独立思考

能力，因为它已融入每一核心素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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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国家的核心素养框架

一、美国２１世纪核心素养的研究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如何全面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问题

与挑战。对于一直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的美国而言，回应这一问题更是迫在眉睫。

基于此，美国于２００２年正式启动了２１世纪核心素养研究项目，这一项目旨在促

进美国教育系统能够培养出具备适应时代挑战的知识与技能的学生，即完成受教

育经历后的学生必须满足美国职场对人才的最新需求。

（一）美国２１世纪核心素养研究的缘起

美国２１世纪核心素养研究项目的主要动力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经济全

球化推动美国的职场发起了技能标准化运动；其二，以能力为本的教育改革在新

时代的延续与发展。

１．外部动因：职场素养标准化运动的推动

２１世纪的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技术化推动美国的就业市场发生了变化，

一系列新型产业，包括节能环保、生物科技、媒介与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

等，都对劳动者提出了较之前更高的能力和素养标准，这一现实状况直接推动了

美国劳工部启动了职业素养标准的研究。

１９９０年，美国劳工部组织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职场基本素养达成秘

书委 员 会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Ｓｋｉｌｌｓ，简 称

ＳＣＡＮＳ），以专门探寻和确立青年人在职场中获得成功所必需的技能。基于调查

研究，１９９１年，职场基本素养达成秘书委员会发表了第一份报告——— 《职场对

学校教育的要求》（ＷｈａｔＷｏｒｋＲｅｑｕｉｒｅｓｏｆＳｃｈｏｏｌｓ）。报告中提出了美国职场基

本素养的五大指标，具体的结构及其内涵如表２９所示 （ＳＣＡＮＳ，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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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９　美国ＳＣＡＮＳ提出的职场基本素养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内涵 二级指标 内涵

资源

管理

辨别、组

织、计划、

分配

时间管理
确定活动目标，排序，分配时间，做准备并按计划

执行。

金钱管理
使用或安排预算，做出预测，保留使用记录及根据目

标做调整。

物质资源管理 获得、存储、分配、有效利用材料或场地。

人力资源管理 评估技巧，工作匹配，绩效评估并提供反馈。

人际

素养

与他人

合作

参与团队 作为团队一员，为团队做贡献。

教导他人 教给他人新的技能。

为客户服务 服务客户或顾客，满足客户的需求。

领导能力 以恰当的身份与他人交流想法，给他人建议并肯定他人。

协商能力 按协议工作，化解利益分歧。

工作适应能力 与来自不同背景的男女同事较好地协作。

信息

素养

获得信

息和应

用信息

获取与评判 获得信息并判断信息。

组织与保持 组织并保持信息。

解释与交流 解释和交流信息。

处理和加工 使用计算机处理信息。

系统化

素养

理解复

杂的内

部关系

了解系统
了解社交、组织及技术系统的运作方式，并有效地加

以利用。

监控与修正

系统

辨识趋势，预测系统运转的影响，诊断系统的偏差并

予以矫正。

改善与设计

系统

对已有系统提出修改建议，或开发新系统以提高

效率。

技术

素养

有效使用

各种技术

选择技术 选择程序，工具或设备，包括计算机和相关技术。

运用技术
为了解设备的配置和操作，需整体了解互联网和常

见的程序。

维护与检修
阻止、辨别或解决设备产生的问题，包括计算机和

其他设备。

如何才能达成上述的五大职场基本素养？它必须依赖于学生个人的心智素养

和个性素养。因此，ＳＣＡＮＳ还提出了相应的作为职场素养基础的、三大学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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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素养 （与传统的读、写、算三大基本技能相对照）：基本技能 （ｓｋｉｌｌｓ）、思维

素养和个人特质，它们包含在五大职场基本素养之中，其具体成分与内涵如表２

１０所示 （ＳＣＡＮＳ，１９９１）。

表２１０　美国ＳＣＡＮＳ提出的学生基本素养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内涵 二级指标 内涵

基本

技能

听、说、读、

写、 算 术／

数学　

读
能定位、理解和解释文学作品或实用文档 （如指南、图表

等）中的文本信息。

写
能以书写的形式交流思想、观点和信息，能创作文档 （如

信、指南、报告等）。

算 会基本的计算，能选择合适的数学技巧来解决实际的问题。

听 能接受、参与、解释和反馈言语信息以及其他提示。

说 组织观点和口头交流。

思维

素养

创 造 性 思

考、 做 决

策、问题解

决、知道如

何学习、推

理 能 力，

等等

批判思考 产生新的观点、想法。

制定决策
将目标和条件具体化，在风险评估基础上选择最佳更替

方案。

解决问题 发现问题，设计和实施行动方案。

想象能力
在脑海中组织和形成符号、图画、图表以及对象或其他

信息。

学会学习 采用有效学习技巧来活动和应用新知识和新技能。

推理能力
在两个或多个对象的关系中发现规律或原则，并应用于解

决问题。

个人

特质

负责任、自

尊感、社交

能力、自我

管理、正直

／诚实

责任感 为了达成目标付出艰辛的努力，坚持不懈。

自尊感 相信自己的自我价值并保持积极的自我概念。

社会性 在群体中能表现出理解、友善、适应、同情和有礼貌。

自我管理 正确评价自己，设立个人目标，监控过程并表现出自控力。

正直诚实 选择富有伦理性的行动路线。

ＳＣＡＮＳ在１９９２年就完成了这一项目，对此后的教育和职场发展中的个人或

组织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之后所启动的２１世纪核心素养研究奠定了一定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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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年，美国国家素养研究院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Ｌｉｔｅｒａｃｙ）又启动了

“为未来而准备”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简称ＥＦＦ）项目。这一项目旨在为

成人学习开发内容标准的基础框架。这些内容标准最终旨在提高成人教育机构开

发合适教育项目的能力，从而更好地满足成人学习者及更广泛的社会团体的需

要。１９９６年，ＥＦＦ基于调研资料，整理出成人在担任公民、家长及就业者时的

角色画像，并提出每一个角色所需要的核心技能。在三种角色基础上，ＥＦＦ进一

步进行转化和提炼，最终形成并提出了包括１６个指标的内容标准，具体内容如

表２１１所示。

表２１１　ＥＦＦ提出的成人核心素养指标体系

技能 指标

沟通技能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ｋｉｌｌｓ）

１．阅读理解 （ＲｅａｄＷｉｔｈ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２．通过写作表达观点 （ＣｏｎｖｅｙＩｄｅａｓｉｎＷｒｉｔｉｎｇ）

３．有效的语言表达 （ＳｐｅａｋＳｏＯｔｈｅｒｓＣａｎ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４．积极地倾听 （Ｌｉｓｔｅｎ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５．批判地观察 （Ｏｂｓｅｒｖ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决策技能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Ｓｋｉｌｌｓ）

１．解决问题和作决定 （Ｓｏｌｖ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Ｍａｋ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２．计划 （Ｐｌａｎ）

３．使用数学来解决问题并与他人沟通 （ＵｓｅＭａｔｈｔｏＳｏｌｖｅ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

人际技能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Ｓｋｉｌｌｓ）

１．与他人合作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ｓ）

２．引导他人 （ＧｕｉｄｅＯｔｈｅｒｓ）

３．提倡和影响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ａｎ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４．解决冲突和协商 （Ｒｅｓｏｌｖ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ａｎｄ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ｅ）

终身学习技能

（Ｌｉｆｅｌｏｎ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ｋｉｌｌｓ）

１．对学习负责任 （Ｔａｋ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ｆｏｒ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２．研究性学习 （Ｌｅａｒ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反省和评价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４．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 （Ｕｓ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ｅｆｆ．ｃｌｓ．ｕｔｋ．ｅｄｕ／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ｅｆ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ｈｔｍ．

上述职场基本素养研究以及成人核心素养研究项目的成功运作，直接推动了

美国２１世纪核心素养研究项目的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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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内部动因：能力为本的教育改革的延续与发展

事实上，直接推动２１世纪核心素养研究的是教育改革。自１９５８年 《国防教

育法》的颁布与实施之日起，美国便悄悄开启了 “能力为本”的教育改革。到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美国教育又发起了 “回归基础教育运动” （ｂａｃｋｔｏｂａｓｉｃｓ），

旨在加强普通学校的 “读、写、算”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育，并要求各州制

定最低学业标准和最低能力测试。在回归基础的教育运动中，作为学生核心素养

的读、写、算 （Ｒｅａｄｉｎｇ，Ｗｒｉｔｉｎｇ，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简称３Ｒｓ）被作为教育目标提到

了引领整个美国教育发展的指向标。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 《国家在危机中：教育

改革势在必行》报告的发布，再次引发了美国国内对基础教育质量的担忧与重

视。紧接着，美国各州便以设定内容标准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ｔａｎｄａｒｄ）与表现标准 （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的方式来着力改善和提升基础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 “能力观”在逐渐地发展，基于传统基本素

养而发展起来的能力标准其局限性渐渐得以暴露，传统的知识与技能目标显然无

法囊括新时代对学生学习结果的期待与要求。因此，美国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

教育评价指标做了相应的调整和改革，学生的学习成效指标内涵也得到了拓展，

从基础的知识技能目标转向了 “掌握核心内容、培养态度倾向、运用整合推理”

三者整合统一的综合性指标。这就为２１世纪核心素养指标体系的建构奠定了现

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进入２１世纪后，美国在参与国际化教育质量测验中的表现令人

担忧。在２００３年ＰＩＳＡ的测验结果中，美国１５岁学生在４０个参与国家中排名第

２９名，这让美国多数民众感到失望。同时，这一现实也让美国政府意识到，尽

管美国对数学、阅读与科学等基本能力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但同时也忽略了全

球快速变迁下所需技能要求的变化，从而导致学生的核心素养未能得到有效提

升。这更进一步地推动了２１世纪核心素养指标体系的建构与美国新一轮的教育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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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２１世纪核心素养的基本框架

１．以核心素养为中轴的２１世纪学习体系建构

与世界上其他组织和国家 （包括经合组织）不同的是，美国２１世纪核心素

养项目从一开始就建构了以核心素养为中轴的学习体系，包括学习内容的科目与

主题、学习结果的指标以及强大的学习支持系统 （见图２９）。

图２９　美国２１世纪学习体系 （学习结果与支持系统）

如图２９所示，２１世纪学习体系主要包含三部分。图中彩虹部分的外环呈现

的是学生学习结果的内容，即核心素养的指标成分，主要包括 “学习与创新素

养”“信息、媒介与技术素养”“生活与职业素养”三个方面 （具体指标内容及内

涵见表２１２）。这三个方面主要描述的是学生在未来工作和生活中所必须掌握的

技能、知识和专业智能。我们将其称为 “核心素养”，它是内容知识、具体技能、

专业智能与素养的融合。

然而，每一项２１世纪核心素养的落实都需要依赖于核心学科知识的发展和

学生理解，因为批判地思考与有效地交流都必须建构在核心学科知识的基础之

上。因此，也就有了上面框架的第二部分，即彩虹的内环部分。它阐释的是培养

核心素养的内容，包括 “核心科目与２１世纪主题”。核心科目主要包括英语、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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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和语言艺术、外语、艺术、数学、经济、科学、地理、历史、政府与公民等。

同时，在保留传统核心课程的基础上，还增加了５个２１世纪主题，其目的在于

帮助学生进一步学会应对现实生活的具体问题。但是其教学活动不以独立学科存

在，而是需要融入核心科目中。２１世纪主题是跨学科的，其内容包括全球意识、

理财素养、公民素养、健康素养、环保素养。

若某一学校或地区的教育以２１世纪核心素养为基础，就需要将核心素养整

合进核心学科的教学之中。如何整合的问题便催生了一系列支持系统。这一支持

系统包括：２１世纪标准与核心素养的评价、２１世纪课程与教学、２１世纪教师专

业发展、２１世纪学习环境。这正是图２９中的底座部分。显然，支持系统是保证

２１世纪核心素养实施的基础。支持系统与学生学习结果、学习内容这三大系统

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核心课程为载体，核心素养的培养难以

落实，支持系统也没有意义；没有支持系统的保证，各种核心素养的形成与落实

也将会变形乃至流于形式。

２．从３Ｒ到４Ｃ：核心素养目标的发展

事实上，２１世纪核心素养的提出与落实，必须要回应如何与已有教育系统相

衔接的问题。因此，针对已有的３Ｒｓ教育目标，２１世纪核心素养联盟专门提出和

发展了 “超越３Ｒｓ”的项目。

首先，这一项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９９％的受调

查者认为发展学生的２１世纪核心素养是非常重要的；６６％的受调查者认为，学

生应该学习比传统的三大基本素养更多的素养，因此学校需要将更多的核心素养

整合进核心学科的教学内容之中。当然，受调查者始终都认为，传统的读写算三

大基本素养依然是很重要的，尤其是阅读素养。

紧接着，该项目在综合各方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 “４Ｃｓ”的新教育目标体

系，以超越传统的读、写、算这一基本素养目标。２０１１年，２１世纪核心素养联

盟与ＦａｂｌｅＶｉｓｉｏｎ联合发布了动画片，借助媒体来更为广泛地宣传和推动核心素

养的实施，其宣传海报如图２１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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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基础　拥抱 “４犆狊”———２１世纪的超能力

图２１０　四大核心素养的宣传海报

总而言之，美国２１世纪的四大核心素养并非完全与传统的读、写、算三个

基本素养脱节，而是奠基于传统的基本素养之上，并努力实现超越，以帮助学生

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

３．２１世纪核心素养具体指标及其内涵

在２１世纪学习框架体系中，构成学生学习目标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学

习与创新素养，信息、媒介与技术素养，生活与职业素养，如表２１２所示。

表２１２　美国２１世纪核心素养的指标体系

核心素养 指标 内涵

学习与

创新素养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ｋｉｌｌｓ）

创造力

与创新

在工作中展现创造和发明才能；能提出和实施新的想法，并把

新想法传播给他人；对新的、不同的观点持开放的态度并积极

回应；能实施有创意的设想，为发生革新的领域做出具体的、

有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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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核心素养 指标 内涵

学习与

创新素养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ｋｉｌｌｓ）

批判思维

与问题解决

能运用正确的推理来理解事物；能做出复杂的选择和决定；能

理解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能提出并确定有意义的问题，以澄

清各种观点，求得更好的解决办法；能界定、分析和综合信息，

用以解决与回答问题。

交流沟通

与合作

能够用口头和书面的方式，清楚有效地表达设想和观点；能展

现与不同团队有效合作共事的能力；有灵活性，为了达到共同

的目标愿意做出必要的妥协；能协同工作，共同承担责任。

信息、媒介

与技术素养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ｄｉａ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ｋｉｌｌｓ）

信息素养

能有效地获取有用信息，能批判地评估信息，能准确有创意地

使用信息处理面对的问题或事件；对信息获取和使用的道德和

法律问题有基本的理解。

媒体素养

了解媒体信息的构成、目的、特点和惯例，以及使用的工具；

研究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解读信息，用正确的价值观看待信息而

不被媒体的其他因素影响；对信息获取和使用的道德或法律问

题有基本的理解。

通信技术

素养

合理使用数码技术、通信工具和用网络来访问、管理、整合、

评估及创建信息，以便在知识经济中发挥功能；能将技术作为

一种工具用于研究、组织、评估和沟通信息，并对围绕信息获

取和使用的道德或法律问题有基本的理解。

生活与

职业素养

（Ｌｉｆｅａｎｄ

ＣａｒｅｅｒＳｋｉｌｌｓ）

灵活性与

适应性

能适应不同的角色和职责；能在复杂和多变的环境中有效地

工作。

主动性与

自我导向

能监控自己的理解和学习需求；不满足于对基本技能和课程的

掌握，探索和扩大自己的学习机会以获得专业知识；展现想要

提高技能以达到专业水平的主动性；在没有直接监督的情况下，

能 （独立自主地）界定任务、确定其优先顺序，并完成任务；

能有效利用时间，合理安排学习；展现对终身学习的信奉。

社会与

跨文化素养

能与其他人和谐高效地工作；能适时地利用集体的智慧；能接

受文化差异、使用不同的视角，提高创新性和工作质量。

创作与责任
能设定并努力达到高标准、高目标，按时完成高质量的工作；

展现勤奋和积极的工作态度 （如准时和信誉）。

领导与负责

通过人际交往和解决问题，影响和引导他人朝着目标努力；利

用他人所长，实现共同的目标；表现出诚信和道德的行为；行

动富有责任心，铭记社会的总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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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这些关键素养的实现必须依赖于核心学科与２１世纪主题等具体

内容的学习。因此，２１世纪核心素养联盟对核心学科及２１世纪主题也进行了具

体的界定和说明，如表２１３所示。

表２１３　２１世纪核心素养学习内容体系

学习科目 具体内容

核心学科
英语、阅读与语言；国际语言；艺术；数学；经济；科学；地理；历史；政

府与公民。

２１世纪

主题

全球

意识

１．运用２１世纪核心素养理解和重视全球化问题；

２．以互相尊重、开放对话的态度，在个人生活、工作或社会中，能与

代表不同文化、宗教和生活习惯的人合作并向其学习；

３．理解异国文化，包括学会应用外语。

理财

素养

１．懂得如何做个人的理财选择；

２．理解经济在社会中的地位；

３．运用创业素养来提高职场的生产力以及增强职业选择。

公民

素养

１．通过了解和理解政府的工作流程来有效参与公民的生活。

２．行使地区、州、国家和国际等层面上的权利和义务。

３．理解公民决策在本土与国际上的应用。

健康

素养

１．获得、解释和理解基本的健康信息和服务，并懂得运用这些信息和

服务来增进个人健康；

２．懂得身体和心理的保健措施，包括合理节食、营养、锻炼、躲避危

险和释放压力；

３．运用可用信息以做出恰当的确保健康的决策；

４．建立并监控个人与家人的健康目标；

５．理解国家与国际上公共卫生与安全的问题。

环保

素养

１．了解和理解有关环境及其影响因素的知识，尤其是与空气、气候、

土壤、食品、能源、水和生态系统等有关的条件；

２．了解和理解社会对自然世界的影响 （如人口增长、人类发展、资源

消费率，等等）；

３．调查和分析环保问题，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４．为了应对环境危机而采取个人和集体层面的行动 （如参与全球化行

动，设计鼓励环保行动的方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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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国２１世纪核心素养研究的启示

１．整合政界、教育界、商界等各界的力量，成立专门的核心素养研究组织。

如前所述，美国２１世纪核心素养研究项目得以顺利推动，一方面依赖于美国教

育部以及两党国会的政策与财政支持，更重要的是有大型公司和企业的参与和支

持，当然还有专门研究团队与组织的成立。这一成功经验值得我国借鉴，由政府

倡议和领导，组织和建立强大的专门研究团队和机构，适当吸纳有志于发展教育

事业的企业公司加盟，从而为核心素养项目的顺利展开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２．从教育者、企业、普通民众等多群体的调查中遴选核心素养。结合职业

技术教育、企业、民众的调查结果，２１世纪核心素养联盟最终确定了４项核心

素养：交流、合作、批判地思考、创造力。在此基础上，结合信息时代的特征，

提出了信息、媒介与通信技术素养，以及适应时代的生活与职业素养。当然，考

虑到与知识学习的关系，联盟又提出了核心学科与２１世纪主题作为主要的学习

内容。在确定各项核心素养过程中，联盟主要采用调查的方式来展开。这一方法

的优点是调查的对象数量多，数据回收、整理和分析易操作，值得借鉴。

３．核心素养研究在推进落实中不断深化。联盟提出的２１世纪核心素养并非

是等到十分完善后才进行推进的，而是一边推进一边深化。毕竟２１世纪核心素

养是较为抽象和概括的，它的落实必须要与具体的学科与主题学习结合起来。因

此，这一研究思路也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在素养基本指标体系确定后应该和具

体的学科、学习议题等结合起来进行深化。

４．以核心素养为旨趣的学习内容拓展。除了三大方面的核心素养外，为了

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２１世纪的生活，２１世纪核心素养联盟专门提出了五大世纪

议题：全球意识、公民素养、理财素养、健康素养、环保素养。这些议题实质上

也是２１世纪学生必须培养和发展的基本素养。如何落实这些基本素养，一方面，

学校教育中有独立而专门的主题学习活动；另一方面，它也渗透进核心学科的内

容学习中来得以实现。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借鉴，在建构核心素养的指标体系过程

中，我们有必要考虑这些指标体系可以通过哪些学习内容来得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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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注重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随着核心素养项目的推进，２１世纪核心

素养联盟更加注重２１世纪核心素养与传统基本素养之间的关系，坚持在继承传

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超越。因此，在推进２１世纪核心素养的过程中，始终都

坚持以 “融合３Ｒｓ与４Ｃｓ”作为工作的主题。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适应

和满足时代需要的核心素养研究绝不可能是无根基的，必须建立在已有的教育改

革成果基础之上。

二、法国的核心素养研究

２１世纪的社会是知识的社会，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社会信息化等趋

势给新世纪的法国教育提出了种种挑战。置身于教育系统的内部，种种问题与矛

盾成为了推动法国教育改革的内部动因。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社会的变革等对劳

动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具备各种基础知识、核心能力和正确态度的现代化

人才。这正是推动法国核心素养研究及相应的教育改革的根本动因。

（一）法国核心素养研究的兴起

１．问题与挑战

近年来，一些全国性或国际性评估研究结果显示，法国的中小学生没有很好

地掌握相应的知识和能力，尤其是公立学校学生的学业不容乐观。１９９８年６月，

法国国民教育部的一份报告证实：根据各年情况，刚刚进入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中

有２１％～４２％不能掌握阅读或运算，或两方面均处于能力的最低水平。小学阶

段的学业失败给以后的中等教育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一些研究证明，５年按时完

成学业的小学生在未来的中学阶段会有比留级生高五倍的机遇获得成功。与此同

时，法国无资格与无文凭的青年数量也有所增长。所谓无资格的青年，是指未能

进入职业高中的第二年级或毕业年级之前便离开学校的学生，他们未能达到最低

的职业资格，即获得职业高中毕业文凭。这一类青年占同龄人口的比例略高于

７％。所谓无文凭的青年，是指未能完成高中学业而中途辍学者，即在离开普通

高中或技术高中时无高中毕业会考文凭，以及那些虽然进入职业高中的第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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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但未能获得职业高中毕业文凭者。这一类青年的数量在近１０余年间一直徘

徊在１５万至１６万人之间。２００２年，法国共有无资格与无文凭的青年１５．８万人，

这意味着他们中间将有大量的人进入失业队伍。据２０００年统计表明，近４５％的

２５岁以下的无文凭青年为失业者，大大高于获得文凭的青年的比例。简言之，

评估结果表明，法国的中小学生及完成基本学业后的青年并没有很好地获得使其

成功生活与工作的关键知识、能力与态度，即核心素养。

另一方面，时代的变革也催生了新世纪的人才观。能适应未来变化的公民，

不仅需要培养读、写、算等传统的核心素养，更重要的是能够发展起与人共处、

国际化沟通与交流、掌握信息通信技术等新型的核心素养。这一转变也为新世纪

的法国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

２．继承与发展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法国继续坚持对中小学课程进行改革。法国国家教

学大纲委员会 （ＣＮＰ）经过调查研究，发现中小学课程存在大量问题。主要表现

在：教育质量水平降低，学业失败严重，教学大纲结构混乱、缺乏指导性等。法

国国家教学大纲委员会认为，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应保证所有的学生掌握共同

的文化，使他们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合格公民，因而提出了此次课程改革的新理

念———共同基石，即面对所有学生，在尊重各学科本身逻辑的同时，认识到学生

作为人在学习，而学科的多重性应该在学生身上得到统一。

１９９０年，法国教育部公布了 “小学新政策”，阐述了小学学科教学、教学组

织和课程改革的具体措施。小学新课程的总目标是：为培养未来能适应２１世纪

生活的成人，教授现代化知识与技能、社会与职业所需的基本常识和工作方法；

培养儿童继续接受更多教育的意愿和探索精神，奠定从事高深研究的基础。１９９３

年，法国教育部发表了 《普及初中》 （ＣｏｌｌèｇｅｐｏｕｒＴｏｕｓ）的白皮书，围绕初中

阶段的任务、学生、环境、学校、学习节奏、教师、课程和教学法、班级、方向

指导９个主题，提出了４０条建议，并广泛征求师生、家长及社会各界的意见。

１９９４年６月，法国教育部提出了 “学校合同”计划。这一计划旨在建设一个为

了所有人的初中的新学校观，并以此为契机改革初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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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年７月，法国通过 《教学大纲法》，主张中小学教学依据教育部长贝鲁

提出的 “关于学校１５５条建议”的精神，简化内容，突出重点，让每一个接受完

义务教育的青少年具备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和能力，主要包括法语、四则运算和

比例、分析简单系统和组织信息、伦理价值的实际启蒙、体育、扩展视野和适应

环境的能力、批判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交际能力、认识当今世界和社会的能

力、表达自己的判断和完成任务的能力等。

基于已有的基础教育改革成效与经验，在经合组织的推动下，法国又启动了

新一轮基于学生核心素养的教育改革。当然，这一改革是建立在核心素养的遴

选、界定和评价等一系列研究基础之上的。

（二）法国核心素养的基本框架与内容

《为了所有学生的成功》法案中规定学校的首要任务是育人、教书，让学生

融入社会和促进其发展。为此，第一，必须让学生掌握那些奠定人一生必不可少

的共同基础———知识、能力和行为规范。所谓必不可少的共同基础，传递着一个

民族希望其后代掌握的重要信息，是指学生１６岁完成义务教育时应该获得的东

西。它不一定是小学初中所教的全部，但却是２１世纪成功人生不可缺少的。

“学校未来全国讨论委员会”为讨论 “共同基础”（即核心素养）这一概念时

确定了五条原则：第一，学校不是学生获得知识的唯一场所，人们只能要求学校

做好它能做的事情；第二，人的一生中紧随初次教育的是终身教育，“共同基础”

不能认为是终身受用的，而应是对今后不断学习有用的东西；第三，“共同基础”

应确保学生能适应今天和今后几十年，并能坚定地面向未来；第四，为培养２１

世纪的自主的人、共和国公民和有能力的职业人士，知识、能力和行为规范教

育，是重中之重；第五，已确定的重点和作出的选择，应符合现实，并能操作。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共同基础法令》立足于学生的立场，规定了学生在接

受完学校教育后所获得的基本知识与技能，这赋予了学校文化以意义，并成为沟

通连接起各个科目与课题之间不可或缺的桥梁。

在法令中，核心素养被规定为当今时代关键知识的组合，是将知识运用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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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境中的能力的组合，而且还是一生中不可缺少的态度的组合，例如以开放的

心态面对他人、有追寻真相的渴望、自重与尊重他人、有好奇心与创造力。简言

之，《共同基础法令》中的核心素养是个体知识、能力与态度的综合，掌握核心素

养就意味着学生有能力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学校与社会生活中复杂的任务与情境，意

味着学生拥有必不可少的工具，可以不断充实自我从而适应社会的变化；意味着学

生能够理解人类的巨大挑战、文化的多样性及人权的普适性、发展的必要性与保护

地球的迫切需要。在 《教育指导法》所提出的五种基本能力基础上，《共同基础法

令》提出了七大核心素养，各大核心素养的内涵描述如下 （见表２１４）。

表２１４　法国的核心素养指标体系

核心素养 内涵 具体描述

法语

素养

知识 掌握对词汇、语法、拼写知识并适当背诵文学作品。

能力 掌握阅读、写作、口头表达和使用工具书的能力。

态度
培养学生在书面和口头表达中力求准确、词汇丰富、表达流畅的态度，

培养其对阅读的兴趣和参与交流、辩论的意愿。

数学和

科学文

化素养

知识

掌握数字、运算、数据管理、几何和测量基础知识。

了解宇宙的构成 （微观世界的原子、分子、生物细胞，宏观世界的行星、

恒星、星系）；认识地球、物质的各种存在形态、生物的特点 （细胞结

构、生殖方式、生物机体的发展与运转、遗传与物种）；宇宙、物质和生

物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关系；各种能量的存在和转化方式；人类对物质

与能量的逐渐了解与控制；对人的认识 （人种、基因、生殖、人体的构

成和功能、人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熟悉日常生活中的技术。

能力

建立数学模型；逻辑推理、演绎、演算；使用适当的数学语言进行书面

和口头交流；计算 （简单数字的心算、笔算或使用计算器进行四则运算

和乘方、开方的运算）；使用工具作图；制作表格；使用数学工具；在日

常生活中利用数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使用地图坐标等在空间中定位。

能够运用科学方法 （观察、提问、假设、证明、推断）；能够动手操作和

进行实验；能够对自然现象进行模拟；懂得某种现象是由多种已知和未

知的因素引发的；表现和开发测量或研究的结果；运用学过的知识理解

身体功能、饮食和体育锻炼对身体的影响，避免潜在的危险。

态度
使学生保持好奇心，拥有开放和批判性思维，增强对科技进步的兴趣和

道德意识，以及对自然环境、生命和健康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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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核心素养 内涵 具体描述

人文文

化素养

知识

地理坐标 （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知识、欧盟地理特点、法国国土特点）；

历史坐标 （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欧洲历史发展，法国历史中的重大时

代、重要事件和重要任务以及与世界史和欧洲史的关系）；欧洲文化 （古

典时期重要的文学历史作品如 《伊利亚特》、《奥德赛》、《圣经》等，古代、

现代与当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学、美术、戏剧、音乐、建筑作品）；世界的

复杂性 （人权、文化与宗教的多样性、生产与交换的基本原则、世界化、

世界的不平等和相互共存、可持续发展、政治文化因素、政治经济与社会

的主要组织方式、国家的地位与角色、全球范围的冲突与防御）。

能力

能够阅读和使用不同的语言和图像；能够确定某一事件、文学或艺术作

品、科技发现产生的时间；能够使用地图确定某一空间；能够区分文化

消费产品和艺术品；对现实敏感，能通过所掌握的知识理解现实事物的

意义。

态度
使学生愿意享受文化生活，同时培养他们对艺术品、法国和外国文化遗

产、人类历史、文明和现实始终好奇和热爱的态度。

外语素养

知识 应掌握足够的词汇、基本的语法规则、发音规则和拼写或书写。

能力
应能够进行日常交流，能听懂并能够口头表达简单的信息、理解简短文

章的意思。

态度
应该通过外语的学习促进对文化差异及多样性的敏感度，愿意与外国人

交流，使思维更加开放，能够理解他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

信息通信

技术素养

知识
对信息通信领域基本知识的学习，包括硬件组织构成、日常应用软件、

信息处理和交流、文档文件整理、多媒体课件的使用。

能力
很快适应数字化工作环境；创造、处理和开发数据；查找信息和文献；

沟通与交流。

态度
培养对信息加强识别、批判和思考的审慎态度，在应用互动式信息工具

时培养自己的责任感。

社会交

往与公

民素养

知识

了解集体生活规则和人类社会行为准则，知道什么行为是被允许的，什

么行为是被禁止的；理解职业、公共和私人空间之间的区别；接受基本

的性、健康和安全教育，学习基本的自救知识。

学习法国和欧洲的历史，了解国家的象征 （国旗、国徽、国歌），民主生

活的基本规则 （法律、选举、投票、拥护和反对权），共和国的基本价值

观念，基本的法律概念，重要的国际组织，欧盟的组织机构和特点，以

及法国社会、政治的基本特点 （宪法原则、世俗原则、法国人口经济的

基本数据、公共财政的框架、社会服务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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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核心素养 内涵 具体描述

社会交

往与公

民素养

能力

遵守规则，特别是学校内部的规则；能够在团队中进行沟通交流和合作，

知道如何倾听、阐述、谈判、取得共识、完成任务；能够衡量自己行为

的后果，表达和控制自己的情绪，以建设性的方式表现自我；能够在危

险的情况下自救。

应该具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即能够分辨讲话或报道的主观性和片面性；

能够分辨论证的合理性和武断性；学会对信息进行辨识、整理、分类和

批评；懂得虚拟与现实之间的差别；认识大众媒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与影响；能够提出、质疑和修改自己的观点。

态度

应该懂得社会生活是建立在一系列原则的基础上，即尊重自己、尊重他

人、尊重异性、尊重私人生活的原则，和平解决一切争端的原则；他们

还要懂得任何人都不能脱离他人独立存在、每个人都应该对集体有所贡

献，具有对他人的责任感和帮助他人的团结意识。

有权利和义务意识，对公共生活和社会重大问题感兴趣，意识到公民选

举和民主决策的重要性，愿意参加公民活动。

独立自

主和主

动进取

精神

知识
了解科学的学习过程，知道自己的优势与劣势；学习有关社会经济环境

和各种职业、行业的基本知识。

能力

能够运用科学的工作方法 （合理安排时间、制订工作计划、记笔记、使

用工具书、记忆、起草文件、口头陈述与汇报）；懂得遵守指令；能够严

密思考，逻辑推理 （辨识问题，提出解决方法，搜寻有用信息并加以分

析、分类、组织、综合，对不同学科的知识加以灵活运用，辨识、解释

和修改错误，尝试多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懂得自我评估、自我培养；坚

持不懈。

能够在艺术、体育、文化或社会经济领域中设想、实施和实现个人或集

体的计划，有能力界定计划实施步骤、寻找沟通与合作伙伴、吸取他人

建议、交流信息、组织会议、做出决策、确定重点、承担风险。

态度

自信，渴望成功，愿意承担责任并开发自己的潜力；有在学习和工作中

投入自我和寻求机会学习提高的意识；在价值观和各种选择中愿意接受

他人的有益影响；用开放性思维面对不同职业，意识到从事各种职业的

人都有平等的尊严。

培养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以至未来工作中的独立、好奇、勇于开创、主动

出击和坚决果断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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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２１４所示，《共同基础法令》提出了七种核心素养，其中五种核心素养

与现有教学大纲中的目标是一致的：掌握法语、掌握一门外语、基本的数学能力

和科学技术素养、掌握常用的信息技术和沟通技术、人文素养。另外两种尚未引

起学校制度足够的关注：社会交往与公民素养，学生的自主性与主动性。

如 《共同基础法令》中所声明，核心素养涉及一整套价值观、知识、语言与

实践，发展核心素养是建立在对学校的整体动员之上，并且需要学生的努力与坚

持。这一法令已经成为法国所有教育相关利益者以及所有教师们开展工作的共同

参照，也成为评估学生的重要标准。

（三）法国核心素养研究的启示

１．政府的高度重视与支持。２００３年，由拉法兰直接倡导并授意组织成立了

“学校未来的全国讨论委员会”。这一委员会有两项基本使命：其一，组织全国性

的讨论，收集所有关于学校问题的思考和建议；其二，为未来１５年法国教育系

统可能或期望的变革进行原则性描述，使政府能够清晰地选择决策并准备一项新

的指导法。随后，由委员会通过直接面对面的座谈会或者网络意见征询等方式，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讨论和咨询，于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完成总结报告，并上交给教育

部，再到国民议会与参议院进行讨论，最终以 《教育指导法》的形式进行颁布和

推行。整个研究阶段仅历时一年多，速度快、效率高。

２．基于草案的大范围意见征询。与联合国的核心素养研究过程很相似，法

国主要采用全国性的范围讨论与意见征询来展开研究。除了前面所论述的全国性

大讨论外，委员会还直接与７６个团体组织举行了座谈会，访问了２００余名专家

学者，对法国教育系统进行了深入思考，于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２日向教育部提交了

题为 《为了全体学生的成功》总结报告。这样的研究方法对于开展面向全国人民

的大型研究项目来说，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公众在参与大讨论和意见征询的过程

中，既体现了教育改革的民主性，更是一种提高国民对该项目参与度的一种途

径，值得借鉴。

３．与义务教育进行融合。２００６年颁发的 《共同基础法令》作为核心素养最

关键的文件，其中不仅明确规定了法国教育必须培养学生的七大核心素养，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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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它将这七大核心素养与义务教育已有的课程内容、教学方式进行了整合。

在此基础上，开发和提供了新的评估工具———个人核心素养评估手册。这些举措

都为进一步深化和落实核心素养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英国核心素养的研究

英国是一个传统的资本主义工业国，也是一个有悠久教育传统的国家。它的

教育体系经过几百年的沿革，相当的完善和复杂，且具有非常大的灵活性，是一

个教育自成体系的国家。２０１２年英国教育出版公司皮尔森集团公布了最新的全

球教育系统排名，英国的教育系统排名第六。同年，高等教育调查机构ＱＳ公布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全球大学排行榜，在前六名中有四所是来自英国的大学。

作为一个有着独立教育体系的国家，英国非常早地启动了核心素养调查研究

工作，并将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教育的各个领域，如课程改革、学制的修改和职

业教育的发展等。可以说英国的核心素养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有较强的前瞻性

和成熟性。

（一）英国核心素养兴起的背景

１．社会经济的发展推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新秩序中，英国与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面

临着国家建设、恢复经济和生产发展等重大社会问题。进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英

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失业数量骤增，国内经济

社会形势日益严峻，英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人均ＧＤＰ都已经降到了西方国家的最

低水平。英国经济落后于美、德、法等欧美发达国家，这几个国家工人每小时的产

出量比英国高出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英国的国民经济生产率明显低于几个主要的

竞争对手。政府收支入不敷出的情况使人们日益对政府工作效率产生怀疑，导致英

国政府的公共权威削弱，报纸充斥着英国处处运转不良的轰动性消息。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英国政府在上述问题中虽然有所作为，但是仍旧面临严

峻的问题。金融危机的余波还未平息，次贷危机又给刚刚复苏的全球经济以沉重

的打击。大范围的失业潮席卷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各国政府纷纷重拳出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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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振兴国家社会。随着全球化脚步的加快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经济状况逐

渐好转，英国社会对日渐增长的求职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越来越多的企业和雇

主们呼吁全面发展且具备多技能的高素质人才。所有的这些问题最终落脚到英国

现行的教育制度不能很好地适应目前英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２．以能力为本教育的深化和推进

面对严峻的社会问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英国政府、教育界及其他各界

人士就如何改革教育体制，教育如何适应市场经济、为经济建设服务等问题展开

了激烈争论。在基础教育方面，１９８１年，教育和科学部发表了 《学校课程》文

件，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政府有关学校课程的政策。１９８８年，该议案被批准为具

有法律效力的教育立法，即 《１９８８年教育改革法》。本次 “教育改革法”的颁布

被视为英国教育改革的里程碑，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英国政府的办学思想及管

理模式。１９９９年，英国政府针对 “教育改革法”实施过程中的弊端，提出了新

的国家课程，推行学生在能力上的不同阶段发展，使英国教育体制发生了一场深

刻的变化。

作为英国教育的另外一块重要组成———职业教育，英国政府也不遗余力地针

对现存社会问题不断推进和深化核心能力在职业教育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

１９７９年的 《选择的基础》，在以后的２０多年中，无论是操作部门还是所规定的

关键能力内容都发生多次变化。从最初强调交流、数字运用、自我提高和管理，

到２０世纪末强调信息技术的运用、学习和业绩提高及合作能力等。１９９９年，英

国资格与课程署参照这种分层模式，再一次对核心技能进行了调整，这就形成了

目前英国职业教育所规定的核心技能结构。

（二）英国核心素养的内容与指标体系

１．核心素养内容的发展

在英国，核心素养内容的发展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１９８９年１１月，英国产

业联盟 （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ｒｉｔｉｓｈＩｎｄｕｓｔｒｙ）发表了 《通向技能革命》文件，具

体的内容如图２１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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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１　 《通向技能革命》的核心技能内容

　　１９９６年的迪林报告 （ＤｅａｒｉｎｇＲｅｐｏｒｔ）对关键能力的演变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它将社会政治哲学、经济需求与课程改革联系在一起，既强调社会经济需

要，也强调个人要求，具体内容见图２１２。

图２１２　 《迪林报告》规定的核心技能

简言之，英国的核心素养内容体系是由历史演变发展而来的，详情如表２１５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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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１５　英国核心素养能力内容变化概况

年份 执行部门 关键能力

１９７９ 继续教育部

读写能力；数理能力；图表能力；问题解决；学习技巧；

政治和经济读写能力；模仿技巧和自给自足；动手技巧；

私人和道德规范；自然和技术环境

１９８９ 英国工业联盟
交流能力；数理应用；信息应用；问题解决；价值与正直；

理解工作；个人技巧；处理变化

１９８９ 教育与科学部
交流能力；数学应用：熟悉技术；熟悉系统；熟悉变化；

个人技巧

１９９０ 国家课程委员会
交流能力；数学应用；信息技术；问题解决；个人技巧；

外语

１９９１
商业与技术

教育委员会

交流；数理应用；信息技术应用；问题解决；与他人合作；

自我提高和管理；设计与创造力

１９９２ 国家职业资格委员会

交流能力 （强制性）；数理能力 （强制性）；信息技术 （强

制性）；问题解决 （非强制性）；个人技巧 （非强制性）；外

语 （非强制性）

１９９３ 伦敦城市与行会协会
交流能力；数字应用；信息技术；问题解决；个人技巧

（学习和业绩的自我提高）；个人技巧 （与他人合作）

１９９６ 学校课程与评价当局
交流能力；数字应用；信息技术；问题解决；自我学习

管理

１９９９ 资格与课程当局
交流能力；数字应用；信息技术；问题解决；学习和业绩

的自我提高；与他人合作

２００３ 英国教育与技能部
交流；数字；运用信息技术；与他人合作；改善自学与自

做；解决问题的技能

２００３年，英国发布的 《２１世纪核心素养———实现潜力》，对高中生应该掌握

的核心素养进行了详细的界定，具体包括六个方面：交流、数字、运用信息技

术、与他人合作、改善自学与自做、解决问题的技能。每种素养也分为不同的级

别水平，具体的内容见表２１６ （汪霞，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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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１６　英国２１世纪核心素养指标体系

交

流

技

能

一级水平———

运用交流技能

处理简单的问

题和书面材料

参与讨论
抓住主题，发表相关的见解，准确判断发言的时机和表达的

方式。

阅读并

获取信息

从所读中获得启示，可借助查阅字典掌握所读内容，不管是

文字材料还是图像资料，浏览后均能抓住要点。无法理解所

读内容才能向他人请教。

书写

运用不同的格式表述信息。发挥图表的作用。使之为读者加

深对要点的理解提供帮助。筛选符合需要的信息。拟定、校

对、修改文本，清楚、准确地表情达意。

二级水平———

运用交流技能

处理简单的问

题和主题广泛

的材料

积极投

入讨论

讨论时所用词汇、语句丰富多彩。根据不同情况及时调整自

己的位置、作用。向别人表明自己认真倾听的态度，对所听

给予适当的反馈。

阅读和

概括信息

一方面，利用各种资源获取相关信息，浏览资料了解内容概

要。另一方面，把握作者的意图、内容的要点、理解的线

索，并概括出服务于不同目的的信息。

书写
用不同的文体表达书面信息。书写的内容结构严谨，读者易

于跟上思路和理解。

三级水平———

运用交流技能

处理复杂的问

题和主题广泛

的材料

在讨论中

发挥作用

讨论中随自己的意图、场景的改变而改变参与讨论的方式和

时机。反应敏锐。善于提出不同的看法或新的观点。学会抛

砖引玉，鼓励人人为讨论做贡献。

进行陈述

设计语言和格式，使之符合主题的性质、场合的特点和听众

的兴趣。陈述时，重点突出、表达流畅、语言精练、体态得

当。巧妙运用演说技巧，吸引和打动听众。

分析和

综合信息

借助于特定的参考资料资源，加深对复杂性推论以及某些文

本和图像的理解。比较各种陈述，梳理观点和可能存在的偏

见。根据特定目的，分析、综合信息。

拟定不

同类型

的文本

书写时根据意图恰当地选择表述信息的方式，根据场合的正

式程度和主题的性质，选择不同的风格。协调一致地组织各

种资料。

四级水平———

在平时，能运

用交流技能满

足工作和学习

的需求

有策略

地应对

策略方面包括建立在较长时间内运用交流技能的机会。辨别

希望取得的结果，了解相关信息源。为达到一定的目的而研

究信息。规划和设计自己的运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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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交

流

技

能

四级水平———

在平时，能运

用交流技能满

足工作和学习

的需求

检验、反

思进步

评价从与别人讨论中和参考资料中获得的信息，区分可能存

在的偏见和不准确的信息。在了解各种论点的基础上，对信

息进行综合。以符合自己意图的方式就复杂的问题交流相关

信息，在小组讨论中起领导的作用。加强监控和批判性

反思。

评价策略，

展示成果

组织并明确地提供相关的信息，用比较、举例、图表等形式

加强自己的发言。用丰富的词汇和多种语法手段达到更好的

效果，对策略的效果进行评估。

五级水平———

以已有的知性

才能为基础，

综合地应用各

种技能，高质

量地完成复杂

的学习和工作

探索学习、

工作要求

需要学生为自己的学习、工作奠定反思性的基础。明确区分

要求的结果。选用各种不同的策略，根据不同的资源去探索

问题。

活动的

管理

发挥领导作用，使自己和别人都能履行职责。有效地支配时

间，维持参与者的积极性。分析、处理活动中出现的矛盾和

阻力，维持有效的交往关系。

评估行

为和展

示成果

能综合来自相关资源的信息，识别不同的观点，发展自己对

信息的阐释能力。选择行之有效的方法组织信息。增加敏锐

性，评价总的活动方式。

数

字

运

用

技

能

一级水平———

运用数字技能

完 成 简 单 的

任务

信息的

解析

阅读并理解简单的统计表、曲线图、图表和直线图。阅读并

理解以不同方式运用的数字。用常规单位进行测量，选择合

适的计算方法。

计算

用整数和简单的小数进行加减乘除，正确使用分数及百分

数，算出长方形的面积、长方体的体积，用尺度标示图表，

理解比率和比例，采取不同的方法检验结果。

解释结果
学会使用恰当的方式提供信息，正确使用单位，表明计算结

果与预期任务的差距。

二级水平

信息解析

善于从各个方面获取相关信息，阅读并理解统计表、曲线

图、图表和直线图，估算数量和比例，精确地读出各种测量

工具的刻度，选择合适的计算方法。

计算

明示所采用的计算方法，计算结果精确化。进行分数、小

数、百分比之间的换算，进行不同度量单位之间的换算，理

解并运用所给的公式，严格检查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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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数

字

运

用

技

能

二级水平 解释结果

选择有效的方式提出自己的发现，善用图形、表格，突出自

己发现中的要点，介绍所用的方法，解释计算结果如何达到

了学习活动的要求。

三级水平———

在真实的、复

杂的活动中运

用数字

组织活动、

分析信息

设计真实的和复杂的活动，将其分解为一系列的任务，从各

个方面获取相关信息。进行长时间的准确、可靠的观察。运

用不同的测量手段。选择合适的方法获取所需结果。

信

息

技

术

技

能

一级水平———

能运用信息技

术达成不同的

目的

发现、开

发信息

从信息技术资源 （如光盘）和非信息技术资源 （如书面记

录）获取不同类型的信息，判断哪些信息符合自己的目的，

以文本、图像、数字等形式开发信息。

呈现信息

设计、安排多种呈现信息的方式，包括文本的、图像的、数

字的，信息的呈现需连贯、一致，保证呈现活动准确、清

楚，保留信息以备日后之需。

二级水平———

能寻找、筛选

信息，探 索、

开发信息，并

从中衍生新的

信息

寻找、

筛选信息

识别合适的信息源，依据多种标准搜寻、分析信息，选择与

目的、任务相关的信息。

探索、开

发信息

能记录、汇总各类信息，用不同的版本、格式开发信息，探

索与完成学习活动相关的信息，开发文本形式的、图像形式

的和数字形式的信息，导出新的信息。

呈现信息

精心选择、科学安排，提供综合的信息，信息呈现需连贯、

一致，开放适合自己目的和任务的呈现方式和不同的信息类

型，信息呈现准确，周到地保存信息。

三级水平———

运用不同的资

源搜集、筛选

信息，探 索、

开发、交流信

息，派生、呈

现新信息

计划和

筛选信息

设计真实和复杂的活动，将其分解为系列任务，比较来自不

同方面信息的优点和局限性，选择最具相关性的信息，采用

得当的技术搜寻信息，如数据库咨询技术、互联网搜索引

擎、多元标准等，依据与学习活动的相关程度决定取舍、判

断质量。

开发信息

借助自动化的程序，连贯一致地综合各类信息，调整信息的

结构和程序，开发各种文本的、数字的、图像的信息，设

计、改变咨询的思路，评价来源不同的信息，借助一定的设

施、设备计算结果或推导结果，派生出新的信息。

呈现信息

制定呈现信息的程序，广泛接纳别人的观点，进一步提高文

本、数字、图像信息的质量，提供的信息既需表明意图又能

满足听众，确保呈现活动准确且赋有意义。

５９



２１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

续表

改

善

学

习

与

成

绩

一级水平———

计划、评价学

习和行为，努

力改善自学与

自做

明确目标

与自己认为合适的人一起制定目标，确保制定的目标是自己

所期望的，清楚如何才能知道目标是否实现了，确定由谁来

评价自己的进步，何时评价、怎样评价。

执行计划

依据行动要点，及时完成任务，借助别人的帮助，为实现目

标助一臂之力，采取不同的学习方法参加实际的活动，根据

指导者的建议作出改进或调整。

二级水平———

计划和评价学

习，进一步改

善行为，评价

自己的进步

有帮助地

制定目标

提供准确的信息，以便制定几周内能达到的实际的目标，举

例说明自己以前所做的工作、取得的成绩，今后希望达到什

么样的目标，明确需要的帮助。

实施计划

利用行动要点帮助安排好时间，需要时及时调整计划，知道

何时求助比较恰当，并借助这样的帮助实现目标，选用不同

的学习方法，摆脱依附式的指导。

评价进步

和成绩

了解已经学习了什么、是如何学习的，提供成功与否的信

息，认识已经达到的目标，用证据说明自己的成绩，提出进

一步改善行为的方法。

三级水平———

认定目标，实

施计划，寻求

别人的反馈和

帮助，并为自

己的成绩提供

确定的证明

认定目标

利用各种信息源识别实现自己期望的目标的途径，分析、概

括影响计划实施的因素，认定的目标具有可测量性。预先估

计可能出现的问题，明确其他的行动方案。

实施计划

为达成目标，知道需要优先采取一些什么样的行动，克服一

切困难，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随情况的变化而调整实

施计划。接纳并积极地运用来自有关方面的反馈和支持，用

适合于不同学习类型的方法和适应新需求的方法。

评价进步

和成绩

介绍自己的学习和行动的质量，包括内容、方法等方面，概

述影响学习结果的因素，认识已经实现的目标，从相关资源

中获取信息，为自己的成绩提供证明。提出自己的观点，倾

听别人的评价，对今后如何进一步改进自学与自做取得一致

的看法。

解

决

问

题

一级水平———

在该级水平，

每个问题的解

决不需要很多

的方法，学生

可以得到明确

的指导

确定问题，

选择方法

与自己认为合适的人一起检查对所给的问题是否清楚，知道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若成功了如何给予说明，了解处理问

题的不同办法。

制订计划，

尝试不同

的方法

就自己的选择听取有经验者的意见，如有必要重新选择，制

订行动计划，实施计划，在此过程中重视别人的建议，依靠

他人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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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解

决

问

题

二级水平———

识别问题，提

出解决方案，

有计划地组织

和尝试各种可

能 性 并 说 明

结果

明确问

题和可

选方案

辨别是否存在问题，描述其特征。了解如何知道问题已经得

到解决，提出处理问题的不同方法，判断哪一种方法有可能

成功。

计划和

尝试各

种可能

就自己的选择，听取过来人或有这方面经验者的意见，如有

必要，可重新选择，制订行动计划，组织和实施相关的任

务，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调整自己的计划。

检查结果

理解采取的检查问题解决的方法，解释处理问题各步骤的策

略，说明解决问题过程中，所采取的方法有何利弊，今后若

碰到类似的问题有什么不同的解决方案。

三级水平———探索问题、比较解决问题的不同方法和选择策略，计划和实施。运用认定

的方法检查已经解决的问题，评价处理问题的措施

与

他

人

合

作

一级水平———

在合作的过程

中，明确要做

什么和由谁去

做，与他人合

作达到既定的

目标

明确做什

么、由谁做

检查自己对与人合作达成的目标是否心中有数，思考这些目

标，提出自己能给予的帮助，如搜集信息、查询资料，确定

对自己承担的职责明确无误。

共同达到

既定目标

获取完成简单任务需要的各种条件：资料、工具、设备、支

持，以不会伤害自己及他人的方式开展工作，遵循要求的工

作方法，向合适的人求助。

二级水平———

理解合作的目

标，成功地进

行简单的一对

一或在群体中

的合作。了解

并 妥 善 安 排

计划

计划、

明确安排

清楚共同合作的目标，明确达成目标所需完成的任务、条

件、时间，交换信息，细化责任：提出自己能给予的帮助或

发挥的作用，询问别人乐意做些什么，确定自己和别人都已

明确各自的职责，使合作伙伴了解工作安排。

共同合作

达到一致

的目标

组织好所需完成的任务，以便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包括

获取需要的条件，如材料、工具、设备、别人的支持，按时

完成工作。运用合适的工作方法帮助自己达到规定的质量，

并能准确、安全地完成任务，支持合作式的工作方法。

交换信息

及时提供相关的信息，表明合作过程中的成功与不成功之

处，以及自己工作的质量，倾听别人所做的关于工作进展的

报告，并给予必要的反馈，就如何进一步改善合作关系达成

一致，推动既定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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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与

他

人

合

作

三级水平———

与他人合作达

成 一 致 的 目

标，成功地进

行复杂的一对

一或在群体中

的合作

制订良好

的计划

提出自己的建议，表明自己倾听了别人的见解，以便大家就

合作中实际的目标取得一致，明确实现上述目标的条件、时

间和活动，分享职责，包括个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发挥作用才

能取得成功，与合作伙伴协商制订最佳的工作安排。

共同合作

达到一致

的目标

有效地、高质量地履行职责，建立和保持最佳的工作关系，

相互协商，就如何克服困难取得一致的看法，就怎样按时完

成工作，广泛地交换信息。合作过程中，为提高工作效率或

工作积极性，经协商，及时调整工作安排。

评价已

有的工作

共同分析成功的合作经验及目标的达成度，找出影响合作成

效的因素，协商制订今后的改进措施。

上述表格中对每一项核心技能都进行了极为详细的阐述，并且在每一项关键

能力上都有极为具体的操作内容。因此，在关键能力的推行和实施上能够有明确

的掌握标准，这也为以后的教育课程改革夯实了基础。

（三）英国核心素养研究的启示

１．与时代和世界接轨。纵观英国关键能力的演变，无论哪个时期对关键能

力的制定和推广，都是紧密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发展和全球变化。以时代

发展为导向，使得核心素养极富有前沿性和预测性。针对社会变化对教育提出的

要求，不断对核心素养的内容和要求进行调整和修订。

２．沟通职业要求与教育目标。英国政府在推进关键能力时，紧扣和服务本

国的教育特点和教育课程。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教育层次的能力不同，成为了核

心素养制定和调整的重要参考指标。同时，核心素养也成为反映各种学校和社会

能力的重要文本。职业教育的发展与学校课程的改革相融合，能使核心素养渗透

到每次课程的改革创新中，同时又推动社会的发展。

３．核心素养发展的灵活性和连贯性。英国政府制定核心素养的过程，充分

考虑并结合了学生在不同年龄阶段的成长和发展。从人类发展的阶段性上看，每

一年龄阶段针对个体不同发展的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和标准，体现出共性与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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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辩证关系；从人类发展的连续性上看，全面考虑人一生的教育发展，尊重了

个人成长的教育心理规律，大大增强了核心素养的科学性。

四、日本核心素养的研究

为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日本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就提出要培养孩

子适应信息化、国际化社会的核心素养，即生存能力 （生きる力）。以 “生存能

力”为教育目标，日本掀起了新一轮的教育改革。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变

化，跨入２１世纪后，又出现了更多的世纪问题，这也对２１世纪的人才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如日本国内遭遇了地震、核事故、资源短缺等困境。因此，基于已有

的教育改革成果，借鉴和汲取国外的经验，日本从２００９年起又启动了新一轮的

课程改革基础研究，以期为适应２１世纪发展的教育改革奠定基础。

（一）日本２１世纪型能力研究的背景

１．日本教育改革的延续

教育并非经济与社会的附属物，它必然有自己独有的理念。但不可否认的

是，教育理念的实施必然与社会的变化是紧密相连的。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

日本在不同的时期启动了不同的教育改革，大致历程如表２１７所示 （国立教育

政策研究所，２０１３）。

表２１７　日本现代教育改革中教育目标的变革历程

时间 改革目标 改革内容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

从 “完成教育”变

成 “自我教育”
以培养学生的终身学习能力为目标。

２００５年
追求 “人格的完整”

与 “人格的尊严”

培养以德、智、体全面发展、实现自我为目标的个人。

尊重公共精神、参与社会与国家建设的具有主体性的公民。

继承与发扬本国传统文化，培养在国际社会中生活的日

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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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时间 改革目标 改革内容

２００６年

培养 “生存能力”

提升学力

坚实的学力

切实掌握基础性的知识，自己主动发现问题，

自己主动学习，进行自主性判断和开展行动，

从而更好地解决问题的素质及能力。

丰富而充实

的内心

自我约束，与他人合作，拥有体谅他人之心

和感动之心，人性丰富。

强健的体魄 为坚强地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健康和体力。

掌握基础性的知识和技能。

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解决问题时所需的思维能力、判

断能力、表现能力等。

学习热情。

２００７年 培养 “生存能力”
集德、智、体于一体，即发展坚实的学力、丰富而充实的

内心、强健的体魄。

２０１２年
培养在社会上生存

下去的能力

以 “自立”“协作” “创造”作为终身学习社会的基础。培

养具有多样性的、自立的 “个人”，通过 “协作”的方式来

创新和推动社会发展。

日本正处于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知识激增的时代，因而更需要培养能够适

应社会变化、应对全球性挑战、人格完成、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创新文化的国

家主人 （主体）。因此，日本现代的教育改革始终都以培养学生 “生存能力”为

主要目标来展开。

２．日本的国情

在自然资源逐渐枯竭、环境恶化、老龄化等国际性问题日渐突出的今天，日

本也面对着诸多问题。地震、海啸、核事故，再加上东日本大地震的经历，让日

本人的社会共同体意识得以觉醒，同时也使日本人认识到了 “纽带”的重要性。

地震当天日本的秩序，普通市民和非营利组织 （ＮＰＯ）的支援活动等都表现出日

本人的协调性和宽容性。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就未来应该培养学生什么素质和能

力这一问题对教师们进行访谈时，他们普遍都把 “人际关系的力量”“与他人合

作”放在首位。可以说，建立 “协调合作的创新型社会”成为了日本人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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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社会强调以合作的团队力量为基础，加强社会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并能

以灵活解决问题为目的的组织，不断创造出新成果。在这一背景下，从新的视点

重新构建社会，以及进行基础教育改革，显得非常重要。这一切都催生了新的教

育课程改革，它被期待成为建设２１世纪崭新日本的 “日本重生的蓝图”。

（二）日本２１世纪型能力的基本框架

日本 “教育课程编制基础研究”项目组首先调查和分析了世界各组织、国家

或地区教育改革中所提出的核心素养指标体系，经过比较分析后发现，这些核心

素养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基础素养、认知素养和社会素养。日本内阁府、福利劳

工部、经济产业部、文化教育部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对人才的核心素养进行了研

表２１８　日本的公民素养与大学生素养指标体系

完整的人

（内阁府 犎１５）

职业素养

（福利劳工部 犎１６）

公民素养

（经济产业部 犎１８）

大学生素养

（文化教育部犎２０）

知识

素养

社会

与人

际关

系素

养

自我

管理

素养

基础学力

专业知识与技术

专业发展

逻辑思考力

创造力

交流表达能力

同理心

规范意识

尊重他人

积极性

意志力

自我生存能力

追求成功的能力

沟通

能力

职业

意识

基础

学力

职业

规范

获得

资格

理解沟通

协调性

自我表现

责任感

上进心

勤劳观

读、算

社会常识

职业礼仪

ＩＣＴ技术资格

工商管理资格

语言资格

行动

力

思考

力

团队

协作

力

主体性

号召力

执行力

发现问题

计划能力

创造力

表达能力

会倾听

灵活性

理解力

规律性

抗压力

知识

基础

一般

技能

态度

倾向

综合

学习

经验

与创

造力

理解各科的知识

沟通技能

量化技能

信息

逻辑思考力

问题解决能力

自我管理、伦理观

合作

社会责任感

生涯学习力

综合运用所学知

识确立问题与解

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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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

究，提出了具体的人才遴选标准，如表２１８所示 （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

２０１３）。

在此基础上，“教育课程编制基础研究”项目组还对相关的教育和学习理论

进行了梳理，包括综合上述三个方面，项目组一致认为，必须超越以教授读、

写、算为内容的基础性教育目标，设立更高层次的教育目标。基于社会变化的特

征和各国的实际发展情况，以及日本的教育政策变化动向，项目组提出了日本人

必须具备的 “能在２１世纪生存下去”的能力，即２１世纪的生存能力。这种能力

被命名为 “２１世纪型能力”，具体结构如图２１３所示。

图２１３　２１世纪型的能力

第一， “思维能力”居于 “２１世纪型能力”的核心地位。具体来说，这种

“思维能力”是指 “每个人进行自学、自主判断、形成自己的想法，与他人交谈，

比较并整合自己的想法，形成更好的见解，创造新知识，并进而发现下一个问题

的能力”。思维能力是由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创造力、逻辑思维能力、批判

思维能力、元认知、适应力等构成。

第二，支撑 “思维能力”的是 “基础能力”，即 “通过熟练使用语言、数字、

信息等来实现目标的技能”。在信息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为了更有效地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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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从国际视角下探寻核心素养

到社会中，除了读写算，获取和处理信息的技术也是不可或缺的。获取和处理信

息技能甚至可以代替计算、记忆能力，补充读写算的不足之处。“基础能力”的

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起到强大的支援作用，促进思维能力。

第三，在 “２１世纪型能力”的最外层是 “实践能力”，它限定了思维能力的

使用方法。所谓的 “实践能力”就是指 “在日常生活、社会、环境中发现问题，

并运用自己掌握的知识，寻找出对自己、社会共同体、社会有价值的解决方法，

然后将这种解决方法告诉社会，与他人共同协商讨论这种解决方法，通过这种方

式认识到他人与社会的重要性的能力”。这里包含着调整自我的行动和自主选择

生活方式的生涯规划能力，与他人进行有效交流的能力，与他人共同参与策划构

建社会的能力，伦理道德意识和市民责任感等各项能力。

如图２１４所示，用三个圆表示三种能力的关系，基础能力支撑着思维能力，

而实践能力则引导着思维能力。为了表示实践力与２１世纪型能力的紧密关系，

将其放置于圆的最上方的位置，同时，这三个圆是重叠的。这意味着，无论什么

样的课程，都必须强调２１世纪型能力的培养。通过培养２１世纪型能力，旨在培

养具备 “适应２１世纪生活的日本人”，从而建立以自主、合作、创作为轴心的终

身学习型社会。

（三）日本２１世纪型能力研究的启示

１．将核心素养研究作为课程编制的原理。２００９年启动的有关核心素养的研

究项目就命名为 “教育课程编制基础研究”。顾名思义，可以看出，从一开始，

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就将核心素养定位为课程改革的基础，课程编制与开发

的基本原理。正因为如此，这一项目最初都是以调查和研究各国最新的课程标准

与学习指标为主要任务，随即进行国内的课程开发案例分析，最后才在结合国内

外经验基础上，正式提出２１世纪型能力，即所谓的核心素养。这样一来，核心

素养既吸取和借鉴了国外的经验，同时又有了本国实践的基础，因而就更快地与

课程、教学挂起钩来。日本根据核心素养而重新建构出来的课程方案，包括课程

目标的调整、课程内容的修订，以及教学活动的改革都已经提交了草案或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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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

显然，这种研究路径对于以核心素养为目标来推动教育课程改革是十分快捷有效

的，值得我们借鉴。

２．重视实践经验，开展案例分析。在 “教育课程编制基础研究”项目中，

课题组十分重视中小学校课程开发的经验。基于此，课题组下设了 “开发案例工

作组”，该组主要是由各县市的教育局领导、研究人员以及中小学校领导组成。

首先，课题组要求各案例实践组根据核心素养去开发课程，并根据课题组所提供

的案例分析工具来进行资料整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整个项目组在全国一百多

个案例中再进行筛选、分析和总结提升，最终从中提炼出适合未来教育以及培养

２１世纪人才的课程方案。案例分析的方式很值得我们在今后落实和推进核心素

养的过程中借鉴和学习。

３．核心素养先导，年龄分段明晰。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所不同，日本是

以核心素养作为课程目标来引领课程改革的。因此，日本进行课程方案的建构

时，都是将核心素养作为课程的目标，而后一步一步地细化，最后再通过具体的

课程内容分配来进行落实。同时，各个年龄段的核心素养目标是有所不同的，这

就为下阶段的核心素养培育工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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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从国际视角下探寻核心素养

第三节　核心素养研究的国际比较

一、核心素养内容维度的国际比较

尽管各世界性组织、国家或地区在建构核心素养指标体系时，其价值取向有

所差异，其建构的方式也各有不同，但总的来说，他们所提出的核心素养指标体

系是具有许多的共通之处的。下表择取部分世界性组织、国家或地区的核心素养

体系予以对比和分析 （具体内容见表２１９）。

表２１９　核心素养内容维度的国际比较分析

犝犖犈犛犆犗 犗犈犆犇 欧盟 美国 日本 新加坡 新西兰 中国台湾地区

与 文 化

知 识 有

关 的 素

养　

文 字 沟 通

数 字 与 数

学　

互动地使用语

言，符号与文

本的能力

母语交流

外语交流

数学素养

交流 沟 通 与

合作

语言技能

数量关系技能

运 用 语 言、

符号 与 文 本

的能力

阅读理解、沟

通表达、数 的

概念与应用

文化艺术

互动地使用知

识与信息的能

力　

文 化 意 识

与表达　
审美能力

科学与技术
互动地使用科

技的能力

数字化素养

科技素养

信息素养

媒体素养

通信技术素养

信息技能 信息沟通技能 使用科技资讯

与 自 我

有 关 的

素养

学 习 方 式

与认知
学会学习

创造 力 与 创

新、批 判 思

维、问 题 解

决　

发现 和 解 决

问题的能力

创造力

逻辑思维能力

批判思维能力

元认知

批判 与 创 造

性思考
思维能力

学会如何学习、

反省能力、问

题解决、创 新

思考、独立 思

考、主动探 索

与研究

身体健康

设计人生规划

与个人计划的

能力

主 动 与 创

新意识

主动 性 与 自

我导向

健康素养

自律
自我意识

自我管理
自我管理

组织与规划能

力、了解自我

维护权力、利

益、限制与需

求的能力

理财素养 自我表达

在复杂大环境

中行动的能力

灵活 性 与 适

应性
适应力

适应力

自我决策

与 社 会

有 关 的

素养

全球意识

环保素养

可持 续 发 展

的责任

全球意识

跨文化素养
国际理解

社会情绪

与他人建立 良

好关系的能力

合作的能力

控制与解决 冲

突的能力

社交和

公民素养

社 会 与 跨 文

化素养

公民素养

创作与责任

领导与负责

建 立 人 际 关

系的能力

尊 重、 关 怀

社 会 性 意 识

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 尊重与关怀

社会参与力
正义、责任

公民素养
参与和贡献

团队合作

社会参与和责任

和谐
处理冲突

多元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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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

二、核心素养具体指标描述的国际比较

在比较了各国或地区的核心素养指标体系内容维度后，我们对指标体系中的

具体指标内容也做了比较分析，具体分析情况如表２２０所示。

表２２０　核心素养具体指标的国际比较

指标 表述字段

经
合
组
织

欧
盟
教
科
文
组
织

日
本
新
加
坡

美
国
芬
兰
英
国
加
拿
大

法
国
澳
大
利
亚

新
西
兰

中
国
台
湾
地
区

沟通与

交流

能力

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以书面或口

语的形式交流，学会共处，交流能

力，交流沟通，交际能力，交流表

达，沟通能力，社会交往能力，交流

信息，交流能力，沟通表达，交流者

√ √ √ √ √ √ √ √ √ √ √ √ √

团队

合作

团队合作 （４次），在团队中与人合

作，合作能力，合作 （２次），与他人

合作，在团队合作与工作的能力，与

他人合作及在团体中工作的能力，

和谐

√ √ √ √ √ √ √ √ √ √ √

信息

技术

素养

互动地使用信息、技术，数字化素

养，收集和使用信息，信息素养 （２

次），信息与技术，使用技术的基本

知识和能力，掌握咨询与通信的常规

技术，培养创造科技的能力，尤其是

信息和通信的技术，运用符号的能

力，使用科技信息

√ √ √ √ √ √ √ √ √ √ √ √

母语

能力

有效运用口语和书面语言，母语交

流，阅读和写作能力，英语，口语表

达、书面表达，陈述解释的能力，掌

握法语，运用语言、文字符号的能

力，阅读理解

√ √ √ √ √ √ √ √ √ √

学会

学习

学会学习 （２次），学会求知，学习能

力，学习技能，个人学习能力，独立

进行学习的能力，学会如何学习，

求知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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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 表述字段

经
合
组
织

欧
盟
教
科
文
组
织

日
本
新
加
坡

美
国
芬
兰
英
国
加
拿
大

法
国
澳
大
利
亚

新
西
兰

中
国
台
湾
地
区

独立

自主

自主行动，独立，自我导向，独立的

公民，独立的调查者，独立自主，自

主，自立
√ √ √ √ √ √ √ √

数学

素养

数学能力，数学素养，掌握各科 （包

括数学）知识内容，使用数字，掌握

数学基本知识，通过数字表达和理解

知识信息，数的概念和应用

√ √ √ √ √ √ √ √ √

外语

能力

有效运用语言，外语交流，使用外

语，世界语言，运用一门外语，外语

能力，使用语言 （包括外语）
√ √ √ √ √ √

计划、

组织

与实施

在复杂的大环境中行动，形成并执行

个人计划，基于目标的计划与管理能

力，执行任务的能力，计划与组织，

组织、计划活动，制订个人计划并严

格执行，规划、组织与执行，组织与

规划能力

√ √ √ √ √ √ √

自我

管理

认识自己的能力、促进自我精神，自

我管理 （２次），对自我能力的元认知

评价，管理自我，了解自我，为自己

发声

√ √ √ √ √ √ √

创新

与创

造力

创新意识，创新进取，创造力与创新

技能，创造性的思考者，创造力与批

判性精神，创造能力，创新思考，敢

于冒险

√ √ √ √ √ √ √

问题

解决

能力

问题解决能力 （３次），问题解决技

能，问题解决 （２次），思考者 （解决

复杂问题）
√ √ √ √ √ √ √

主动

探究

主动意识，主动性，进取心，主动进

取的精神，主动参与的积极性，主动

探索与研究，探究者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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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

续表

指标 表述字段

经
合
组
织

欧
盟
教
科
文
组
织

日
本
新
加
坡

美
国
芬
兰
英
国
加
拿
大

法
国
澳
大
利
亚

新
西
兰

中
国
台
湾
地
区

社会

参与

和贡献

富有责任心，铭记社会的总体利益，

积极参与的公民，社区参与，理解欣

赏本国政治体制及市政，参与和贡

献，社会参与和责任

√ √ √ √ √ √ √

公民

意识

公民素养，生产力和社会义务，行使

公民权利的能力，公民意识，道德判

断和社会正义伦理的观念，保护、维

护权力和利益，展现人类的整体价值

并建构文明的能力

√ √ √ √ √ √

尊重

与包容

尊重，重视多样性和尊重他人，尊重

他人，尊重自己和他人，尊重与关

怀，富有同情心的人，包容
√ √ √ √ √

可持续

发展

意识

可持续发展的责任，可持续发展观，

节约精神
√ √ √

反思

能力

反思性，回顾与评价，反省能力，反

思者
√ √ √ √

适应

能力
适应改变，适应性与灵活性 √ √

情绪管

理能力
情绪智力，情感能力 √ √

环境

意识

环境意识，理解并关心自然环境的管

理、生态维持与发展
√ √

审美

能力

欣赏与表达，审美能力 （欣赏、美

感、表达）
√ √

法律与

规则

意识

保护及维护权利、利益、限制与需

求，有原则的人
√ √

安全意

识与

行为

安全与交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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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各国或地区的核心素养指标体系的选取呈现出国际化的

趋势：面向未来，以终生学习与发展为主轴。具体来看，沟通交流能力是所有国

际组织、各国及地区都重视的核心素养。此外，团队合作、信息技术素养、语言

能力 （包括母语能力和外语能力）、自主发展 （如独立自主、自我管理）、数学素

养、问题解决与实践探索能力 （如计划、组织与实施能力、创新与创造力、问题

解决能力、主动探究能力）等方面也是多数国家都强调的核心素养。与此同时，

国际组织、世界各国及地区在核心素养的选取上都反映了社会经济与科技信息发

展的最新要求。无论是国际组织，还是各国及地区，核心素养的选取既涉及能

力、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等跨学科的方面，同时又兼顾教育阶段的课程，包

括学科指向的核心素养。当然，各国或地区的核心素养体系也表明，各国或地区

不仅重视国际教育的接轨，也重视本国的历史文化特色，多数国家及地区核心素

养的选取体现出本土化的道德及价值观念。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各组织、国家或地区所提出的核心素养指标体系的指标

名称、内涵界定方式也做了比较和分析。

（一）指标命名的方式

各国际组织、国家或地区在对核心素养的指标进行命名时，大致可以分为以

下几种类型，如表２２１所示。

表２２１　核心素养指标命名的取向与类型

类型 特征 举例

功能型 素养是建立在某一技能或某一学科上
日本的 “语言技能”

欧盟的 “母语交流”

专题型 素养是建立在社会重大问题或个人素质上
美国的 “理财”“环保”

日本的 “可持续发展”

目标型 素养是对学习结果的描述 中国台湾地区的 “学会学习”

混合型 功能型与专题型的综合
美国的 “创作与责任”

中国台湾地区的 “国际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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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

具体分析各核心素养体系中对于一级指标或二级指标的命名，大体上存在以

下特点。

第一，所有组织、国家或地区在对指标进行命名时并没有要求完全一致。这

里的一致包括命名方式的一致性与各指标逻辑水平的一致性。无论是英语国家还

是非英语国家，在同一个核心素养指标体系中，其指标名称可能同时存在动宾短

语、动名词或偏正短语。例如，在欧盟的核心素养体系中，就包括了以 “素养”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作为主题词的指标，如数字化素养 （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同时，

也包括了动名词形式的指标，如学会学习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ｏｌｅａｒｎ）。还包括以偏正结

构的名词短语命名的指标，如主动与创业意识 （ｓｅｎｓｅ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ｅｎｔｒｅｐｒｅ

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第二，各组织、国家或地区在对指标进行命名时，大多还是采用 “能力”来

描述。例如，经合组织对指标的命名，都是以 “ａｂｉｌｉｔｙ”作为主题词来命名的，

如互动地使用语言、符号与文本的能力 （ｔｈ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ｕ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ｙｍｂｏｌｓ

ａｎｄｔｅｘｔ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ｌｙ），等等。而日本也主要是采用能力模式来命名指标，如语

言技能、数量关系技能等。

（二）内涵界定的方式

分析各个核心素养指标体系中对内涵界定的取向与方式，归纳起来，大致可

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第一，行为结果描述式。大部分的核心素养指标体系中，在对指标进行具体

阐释时，大家基本上都采用对指标所期待的行为结果进行描述。例如，美国对

“媒体素养”的界定：“了解媒体信息的构成、目的、特点和惯例，以及使用的工

具；研究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解读信息，用正确的价值观看待信息而不被媒体的其

他因素影响；对信息获取和使用的道德或法律问题有基本的理解。”又如台湾地

区对 “国际理解”的描述：“理解与欣赏本地及世界各地历史文化，并深切认同

世界为一整体的地球村，培养相互依赖、互信互助的世界观。”这样的描述方式

以学生为主体，能够较为明确地将核心素养的目标以行为的方式表达出来，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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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从国际视角下探寻核心素养

对核心素养的评估会更具可操作性。

第二，整合知识、技能、态度的能力描述式。有些组织、国家或地区基于对

“核心素养”概念的定义，认为核心素养是知识、技能与态度的整合，因而在描

述每一项核心素养指标时也是将其区分为三个层面来展开。比较典型的代表就是

欧盟及其部分成员国，如法国等。在他们的核心素养体系中，只有一级指标，而

后从知识、技能与态度三个方面对一级指标进行具体的阐释和说明。不过，在具

体说明中，他们也是采用对行为结果进行描述的方式。

三、核心素养国际比较的启示

通过对世界各组织、国家或地区核心素养内容体系进行比较，包括从价值取

向、内容维度，以及指标描述进行比较，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一）价值取向：个人发展、社会发展与国家发展相统一

已有的核心素养研究均表明，未来的教育应该致力于如何更好地将个体的发

展与社会的发展相统一。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坚持以个体的发展，使其成为完

整的人作为核心素养研究的根本价值取向；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社会发展对

个体发展所提出的挑战与要求，因而需要通过核心素养内容体系的建构来协调教

育培养目标与社会人才需求之间的差异。当然，在全球化、国际化的时代，培养

具有民族精神、具有本土文化特质的新一代国民也是核心素养所应关注的焦点。

因此，理想的核心素养内容体系应该兼顾个人发展、社会发展与国家发展，使三

者融为一体，最终体现在个体核心素养的培育与发展上。

（二）内容维度：兼顾传统基本素养与现代关键素养

尽管各组织、国家或地区出于不同的价值立场，所建构的核心素养内容维度

也各不相同，甚至差异显著。但是，综合比较各个核心素养的内容体系后可以看

到，传统的基本素养 （读、写、算）仍然是２１世纪核心素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直接将其确定为基础能力。与此同时，伴随着时代发展与全球化进程的推

进，产生了许多新的关键素养。例如，全球意识、国际理解、跨文化素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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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

技术素养等。因此，在建构核心素养内容体系时，不管是基于哪种理论框架，我

们都需要兼顾到传统基本素养与现代关键素养。

（三）指标命名与内涵界定：实践取向与行为结果描述

在各组织、国家或地区所提出的核心素养指标体系中，尽管同一体系对指标

命名的形式并未要求达到一致，但其在价值取向上却均体现出了核心素养的 “实

践”特质，也充分体现了 “核心素养”的综合性特质。因而，各核心素养指标体

系在界定内涵时大多采用行为结果描述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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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三　 章

从传统文化中发掘核心素养

　　　

我国传统文化思想与观念主要表现为以儒、释、道为主流的文化传

统，其中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思想居于核心和主干的地位，关注的核心主

题是理想人格、人的价值、自我实现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古代思想

家们提出了系统、完整的理论学说，即关于何谓理想人格、如何达成理

想人格及个人修身成德的思想。这些思想不但在有效引导人如何调节自

我 （自我调适），正确对待自己、他人与社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

且其 “仁”“义”等核心价值观念，也成为主导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

观。时至今日，这种价值观念仍以文化心理积淀的方式，深刻地影响着

当代中国人价值取向与生活方式，这对于建构中国特色的 （民族的）学

生核心素养指标体系具有重要启示。

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传统教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

内容和人才选拔方式，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类学校都制订了详细的学规要

求。系统梳理与分析我国各个历史时期传统教育的内容、人才选拔方式

以及人才培养的规定与要求，能够揭示传统教育中关于人才 （学生）培

养的独特且具传承价值的重要思想，这对建构我国现代学生核心素养指

标体系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传统教育的分析，本章将重点系统梳理

我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个人修身成德和自我完善的思想，厘清传统教育所

重视的关于人才培养的内容与要求，为建构民族的、科学的、现代的学

生核心素养指标体系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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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我国传统文化中修身成德的主要思想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与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 “人学”，其关注

的核心是 “人”的问题，旨在解决什么是理想的人、人的价值是什么、人如何与

他人相处、如何实现自我等问题。由此形成了一套经由道德修养培养理想人格，

进而在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的理论学说，即所谓修身成德之学。无疑，传统文化

中所蕴含的修身成德思想，对于理解当今人的素养架构、提升人的素养具有重要

的借鉴意义。通过系统梳理与分析中国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明清

几个时期的主要学派和代表思想家的相关学说，可以发现，在不同历史时期薪火

相传、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修身成德思想，主要包括五方面的内容，

其核心分别是仁民爱物、孝亲爱国、重义轻利、诚信自律、礼敬谦和。

一、主张 “仁民爱物”，倡导爱人如己、心怀天下和奉献社会

自孔子提出 “仁”之后，“仁”便成为儒家思想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基

本价值观。孔子的思想体系，即以 “仁”为核心建立起来的 “仁学”思想体系。

“仁”既是人们内在的心理意识 （真实性情），又是人的行为所遵循的基本准则和

道德规范。在孔子的思想中， “仁”以爱人为基本规定， “樊迟问仁，子曰 ‘爱

人’”。成就仁德是人生追求的最高价值。 “爱有差等，施由亲始”，爱人从爱亲

（孝）开始，然后向外扩大，最终实现 “泛爱众”。行仁的方式有多种，因而

“仁”有多个具体德目，如忠、恕、信、恭、宽、敏、惠、智、勇等。其中以忠、

恕最为重要，忠即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即 “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忠恕”即是基于人同此心的原则，要人从切己的情感出发，将心比心，真

诚地对待他人。在孔子思想中， “忠恕”之道是实践仁的基本方法 （“行仁之

方”），也是处理人我关系的基本准则。

孟子发挥孔子的仁学思想，明确提出 “仁者爱人”，并将孔子的忠恕之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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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和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

物”。同时，他强调人人皆有 “不忍人之心”，这种 “恻隐之心”是仁的端绪。因

而 “仁”是人人固有的天赋道德本性，从人性论的角度论证了仁的来源。汉代董

仲舒以 “天人合类”的神学宇宙观将 “仁”神圣化，认为天的本性即是仁；同时

又把 “仁”列为 “五常”之一，将其绝对化。唐代韩愈为 “攘斥佛老”，把仁义

视为圣圣相传的道统，并以 “博爱”解仁，主张 “一视而同仁，笃近而举远”。

北宋张载提出 “民胞物与”的 “爱必兼爱”的主张来阐释仁的精神，认为不

但要爱一切人，而且爱一切物。二程从天理的角度视仁为人的本性，并以 “识

仁”作为道德修养的根本目标与根本方式，将 “浑然与物同体”的天人合一状态

视为实现仁的境界；朱熹进而提出 “仁包五常”，突出 “仁”在五常中的地位。

其所谓天理，即以仁为核心内容，并以此作为万世万物的本源和三纲五常之本

体，把 “仁”升华为宇宙道德本体论的高度。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心学，则据 “心

即理”之说，强调 “仁”“心”合一，仁是人的本性固有的内容，要人通过反身

内省获致良知，从而彰显仁爱之心成为圣贤。

综上可见，在传统文化中，“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也是一切德行的

根源，“成仁”是人的最高价值追求和最高美德。 “仁”的基本含义是 “爱人”。

它虽以血缘之爱为基础，但最终要实现爱一切人甚至推广到爱一切物，体现了一

种博大胸怀和崇高的责任担当意识，即所谓 “仁民爱物”。“仁民”主要表现在与

人交往方面，主张以忠恕之道作为行仁之方，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体现了一种爱人如己的利他精神和平等意识； “爱物”

主要体现在与自然万物的相处上，强调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相通，要爱一切物，与

万物和谐共存。只有爱一切人和物，才能体现宇宙人生的真实状态———太和之境

（即最高的和谐）。仁民爱物，体现了中国古人的一种宇宙情怀和极高的价值追

求。它所要实现的最高境界，就是自身与他人及世界万物各尽其性的一体合一的

和谐境界，就自身与他人而言，是各尽其性，和而不同，蕴含着极强的包容精

神；就自身与万物而言，是物我平等，天人合一，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

在仁民爱物和心怀天下的意识支配下，会产生强烈的完善自我和奉献自我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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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从而形成自强不息的精神 （生生之谓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责任

担当意识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精

神对个体理想人格的培养具有重要价值。

在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直到今天都把提倡仁民爱物精神作为社会道德建

设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如新加坡，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 “八德” （忠、孝、

仁、爱，礼、义、廉、耻）加以现代诠释，用以培养国民素质。其中的 “仁”

“爱”都是继承发扬儒家的仁爱精神。与此相似，中国台湾地区也注重提倡 “孝、

悌、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价值理念，并纳入学校道德教育系

统和评价系统。

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仁民爱物思想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 “友

爱”精神的重要文化基础。传统文化中仁民爱物的思想，蕴涵着 “爱人如己”

“开放包容”“奉献与社会责任感”“物我和谐”“自强不息”“宽恕”的价值取向。

这些价值追求应成为当今学生道德修养中的重要内容，因此，仁民爱物应作为学

生核心道德修养体现在学生核心素养体系的架构之中。

二、主张 “孝亲爱国”，注重激发个体的乡土情感和家国情怀

在深刻影响传统文化精神、塑造中国人的道德品格方面，“孝”是 “仁”之

后最重要的一个道德范畴。“孝”原意为对父母的敬重、奉养和服从。自西周至

春秋时期，以奉养父母、祭祀先祖为内容的孝道已成为维系国家和家庭生活的重

要道德原则。春秋末孔子及其学生提出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强调孝亲

是培养仁德的根本。又引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加以说明，并突出了 “孝”的尊亲之意。人不但在物质上奉养父母，还要在情感

上敬重父母，“无违”父志。孟子继承孔子的立场，进一步强调孝对培养人的道

德品质、表现仁爱精神的重要意义，认为仁的实质就是事亲，也就是孝 （“仁之

实，事亲是也”“事亲，事之本也”），“孝”成为人之为人的一个重要标志，不孝

即为禽兽。孟子主张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认为将爱亲的心推广出去，

才能爱护别人，甚至万物。

６１１



第三章　从传统文化中发掘核心素养

自汉代 “独尊儒术”之后，历代统治者不断强调孝道，认为孝是 “德之本”，

奉之为 “天之经”“地之义”，倡导 “以孝治天下”（《孝经》），把孝提到 “百行之

首”的地位。两汉、魏晋时期，“孝”成为 “三纲”的一大德目，确定为 “父为

子纲”，并引孝入律，不孝被法定为 “十恶之首”。至宋以后，“孝”被理学家进

一步绝对化为 “天理”之必然，“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乎天地之间”。

从此，“孝”与 “忠”“节”一起构成了传统道德的三大行为规范。受此影响，后

来也出现了 “愚孝”“愚忠”的倾向。

由于孝悌 （悌———对兄长的敬，是孝的延伸）对于人的德性养成和社会稳定

具有基础作用 （仁民爱物从孝亲开始），所以古代非常强调进行孝悌方面的伦理

思想教育，“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梁惠王上》），能使社会长

治久安。在传统社会，孝的精神和孝道教育适应了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传统

社会，对于维持家庭和睦与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由孝而形成的重视家庭的

观念和热爱乡土的民族情怀也成为中国乃至东亚社会最显著的特色。

在日、韩、新加坡等国及中国台湾地区，孝仍被共同视为重要德目加以提

倡，特别是韩国极重视 “孝道”精神的弘扬，致力于把本国文化产业打造成 “孝

子产业”。韩国不仅用孝子产业弘扬传统的儒家文化道德以教育国人，而且还用

以出口获得利润，发展形势日趋增长。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参考与重视。

在今天，虽然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孝道的一些内涵 （如强调

绝对服从父母的 “愚孝”）已经过时；但剔除其中的糟粕，孝亲仍是维系家庭和

睦与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同时，孝道所体现的通过自幼培养爱父母的普遍的情

感心理，去逐渐唤起关爱他人、关爱社会，甚至关爱自然 （“亲亲而仁民，仁民

而爱物”）的乡土情感和民族情怀，仍具有启发意义。可以说，在当前的学生品

德教育中推崇孝亲爱国，是培养年青一代有爱心、会感恩、负责任，以及热爱乡

土、热爱祖国等积极情感和行为的有效途径。特别是随着当前中国老龄化社会的

到来，“孝亲”的观念应该引起更大的重视。因此，在学生核心素养的架构中，

需要体现孝亲爱国的内容，包括孝敬父母、尊敬长辈、感恩、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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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张 “重义轻利”，倡导明辨是非、见利思义和见义勇为

“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又一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孔子在继承传统的基础

上，对 “义”做了发展，成为重要伦理范畴。孔子提出 “君子喻于义” “君子义

以为上”，以义为君子立身之本，又主张 “见利思义”，强调做事要遵守义的准

则，不该做、不该得的不能做、不能要。“义”有 “应该”“适合”的意思。《中

庸》即明确说：“义者，宜也。”即合宜、合适的意思。孟子突出了义作为道德法

则的地位，明确将义列为 “四端”（仁、义、礼、智）之一，并强调义与仁一样，

都内在于人心，是内心固有的道德法则，所谓 “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

义也”“敬长，义也”“羞恶之心，义也”。孟子强调，人做事必须遵循义的法则，

要 “居仁由义”，以义为 “人之正路”，如果不遵守义的法则，就丧失了做人的资

格；他极重视 “义利之辨”，主张不能因利害计较影响义的落实，主张重义轻利，

甚至提出 “舍生而取义”，把维护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

就是通过不断地行义，养成 “浩然正气”。在孟子这里，义成了一种刚性的、必

须遵守的道德信念和道德法则。可以说，孔子和孟子奠定了儒家道义论的基础。

汉儒董仲舒继承了孔子、孟子的思想，并结合阴阳五行思想，从宇宙论的角

度将义视为五种恒常不变的道德法则 （“五常”———仁、义、礼、智、信）之一，

同时提倡人生应以行义为其价值指针，所谓 “正其宜不谋其利”（宜即是义）。宋

明理学家则把义上升到 “天理”的高度，将义规定为 “天理之所宜”（朱熹 《论

语集注》），并基于维护 “天理”的立场，提出 “存天理，灭人欲”的号召，更加

凸显了 “义利之辨”在道德修养中的重要性。重公义、轻私利成为中国传统文化

的重要精神传统。现代的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仍非常重视提倡义 （忠、孝、

仁、爱，礼、义、廉、耻，“八德”之一）的精神，即与此密切相关。

传统文化中，把义规定为行为之所宜、之所当然，以 “为义” “行义”为价

值的评价标准，并将义与利对举，注重 “义利之辨”，不断强化超越私利而维护

公义的精神维度，并以此作为实现理想人格和提升精神境界的方式。这对中国传

统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种价值观的引导下，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具有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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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气的义士君子，他们明辨是非、见义勇为、舍生取义的精神，为维护社会正义

和伦理道义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精神传统，对于培育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形成 “公正”的价值观念具有重要帮助。特别是在我们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

今天，在 “义利之辨”原则下形成的见利思义、重义轻利的精神传统，对以逐利

为特征的市场经济有重要的矫正功能。因此，建议在学生核心素养的架构中，体

现正义的内容，具体包括明辨是非、重义轻利。

四、主张 “诚信自律”，倡导诚实不欺、恪守信用和自省自律

“诚信”是儒家伦理思想中的重要德目，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塑造产生了

重要影响。孔子把 “信”视为 “仁”的主要德目，认为 “能行五者 （恭、宽、

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主张 “敬事而信” “谨而信”，要人诚信不欺、

恪守信用。并引为治民、用人、交友的重要原则，他也以 “文、行、忠、信”四

科教育学生。孟子进而把 “朋友有信”纳入 “五伦”规范。汉代董仲舒则正式把

“信”列为 “五常”之一，确立了信在儒家道德规范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到了宋

代，理学家二程、朱熹在其理学体系内强调 “信”涵盖其他四德 （仁、义、礼、

智），体现于四德，“信是诚实此四者”“信便是真个有仁义礼智”。

与 “信”相关的是 “诚”，诚是信的哲学基础，也是做到信的修养方法。《中

庸》提出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 “诚”是天道的本质，是世

界万物得以存在的基础。“诚”即物是其自身的意思，亦即真实无妄的意思，“诚

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中庸》在天道与性命贯通基础上，主张通过 “诚

之”的道德修养，实现真实的本性，与天道合一。 “诚之”的方式，一是通过

“慎独”“内省”的自我反思和自我约束，二是通过学、问、思、辨向外学习。孟

子继承这一思想并加以发挥，提出 “诚身有道”的观念，主张通过 “思诚”，即

反省和扩充内在的道德良知，达到圣人的境界。《大学》提出 “诚意”的修身方

法，强调 “毋自欺”，即克服自私和不真诚的意念，以此作为正心、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唐代李翱援佛入儒，发挥 《中庸》的思想，主张通过 “灭

情复性”即克制私心和情欲达到 “诚”。宋代周敦颐建构了以 “诚”为核心的宇

９１１



２１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

宙本体论体系，提出 “以诚为本”的命题，认为 “诚”既是宇宙的精神实体，又

是道德的本原，还是道德修养的方式；主张通过 “无欲” “主静”的方式达到

“诚”的境界。二程、朱熹则以 “诚敬存之”和 “涵养须用敬”作为认同 “天理”

的道德修养方式，以此做到内心的纯粹专一和毫无私念，这成为整个宋明理学最

重要的修身方式。

总之，“信”与 “诚”体现了诚实不欺、恪守信用的诚信精神，以及通过自

我反省、自我克制以落实诚信的道德修养方式。在传统社会，诚信是保持人际正

常交往和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一种基础德性；在利益交往日益频繁的现代社会，

诚信精神显得越发可贵与必要。十八大提出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即明确

提出要培育 “诚信”价值观。传统文化的讲究诚信的价值取向，特别是以 “诚”

为核心强调自我反省和道德自律的道德修养方式，对培育、落实社会主义 “诚

信”价值观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事实上，在当今东亚各国，也仍将传统文化中的

诚信精神视为现代伦理道德建设的重要资源。诚信包含着诚实不欺、恪守信用、

真实坦诚、自省自律的丰富内涵。我们建议将诚信自律纳入学生核心素养体

系中。

五、主张 “礼敬谦和”，倡导谦恭礼让、举止文明和遵守规范

在传统社会，中国文化被称为礼乐文化，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可见 “礼”

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在夏、商、周三代，礼已成为整个国家、社会各项活

动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孔子以恢复三代的礼乐文化为理想，以仁补礼，赋予

礼以内在的道德心理基础，形成了 “仁” “礼”统一的伦理模式。孔子认为，

“礼”是人内在道德情感 （仁）的表达方式，也是修身提升德性的重要依据与保

障 （“克己复礼为仁”），从而将外在的道德规范和社会制度 （礼）与内在的道德

情感 （仁、义）结合起来。孔子强调，礼体现了尊敬、节制、谦让的精神，是实

现自身与他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重要保障 （“礼之用，和为贵”），是一个人融

入社会的重要基础 （“不学礼，无以立”）。一个人，必须通过礼义修身，才能成

就君子人格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因此将礼乐作为对百姓进行教化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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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孟子将礼视为 “四德”（仁义礼智）之一，指出礼的精神即是辞让 （“辞让

之心，礼之端也”）。荀子则在性恶论的基础上，主张 “隆礼重法”，强调了礼、

法等社会规范体系对节制人的行为、修身成德和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性，成为封

建礼制的理论奠基者。汉代董仲舒倡议 “罢黜百家”后，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

态，儒家的道德礼仪制度也成为国家的 “名教”。至宋代，理学家将 “礼”与

“天理”结合起来，“礼也者，理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也”，为礼提供了本体论

根据，论证了礼的合理性。此后，中国社会成为 “礼教”社会。

在传统社会中，礼于外代表了一整套的道德规范和社会制度，在内蕴含了尊

敬、节制、谦让、和谐的精神。儒家强调仁与礼的结合，努力实现内在的道德情

感与外在行为规范相统一，以此为修身成德和实现完美人格的途径。这对于提升

人的文明素养和保障社会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当然，礼在传统社会中也出现了

僵化、形式化和强制化的倾向，产生了种种流弊，受到学者们的猛烈批判，如魏

晋玄学家对汉代名教的批判，清代戴震对宋明礼教的批判等。如果过滤掉其中的

糟粕，中国传统的礼敬谦和教育对提升人的道德品质，形成文明礼让、举止优

雅、行为端方的文明素养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扭转学校教育中礼仪缺失、道德

失范的缺陷。我们应该大力挖掘和继承传统文化中礼仪修身的优秀传统，作为培

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礼敬谦和的价值观念的重要精神资源。因此，建议

在学生核心素养的架构中，体现礼敬谦和的内容，具体包括自我节制、举止文

明、谦恭礼让、遵守法律与规则。

综上可知，中国传统文化的修身成德思想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观念，这些道德

观念在中国历代社会不断得到传承和发展，并有效发挥了提升道德、完善人格的

作用。而其中有些道德准则，如仁民爱物、孝亲爱国、重义轻利、诚信自律、礼

敬谦和思想，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提升当代人的道德素养和文明程

度具有重要作用，构成了当代道德建设的重要的精神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修身成德思想中那些历代传承而且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的主要

观念及其基本内涵概括如图３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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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１　我国传统修身成德思想对学生核心素养指标体系建构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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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我国传统教育中人才培养的主要要求

我国传统教育源远流长。在原始社会末期，教育从生产劳动与社会生活中独

立并发展起来。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传统教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

育内容、办学体制和人才选拔方式，在有些历史时期对于学校的人才培养规格或

学规制定有比较细致的要求。在世界教育史中，中国传统教育占有重要的一席之

地。通过对我国自原始社会至清末各历史时期的教育内容、人才培养与选拔等方

面进行系统梳理，能够揭示出各历史时期教育侧重与关注的学生培养内容与要求

（见表３１）。

由表３１可知，各个历史时期的学校教育培养学生的内容与要求存在一定差

异。然而，纵观各历史时期，可以发现，我国传统教育在学生培养的内容与要求

上也具有一致的方面，这主要包括伦理道德、人文与历史知识素养、文字表达能

力 （写作能力）、学习方法、生活礼仪与日常行为习惯、自然科学与技术知识素

养等方面。除此之外，到封建社会末期，一些教育思想家受到西方近代民主思想

的影响，提出学校教育应该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

表３１　我国各历史时期的教育所侧重的学生培养内容与要求

历史

时期

伦理

道德

求学治

学方法

生活礼仪

与日常行

为习惯

人文历

史知识

文字表

达能力

自然科

学技术

实践

能力

创新

能力

原始社会 √ √ √ √

夏商西周 √ √ √ √

春秋战国 √ √ √ √ √

秦汉 √ √ √

魏晋南北朝 √ √ √

隋唐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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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历史

时期

伦理

道德

求学治

学方法

生活礼仪

与日常行

为习惯

人文历

史知识

文字表

达能力

自然科

学技术

实践

能力

创新

能力

宋代 √ √ √ √ √ √

明代 √ √ √ √ √ √

清代 （鸦片

战争前）
√ √ √ √ √ √ √ √

鸦片战争

至清末
√ √ √ √

一、伦理道德

我国传统教育中最突出与核心的内容即关于伦理道德的教育。自夏商西周时

期一直到清代末年，伦理道德教育一直是我国传统教育的核心。

在夏商西周时期，在以 “六艺”为核心的教育内容体系中，“礼”居于首位，

其内容包括国学之礼 （吉、凶、军、宾、嘉）与乡学之礼 （冠、婚、丧、祭、

飨、相见），其根本目的在于使学生了解、掌握和遵守社会伦理习俗或规则。

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以墨子为代表的

墨家学派不仅仅提出了自己独到而深刻的儒家及墨家思想，而且大多亲自办学培

养学生。在儒家、墨家等著名学派的思想观点中，伦理道德居于核心地位。如孔

子曾整理了六经，即 《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不仅在当时被奉为

经典，也成为后世学校教育的主要教材与读物。在六经中，《书》《礼》均以介绍

社会行为规范为主。其中 《书》通过汇编历史文献，介绍了符合垂世立教的政治

和道德标准，而 《礼》则侧重阐述了君子应掌握的礼仪规范。孔子的弟子及再传

弟子记录孔子及其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言行，形成 《论语》一书。关于伦理思想

与道德观念的论述也是 《论语》一书的主要内容之一。

在汉、隋唐、宋、明、清等历史时期，我国传统官学及私学中的教育内容均

４２１



第三章　从传统文化中发掘核心素养

以儒家经典 （六经或四书五经）为主。儒家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核心，

其中包含大量伦理道德思想，如 “仁爱”“仁义礼智信”“父子有亲，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

除儒家经典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蒙学 （通常为针对８～１５岁儿童进行教育

的学校，在历史上被认为是小学）中，学生学习的内容也以伦理道德规范为核

心。如宋代的蒙学教材包括 《童蒙训》《三字经》等，在这些教材中也集中体现

了我国传统社会中关于学生伦理道德规范以及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准则等方面的

要求，如 《三字经》中讲到 “为人子 方少时 亲师友 习礼仪 香九龄 能温席 孝于

亲 所当执 融四岁 能让梨 弟于长 宜先知 首孝弟 次见闻……三纲者 君臣义 父子

亲 夫妇顺……曰仁义 礼智信 此五常 不容紊……父子恩 夫妇从 兄则友 弟则恭

长幼序 友与朋 君则敬 臣则忠”，即做人需要遵守的各种基本伦理道德规范。

在我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统治者或一些著名教育家曾制定了各种学规，对

学校教育培养目标、教师及学生需要遵守的规则等做出了规定与要求。历史上著

名的学规包括宋代朱熹制定的 《白鹿洞书院揭示》（《白鹿洞书院学规》）、明代吕

坤撰写的 《社学要略》、顾宪成制定的 《东林会约》、清代统治者颁布的 《卧碑

文》和 《圣谕十六条》等。这些学规都明确规定学生需要遵守伦理道德规范，其

核心内容是所谓的 “人伦”，即朱熹所讲的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此外还包括在处世、接物方面的行为准则与规范要

求，如忠信、笃敬、“正其谊不谋其利”，以及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总之，伦理道德教育是我国传统教育中最突出的内容，无论官学还是私学均

以此作为教育核心。传统教育中的伦理道德教育主要围绕 “父子有亲，君臣有

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个方面。在我国古代、近代的长期历

史发展过程中，通过实施伦理道德教育，向学生传授以 “人伦”为核心的伦理道

德，这不仅在维护社会运行方面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并且，由于伦理道德规

范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传统教育侧重伦理道德的内容，这也包含着

重要的文化传承价值。而从教育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德是成人之根本。无论

是从社会运行、文化传承，还是学生发展的角度，伦理道德教育都理应成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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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内容之一。以现代教育观与学生发展观来审视，我国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

内容在今天仍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因而，无论是从教育内容、传统文化的传

承，还是今天促进学生健康、全面发展的角度看，传统伦理道德教育中的这些内

容与要求，都应该包含在学生核心素养指标体系中。

二、人文与历史知识

对文史知识的重视是我国传统教育的第二个特点，在春秋战国之后直至清末

各个历史时期的教育中都突出表现出这一点。

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儒家和墨家为代表的思想家非常重视历史知识，如儒家

经典著作 《尚书》即是古代 （夏商周三代）历史文献汇编，《春秋》则是鲁国的

编年史，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 （公元前７２２年）到鲁哀公十四年 （公元前４８１

年）的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等方面的历史资料。儒家其他经典著作，

如 《诗经》《礼记》《周易》《论语》中亦不乏关于历史的知识内容。这些儒家及

其他思想家的经典论著中亦包含丰富的人文知识与思想，包括政治文化、文学艺

术等，如 《诗经》中包含３０５篇中国古代诗歌，这些诗歌反映了当时平民及贵族

社会的风俗习惯、生活状况等。在春秋战国时期之后，尤其自汉代以后，儒家经

典著作被列为各历史时期学生学习的经典教材与读物，其中所包含的文史知识与

思想也一直作为我国传统学校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

除学习儒家经典外，在我国古代学校中学生也需要阅读和学习其他专门关于

历史或文学方面的著作，如宋代学校即要求学生学习前朝历史方面的论著，包括

《史记》《汉书》等，明代官学中学生需阅读刘向的 《说苑》、明太祖的 《御制大

诰》等，清代学生需要学习历代正史和 《通鉴》（《资治通鉴》的简称）等，在鸦

片战争、洋务运动时期中式学堂和西式学堂 （教会学堂）中的学生也都需要学习

人文与历史知识，包括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 （如美国史、英国史等）及其他人文

历史课程。

我国古代一些著名教育家在其教育理论中都强调人文与历史知识的重要性。

在宋代，朱熹曾从经传史籍中选取格言、训诫诗或故事，编成 《小学》一书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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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学的教材。在清代，黄宗羲既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史

学家。在对学校教育内容的论述中，他尤其指出需要学生学习史学知识，认为学

者 “不为迂腐，必兼读史”，史学同经学一样，都具有经世致用的意义，从阅读

经史中能够学习得到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学问。

总之，对人文与历史知识的重视是我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特点，在我国传统文

化、古代教育文献中包含了丰富的人文与历史知识及思想。而从学生培养与发展

的角度来看，掌握人文与历史知识，并具备相应的思维方式或人文情怀，也是今

天的学生所必须具备的核心素养之一。因而，无论从传承我国传统文化、延续我

国教育传统的角度，还是促进学生健康、全面发展的角度，学生核心素养指标体

系都应包括人文与历史知识素养。

三、文字表达能力

我国古代教育有重视培养学生语言能力，尤其是文字表达 （写作）能力的传

统。自隋唐开始，我国就开始确立了科举取士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考试的主要

形式之一为策论，即针对有关当时时务的问题 （政治或其他领域需要解决的问

题）进行分析、论证，并提出对策，这被称为 “策论”或 “试策”。此外科举考

试还包括经义，即以经书中的语句作为题目，考生根据经书中的意思进行发挥、

论证，形成短文。对于策论或经义考试，考生的分析、论证需要条理清晰、简

洁，同时表达要有力。如在宋代科举考试中即明确指出，“凡士子通经术，愿对

大义者，试十道，以晓析意义为通。三史科取其明史意而文理可采者”，即强调

考生要具备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

我国传统教育的内容以经史辞章为主，即除学习儒家等古代经典著作、史学

论著外，学生还主要学习诗词歌赋，在官学、书院、蒙学中都要求学生学习这些

内容，如学生需要学习 《诗经》，宋代蒙学学生需要学习 《训蒙诗》。在一些朝代

的科举考试中亦将诗词歌赋写作作为考试内容。

鉴于文字表达能力是我国传统教育与人才培养中侧重的内容，而且在知识经

济时代，个人尤其需要具备良好的沟通与表达能力，因此，在学生核心素养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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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中，理应包括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

四、求学治学方法

在我国古代，无论是个人治学还是学生的学习都非常重视良好学习方法或习

惯的掌握与养成。在春秋时期，孔子即讲到学生在学习时需要学思并重，并且要

经常复习，他指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朱熹在 《白鹿洞书院揭示》中

指出学有五序，分别为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与 “笃行”。明代 《东林

会约》也认同朱熹所讲的这五种治学方法，而且指出，求学需要谨遵知本、立

志、尊经、审己四点，并且需要躬身实践。清代国子监规定，学生在听讲书后需

要自学和质疑问难，即对于不懂的知识去向老师求教。清代教育思想家黄宗羲指

出，学习要躬身实践以求知、学贵在实用、贵在创新等三点教学方法。虽然我国

古代教育中对于学生求学或治学方法的阐释与论述都比较笼统，不够具体、详

细，但是仍然表明，在我国古代教育中非常重视学生求学或治学的方法。

伦理道德教育在我国古代教育中居首位，在中国教育史上，很多教育思想家

均提出过学校伦理道德教育或个人自身道德修养的方式方法。如孔子专门论述了

道德教育的方法，指出在道德修养中需要谨言敏行、言行一致，改过迁善、扬善

抑过，自我修养、以友辅仁，以及严以责己、以身作则。孟子提出了道德修养的

六种途径，包括存心寡欲、反求诸己、知耻改过、求放心与存夜气、养浩然之

气，以及磨炼意志。宋代朱熹提出了立志、居敬、存养、省察和力行五种提高道

德修养的方法。明代王守仁、清代王夫之等也提出了道德修养的途径与方法。

总体而言，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仅需要学习和掌握伦理道德规范、各种人文

历史或自然科学知识，而且同样重要的是需要掌握求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具备

良好的求学、求知、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生活礼仪与日常行为习惯

生活礼仪与伦理道德教育有关，但两者却也是独立的内容。我国传统教育非

常重视培养学生的生活礼仪与日常行为习惯。如在夏商西周时期，教育的首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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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为 “六艺”中的 “礼”，即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基本礼仪规范，具体内容包括

吉、凶、军、宾、嘉，以及冠、婚、丧、祭、飨、相见等。当然，这一时期的礼

之教育不仅仅包含了日常生活礼仪与规则，而且还包含伦理道德以及政治、宗教

等教育内容。自春秋战国孔子述 《六经》后，《礼经》一直是历代官学及私学的

重要学习内容，因而其中所包含的礼仪思想与规则一直为后世教育所重视。

除了学生需要学习 《礼经》等有关生活礼仪的内容外，在我国古代教育中亦

颁布过多种学规，如宋代 《白鹿洞书院揭示》提出了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学生懂得

与遵循父子亲、君臣义、夫妇别、长幼序及朋友信五种基本伦理道德规范；在处

世接物方面，需要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以及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

这些规定既涉及基本的伦理道德观念与范畴，同时也对学生如何对待父母、兄

长、朋友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待人接物等做出了行为规范要求。类似地，宋代

蒙学教材 《童蒙训》既包含了旨在传授给儿童、使之掌握的基本伦理道德观念，

也包含大量关于日常生活礼仪方面的准则与要求。明代吕坤的 《社学要略》、清

代 《卧碑文》 《圣谕十六条》、清代颜元的 “六行” （孝、友、睦、姻、任、恤）

思想等都包含了对于学生生活礼仪与日常行为习惯方面的要求与规定。

概括来说，我国古代教育强调的学生生活礼仪与日常行为习惯主要涉及在对

待父母、长辈 （老师和兄长）、朋友及陌生人方面的礼仪规范，以及日常行为习

惯。其中某一些礼仪规范与伦理道德有关，如尊师敬长、孝悌、诚信等，而另外

一些则更多侧重行为习惯，如吕坤的 《社学要略》中规定，学生需要 “称长者

兄，长呼少者名，行则右行，坐则下坐，长者立则立，长者散则散……行步要安

详稳重，不许跳跃奔趋……”我们认为，对于今天学生核心素养体系的建构而

言，传统教育中关于生活礼仪和行为习惯的内容具有重要借鉴和启示。因为，生

活礼仪与日常行为习惯不仅仅是个体的基本行为规范或素养，更重要的是，这其

中包含着深刻的伦理道德思想。生活礼仪与日常行为习惯的养成，是培养学生的

伦理道德观念的起点与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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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

（一）自然科学技术素养

虽然我国古代教育相对偏重伦理道德及人文与历史知识素养，但是，在我国

传统教育中，无论是在官学还是私学中，自然科学技术知识也一直是比较受重视

的教育内容。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墨家和农家为代表的思想家们非常重视培养

学生的科学与技术知识，其目的在于使得兼士获得各自从事所能的实际本领。在

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所创办的私学中教授的自然科学与技术知识达到了很高

的水平，主要包括农业生产劳动技术、军事知识，以及自然科学知识，所涉及学

科领域包括数学、光学、声学、力学，以及实用科学技术 （器械制造）等。

及至隋唐时期，不同层次的系统学校教育制度逐渐建立起来。在这一时期的

学校设置包括官学 （又分为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和私学。在隋唐时期的中央官

学 （国子监）与地方官学中开设的自然科学类课程包括算学、医学，其中对于医

学尤其重视。唐代已经将医学具体划分为医科、针科、按摩科等，规定医科学生

学习的课程包括体疗 （内科）、疮肿 （外科）、少小 （儿科）、耳目口齿 （耳鼻喉、

口腔科）、角法 （拔罐等）。在隋唐之后至明末清初，我国传统官学多采取与隋唐

相似的学校设置模式，即除中央官学外，还包括各级地方官学及一些专科学校，

其中专科学校包括武学、医学、算学，以及水利等自然科学与技术类课程或

专业。

此外，在我国古代教育中，即使在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的官学或私学

中，由于在这些经典著作中也通常包含有关天文、农学等知识内容，因此，学生

在学习儒家经典等著作时也能够学习和了解到有关天文历法、农业等方面的

知识。

对于自然科学技术知识的重视在清代教育中更加明显。在清代，统治者及教

育思想家均越来越认识到实用知识的重要性。在清代乾隆年间，国子监曾仿宋代

胡瑗的 “经义治事分斋”遗法，实施分斋教学，分别设置明经斋和治事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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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事斋学生学习的内容包括水利、天官、河渠、算法等内容。清代黄宗羲、颜元

均强调学生应该学习实用知识技能。黄宗羲指出学生除应学习经学、史学、诗文

外，还应掌握天文、数学、地理等自然科学知识。他曾撰写了 《授时历故》 《圆

解》《割圆八线解》《今水经》等天文、数学与地理著作，并在教学中向学生传授

这些方面的知识。颜元曾主持清代漳南书院，在其中设置六斋，分别为文事斋

（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武备斋 （课黄帝、太公以及孙、吴五子兵

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经史斋 （课 《十三经》、历

代史、诰制、章奏、诗文等科）、艺能斋 （课水学、火学、工学、象学等科）、理

学斋 （课静坐、编著、程朱陆王之学）和帖括斋 （课八股举业），其中文事斋、

武备斋、艺能斋的教学内容均涉及天文、地理、数学、水学、工学、火学等自然

科学与技术的内容。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中国统治者和有识之士均认识到

我国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落后与不足。出于富国强兵的目的，为解决我国自然

科学技术人才不足的问题，在鸦片战争至清末的教育中，尤其突出侧重自然科学

与技术知识，在教会学校、新式学堂等的课程设置中大多将西方学校教育中自然

科学技术类课程照搬设置到中国学校中，这些课程包括数学类课程 （如算术、几

何）、测量学、物理学、天文学、地质学、矿物学、化学、动植物学等。

因此，虽然我国自夏商周到明代的学校教育以让学生学习经史辞章为主，但

在这些经典著作中仍包含了一定的自然科学技术知识。此外，我国古代教育也通

过专科学校或其他官学、书院中设置治事斋等方式，开设了一些自然科学与技术

类课程。及至清代末年，既是由于受到西方近代启蒙思想的影响，也出于抵御外

敌入侵的需要，这一时期的学校教育非常重视学生对于自然科学与技术知识、技

能的学习和掌握。概言之，虽然长期以来自然科学与技术知识不是我国传统教育

的突出内容，但却也是我国传统教育内容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及至近代，随

着科技的发展，自然科学与技术知识更是成为我国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

通过对我国传统教育向学生传授自然科学与技术知识的历史进行梳理与分

析，还可以看出，对自然科学与技术知识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不同历史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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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自然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在我国古代，虽然教育中一直存在

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内容，但是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与技术教育是相对零散、不系

统的。直到近代科技发展之后，在我国教育中才出现了比较系统、完整的自然科

学与技术教育内容。当今世界自然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发展与进步迅速，可谓日新

月异。因此，从传承我国教育传统及教育发展趋势，以及顺应当今世界科技迅猛

发展的时代背景的角度看，应该在学生核心素养指标体系中包含自然科学与技术

知识素养。

（二）实践与创新能力

相对而言，我国传统教育侧重已有知识的传授，要求学生能够记住、复述或

阐释所学知识，但是对于如何在实际生活中运用所学知识，在传统教育，尤其是

在清代之前的教育中几乎不关注。在我国古代，知识分子抑或读书人作为社会中

的巫史之官 （夏商西周时期）或士、儒 （春秋战国之后），他们具有较为完整但

单一的知识结构和强烈的人文精神，重视在国家或社会事务中发挥作用，但是他

们相对脱离社会生产劳动与实践，甚至会轻视生产劳动实践。总体而言，我国传

统教育忽视了学生实际应用知识的能力与实践能力的培养。

封建社会末期，受到近代启蒙思想影响的教育思想家，如黄宗羲、颜元提出

了实学教育思想，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即要求学生必须躬行实践，即将所学知识

应用于实践，或者将知识学习与实践相结合。颜元还非常重视劳动教育，也反映

了他对学生应该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的教育思想。鸦片战争后至清末的学校教

育，特别是在洋务派开设的新式学堂中，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更是成为了重要内

容。以福州船政学堂为例，学生除学习英文、关于轮船制造或驾驶的基本理论课

程外，还学习实践课程，包括船体建造、机械制造与操纵方面的实践课程，甚至

需要下海练船。

“五四”运动之后的学校教育也表现出强调教育实用性的特点，认为教育要

从学生的生活实际出发，要促进个人生活能力、生产能力、创新能力、自主能力

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如受到杜威的 “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思想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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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陶行知提出了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

等基本命题。他强调教育与社会生活实际密切联系，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要

“血脉相通”，学校的教育要和社会生活实践、生产实践密切结合。

同时，由于我国教育强调学生继承已有的知识体系，尤其是儒家经典思想与

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无论社会政治生活还是学校教育中，均存在强烈的统一

与集权的倾向性。因而，在学校教育中，学生只需要记忆或阐释儒家经典或其他

经史辞章，无需进行创新与发展。然而，到了封建社会末期，一些教育思想家认

识到创新的重要性，如黄宗羲在其论著中多次提到创新。他认为学生贵在创新，

应能够提出独立见解，并且提出了达到创新的四条途径，即由博致精 （多读书，

有渊博的知识，这是创新的前提）、重视 “异同之论”、深思与能疑，以及讨论辩

难。这也是我国教育与人才培养史上首次明确提出独创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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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传统文化与传统教育对核心素养遴选的启示

我国传统文化包含了丰富的有关个人修身养性 （成德立人）的思想观点，而

且其中许多内容在今天仍具有重大的借鉴与传承价值，如仁爱思想、孝亲爱国、

正义、礼敬谦和及诚信自律等。我国传统教育重视对学生进行伦理道德 （包括学

生的生活礼仪与日常行为习惯）教育，人文与历史知识传授，文字表达能力培

养，以及良好学习方法的养成等。传统教育在学生培养上重视的这些内容在当今

的学校教育中仍具有传承价值。在建构中国特色 （或民族的）学生核心素养指标

体系时，理应继承与延续我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教育中这些独具特色且仍富有现代

价值的内容。

一、建构以道德修养为核心的学生核心素养指标体系

修身成德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核心，伦理道德教育是我国传统教育中

最为突出的内容。我国传统文化、传统教育中对于道德修养的重视，与党的十八

大报告中强调的 “立德树人”思想以及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提出的 “德育为先、能力为重”的要求完全契合。我们认为，

从继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与教育思想，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政策方针，以及促进

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等多个角度考虑，道德修养是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和高等

教育阶段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是学生核心素养指标体系的核心。

根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修身成德的思想和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校教

育培养学生的内容与要求，建构以道德修养为核心的学生核心素养指标体系，需

要以培养学生的仁爱精神为根本，以社会关怀、家国情怀和人格修养教育为重

点，引导儿童青少年学生养成崇高的道德品质、文明的行为方式和深厚的文化

修养。

第一，倡导 “仁民爱物”精神，使学生爱人如己、心怀天下和奉献社会。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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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生通过扩充仁爱之心和践行忠恕之道，建立 “人我一体”“物我一体”的信

念，使学生认识到自我在社会及宇宙中的地位和责任，激发 “自强不息”的使命

感和 “仁民爱物”的社会责任感，最终养成 “自强不息” “爱人如己” “奉献社

会”“开放包容”“物我和谐”的道德品质，形成心怀天下的责任心、和而不同的

包容心、守望相助的友善心、推己及人的同理心，使学生能正确处理个人与他

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的关系。

第二，弘扬 “孝亲爱国”精神，激发学生的乡土情感和家国情怀。围绕 “孝

敬父母”“尊敬长辈”“感恩”“热爱家乡和祖国”四个方面，通过培养学生爱父

母、敬长辈的道德情感，唤起学生的感恩意识，使其不断知觉到家乡和祖国对自

己的养育之恩，从而培养学生的乡土情感和民族情怀，激发对家乡和祖国的热

爱，建立家庭、家乡和祖国一体相关的家国情怀，最终提升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和

民族自豪感。

第三，重视人格修养，养成学生 “重义轻利”和 “诚信自律”的精神。通过

培养学生的羞耻感和荣辱心，使学生自幼认识到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思想和行

为是可耻的，不断强化学生 “见利思义”“重义轻利”的道德观念，做到能不为

利益所动，明辨是非、坚持正义，养成行己有耻、明辨是非、见义勇为的道德品

格，自觉维护伦理道义和社会正义。大力提倡 “诚信”精神，不断培养学生自我

反省的能力，强化学生道德自律观念，引导学生善于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严格

做到真诚不欺、诚实守信，确保维持个体的正常人际交往和社会的正常运转。

第四，强化礼仪教育，使学生礼敬谦和、遵守规范、举止文明。通过生活礼

仪教育，使学生自觉体会到礼仪中所蕴含的尊敬、节制、谦让、和谐的精神，并

以礼仪规范行为，养成谦恭礼让、举止文明的君子人格，全面提升学生的文明素

养，保障个体成功融入社会，实现自身与他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

第五，关注文化修养，重视学生的人文历史知识、求学治学方法和文字表达

能力。引导学生系统掌握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文学与艺术知识，具备人文精神

和一定的艺术修养，能够初步从事人文历史研究。重视学生文字表达能力的培

养，需要着力培养学生的中文表达能力，使学生能够运用汉语进行准确、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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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的口头与书面表达，与人进行有效的语言沟通与交流。重视学生良好学习方

法与能力的培养，需要学生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与策略，养成良好学习习惯，具

备自主学习能力，即学会学习。

二、传统文化与传统教育分析仅是学生核心素养指标体系建构视角

之一

　　我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中包含的丰富思想和优良传统，为民族的、科学

的、现代的学生核心素养指标体系的建构提供了重要借鉴。学生核心素养指标体

系的建构需要吸收和纳入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与传统教育中的重要内容。然

而，传统文化与传统教育分析仅仅是建构现代学生核心素养体系时可参照的视角

之一。除了借鉴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传统教育中具有启示意义和价值的内

容之外，学生核心素养体系的建构还应对现代教育与学生发展理论、国际上教育

与学生培养的经验等进行总结与思考，深入分析当今世界教育与人才培养趋势、

我国社会历史时代背景与社会需求，并借助实证调查来广泛征询社会各群体的宝

贵意见。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通过深刻的理论思考，运用科学的方法，才能建

构出系统而科学的学生核心素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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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四　 章

从现实需求中归纳核心素养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鉴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分别建

构适合自己国家和地区的学生核心素养体系，以及学生核心素养对于我

国教育改革深化的重要性，因此有必要广泛调查了解社会各行各业中有

突出成就和影响力的人群对中国学生所应具备的核心素养的需求和看法，

从现实需求中归纳总结出公众认可的学生核心素养，以期为建构适应我

国现阶段社会需要、适应时代发展和具有我国文化特色的学生核心素养

体系提供建议。

通过对国际文献的梳理发现，在建构核心素养体系时，不同国际组

织、国家或地区基于各自的社会现实采取了不同的研究思路，分别是：

自上而下型、自下而上型和二者结合的整合型。整合型研究思路同时吸

收前两种思路的优点，既关注核心素养的理论分析，又反映民众的意见

和期望，成为当前国际上开展核心素养研究的理想范式。本章将介绍基

于整合型研究思路开展的我国学生核心素养的实证研究。研究过程中，

我们通过对社会上有代表性的不同专家群体 （包括教育与心理学领域、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自然科学领域、一线教育工作者、知名企业家群体

等）的观点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为在充分把握国情的基础上，建构符

合我国现实需要的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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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核心素养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一、研究目标

通过向不同领域专家群体征求意见，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内涵、结构及指标达

成最大化共识，为建构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提供建议。

二、研究原则

（一）科学性原则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的研究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符合学生身心发

展与教育教学活动实践等方面的客观规律。同时，必须采用科学的手段和方法，确

保研究过程的严谨性和系统性，使每个研究环节均符合实际，尊重客观事实，确保

核心素养指标从界定到遴选，再到总框架的建构，都有充分的科学依据。

（二）时代性原则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总框架要反映新时期社会对人才的新要求，反映世界

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趋势。当今时代，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经济迅猛发展，全

球化、信息化步伐明显加快。基于此背景下的新型人才观，要求未来的教育应该

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意识、国际交流能力、国际竞争力，具备创新精神、实践能

力及信息素养的２１世纪人才。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总框架的建构，必须考虑

这一新时代人才观的要求，确保核心素养体系能与社会需求接轨。

（三）民族性原则

各国或地区在遴选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指标的过程中不仅表现出适应时代发展

需求的共同趋势，同时也都强调核心素养体系的建构必须植根于本民族的文化历

史土壤之中。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民族文化经过一代又一代人民的锤炼与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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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已经成为中国人民族特征的一部分，极大地影响了社会运行模式与社会公民

观念。因此，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总框架的建构，必须要充分考虑我国国情，

对我国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人才需要做科学的

分析，认真剖析中华民族文化本性并挖掘中华民族的教育智慧，继而建构起真正

符合中华民族发展需要，能切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学生发展核心

素养体系。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在建构核心素养体系时，不同国际组织、国家或地区基于各自的社会现实采

取了不同的研究思路：一是自上而下型，主要由研究团队或项目组基于理论研究

与文献分析，提出有关核心素养的理论构想与初步内容框架，再深入实践、广泛

征求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以修改和完善核心素养体系，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自上而下的研究思路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提出基于公众意见的核心素养内容体

系，是一种历时短、收效快的研究思路。但是，预先提出的方案会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公众的意见和决策，因而有可能会遮蔽掉一些在预选方案之外的核心素养内

容和指标，导致核心素养体系无法全面反映出公众的需求和意见。二是自下而上

型，主要通过广泛地征求民众和专业人士的意见来提炼和建构核心素养体系，例

如经合组织。自下而上的研究思路可以更好地反映利益群体的意见，使核心素养

的体系更为合理，但这一优势是以时间和效率作为代价的。三是整合型，主要是

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思路相结合，在开展理论研究的同时广泛征求公众意

见，最后将这两种范式下获得的结果进行整合，例如美国２１世纪技能联盟和中

国台湾地区。相较而言，三种研究思路各有特色。自上而下的研究思路主要基于

演绎推理范式，自下而上的研究思路主要基于归纳推理范式，整合型研究思路则

同时吸收前两种思路的优点，既关注核心素养的理论分析，又反映民众的意见和

期望，成为当前国际上开展核心素养研究的理想范式。

基于国际经验，立足我国国情，由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河南大

学、山东师范大学和辽宁师范大学五所高校组成联合攻关项目组，围绕研究目标

９３１



２１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

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整合型思路，运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方

法，开展学生核心素养实证调研，以期为学生核心素养体系的建构提供建议。

四、研究设计与实施

（一）研究的整体设计

研究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采用焦点小组访谈 （个别访谈）与问卷调查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焦点小组访谈 （个别访谈）的目的在于获取各领域专家对我

国学生核心素养体系建构的意见。即，将同一个领域的专家组成小组，按照结构

化访谈提纲对他们进行访谈，请他们分享和讨论对于学生核心素养的看法；对于

无法参加焦点小组访谈的专家进行个别化访谈，访谈提纲同焦点小组访谈。访谈

主要围绕的问题是：“为了应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变化和我国的实际国情需要，通

过不同阶段的学校教育之后，在学生进入社会的时候，我们希望他们应该具备什

么样的核心素养？在您看来，核心素养在小学阶段／初中阶段／高中阶段／大学阶

段有什么表现或特点？”

问卷调查安排在每场焦点小组访谈之后，即在专家结束讨论之后，请他们完

成一份调查问卷 （见表４１）。问卷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课题组通过文献分

析整理出的５大国际组织和８个国家与地区提出的３２项核心素养指标，请专家

们从中选出他们认为的我国在建构学生核心素养体系时可借鉴的指标。问卷调查

的第二部分是一个开放式问题，即请专家填写他 （她）认为３２项以外未被涵盖

的重要核心素养。

表４１　我国学生核心素养意见征求表

核心素养指标 赞同的，请画勾 其他看法或建议

１．人际交往与合作 □

２．团队合作 □

３．信息技术素养 □

４．母语能力 □

５．学会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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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核心素养指标 赞同的，请画勾 其他看法或建议

６．独立自主 □

７．数学素养 □

８．外语能力 □

９．计划、组织与实施 □

１０．自我管理 □

１１．创新与创造力 □

１２．问题解决能力 □

１３．主动探究 □

１４．社会参与和贡献 □

１５．公民意识 □

１６．尊重与包容 □

１７．科学素养 □

１８．多元文化理解 □

１９．健康素养 □

２０．国际意识 □

２１．生活管理能力 □

２２．自信心 □

２３．生涯发展与规划 □

２４．冲突解决能力 □

２５．可持续发展意识 □

２６．反思能力 □

２７．适应能力 □

２８．情绪管理能力 □

２９．环境意识 □

３０．审美能力 □

３１．法律与规则意识 □

３２．安全意识与行为 □

　　除以上各国提到的核心素养以外，您认为我国的学生还应该具备怎样的特征，才能适

应现代社会和未来发展？请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填入下面的方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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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焦点小组访谈 （个别访谈）和问卷调查结束之后，我们对部分专家的访谈

录音进行文本分析，提出编码方案，再根据编码方案对所有录音资料进行量化分

析 （详细介绍见下文）。同时，对问卷调查的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合焦点小组

访谈 （个别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分析结果，我们将提出对于我国学生核心素养体

系建构的建议。研究整体流程见图４１。

图４１　核心素养实证研究整体流程图

（二）调查参与人员

在借鉴国际组织、各国与地区研究核心素养经验的基础上，我们访谈和问卷

调查的对象涉及四个领域的十类群体。四个领域为教育系统、行政管理系统、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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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领域专家和社会人士，群体类别主要涉及校长与名师 （分为知名中小学校长

和优秀中小学教师两类）、教育管理者、行政领导、社会学领域专家、文化与历

史领域专家 （在后期数据处理中，将社会学领域专家同文化与历史领域专家合并

为 “人文历史领域专家”）、教育学领域专家、心理学领域专家、经济学领域专

家、自然科学领域专家 （又进一步分为数学科学等领域专家和航空航天领域专

家）、知名企业家及雇主。要求每类人群访谈１０人左右。群体的具体界定见表

４２。

表４２　学生核心素养实证研究访谈人员情况

领域类别 群体类别 专家群体分组

教育系统

校长与名师

教育管理者

１．知名中小学校长，如国家级或省级著名校长，全国知名

的教育改革者

２．优秀中小学教师，如全国名师、特级教师等

３．各级教育管理者，如教育领域的管理人员、教育政策制

定者等

行政领导 行政领导
４．高层领导干部，如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参与国家相关

政策决议制定的重要行政人员

各学科

领域专家

文化与历史领域

专家

教育学领域专家

心理学领域专家

社会学领域专家

经济学领域专家

自然科学领域专家

５．文化与历史领域专家：如哲学、文化、传媒、历史等领

域的知名学者

６．教育学领域有影响的知名专家学者

７．心理学领域有影响的知名专家学者

８．社会学领域有影响的知名专家学者

９．经济学领域有影响的知名专家学者

１０．数学、科学等领域的知名学者

１１．航空航天领域专家

社会人士 知名企业家及雇主 １２．知名企业家和关心教育的知名人士

学生最终都要进入社会，从事各行各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政府、企业和学

校等部门。对于学生需要具备哪些核心素养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这一问题，只有

不同领域中有突出成就和影响力的专家才能给出正确的答案，因为没有谁比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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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了解某一领域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教育系统 （一线教育工作者）和各学科领域

（文、理科）的访谈人员最了解学生完成学业前的情况，与学生的学业密切相关；

各级行政领导和知名企业家最了解学生完成学业进入社会后的情况，与学生的就

业及工作发展联系紧密。被访专家来自于社会各行各业，且都是在行业内具有较

高影响力、具有突出成就的优秀代表，他们对于当今社会需要怎样的人才有着较

一般大众更为准确、深刻的认识。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选取了四个领域中的十类人群进行座谈 （访谈）和问卷

调查。自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６日到７月１０日，我们先后在北京、广东、河南、山东、

辽宁开展了４８场专家座谈会和３３次个别访谈。座谈和访谈的专家共计６０８名，

其中包含教授３４７人、院士６人、中小学校长４８人，以及各级行政领导、知名

企业家等，是有较强代表性的样本。在接受调查的各界专家中，座谈 （访谈）调

查共收集了５８５位专家的有效数据，并有５６６位专家完成了问卷。

（三）访谈实施流程

焦点小组访谈 （个别访谈）的开展，均按照以下统一规范的流程进行。

１．发放学生核心素养项目的相关资料

为保证专家在接受访谈之前对所探讨的问题有充分的了解与思考，研讨会开

始前，我们向专家发放了相关资料。资料包括：研究说明 （包括项目研究要实现

的目标，学生核心素养概念的内涵界定，国际上关于核心素养的研究现状综述

等），与所探讨问题密切相关的研究文献。

２．介绍座谈 （访谈）的目的和问题

研讨会开始后，主持人或访谈员再次向专家介绍访谈的目标和目的，以及要

访谈的主要问题：通过不同阶段的学校教育，在学生进入社会的时候，我们希望

他们具备什么样的核心素养？

在研讨会进行前，主持人必须认真研读文献资料，包括国内外相关研究成

果、核心素养的概念内涵等，要对核心素养领域内的研究有一个深层次的把握，

才能在研讨中更好地引领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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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围绕访谈的问题，组织专家进行研讨

请专家就要访谈的主要问题自由发言，主持人在适当的时候对发言人进行

追问。

４．发放调查问卷

研讨会完成后，向专家发放 《核心素养意见征求表》，请专家们对国外研究

得出的核心素养指标进行评价，选出他们认为重要的核心素养指标。

（四）对焦点小组访谈 （个别访谈）结果进行文本整理及制订编码方案

在每一场座谈 （访谈）中，均对专家意见进行现场录音。会议后将这些录音

进行转录和校对，得出每位专家的意见文本。

首先对３０名专家的意见文本做文本分析和原始编码，综合考虑国际经验、

我国的教育方针政策，以及心理学与教育学的相关理论，我们经过反复讨论确定

了编码方案，在此基础上，使用 Ｎｖｉｖｏ软件对访谈结果进行编码和数据处理分

析。编码方案体系包含健康与安全、知识基础、学习与发展、与人交往、公民意

识五大项，下设一级指标２０个，二级指标４６个 （见表４３）。

表４３　核心素养编码方案体系

领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及内涵界定

健康

与

安全

健康素养

·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健壮。

·心理健康：心态平和，情绪稳定，能良好地适应环境，自信，乐观，

积极向上。

·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饮食，运动习惯，自主调节 （这里指行为上的）。

·健康意识：善待自己，了解有关健康的知识等 （这里主要指思想的）。

安全意识

与行为

·安全行为：遵守安全规则，拒绝高风险行为。

·安全意识：了解相关安全知识，有自我保护知识及意识，有防骗意识。

知识

基础

语言素养

·母语能力 （这里主要指语言能力，交流沟通能力在人际交往部分）：母

语口头表达与理解、书面表达与理解，文字、符号运用等。

·外语能力：外语口头表达与理解，书面表达与理解。

数学素养 ·与数学有关的各种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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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领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及内涵界定

知识

基础

科学素养

·科学知识：了解和掌握科学知识，可以用科学知识解释日常生活现象，

了解生活常识 （主要指能力）。

·科学精神：以科学的态度来解释生活内外的事件，反对迷信。

信息技术

素养

·包含有关信息技术的基本知识，信息收集，信息选择，信息管理能

力等。

艺术素养 ·审美，艺术表达。

人文素养 ·人文科学知识，人文精神。

学习

与

发展

学会学习

·学习方法。

·学习习惯。

·学习能力。

·学习动机。

问题解决

与实践

·提出和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偏重对于未知问题 （多为科学）的探索。

·问题的解决与决策：偏重对于普通问题的决策、解决。

·探究精神：在问题解决中能够深入思考，通过思考、尝试、实验、反

复探索等解决复杂问题。

·实践能力：将已掌握的知识与技能用于实践。

批判

与创造

·批判精神：勇于质疑，提出不同意见、观点等。

·批判能力：反思与质疑的能力。

·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勇于创新，敢于冒险。

·创造能力与创新技能：用创造性的方法解决问题，产生新想法、新问

题、新产品。

自我管理

·客观的自我认识与评价：认识自己的能力，对自己有恰当评价，了解

自我。

·独立自主：独立人格，独立思考，自主行动，自强自立。

·生活管理能力：生活自理，基本生活能力，金钱管理，日常事务管理，

日常事务习惯。

·生涯发展与规划：职业技能，各种创业方法，生涯规划。

·计划与实施：制订计划，执行计划，执行力，执行任务的能力。

·坚持性：毅力、坚忍不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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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领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及内涵界定

与人

交往

沟通

与交流

·沟通与交流能力：交流，沟通，表达与倾听。

·冲突解决能力：管理与解决冲突，处理冲突。

合作能力
·与他人合作：合作能力，与人合作，互助。

·团队合作：在团队中担任工作、负担责任，团队合作。

道德品质

·诚实守信：诚信，言行一致。

·尊重与包容：尊重他人，包容，容忍不一样，尊重多样性。

·公平与正义：公平公正，富有道德感。

·宽仁慈爱：富有同情心，关怀他人。

公民

意识

法律与

规则意识

·遵守法律：法律意识，守法公民，依法办事。

·规则意识：遵守规则，契约精神，理解行为受到规则限制。

·公民权利意识：维护权力和利益，行使公民权利。

国家认同 ·热爱祖国，了解和热爱祖国的文化，民族自豪感。

社会责

任与公

民义务

·责任心：负有责任心，勇于承担责任，对……负责。

·社会参与：参与社区、社会活动，思考与参与公共事务。

·社会贡献：铭记社会总体利益，贡献个人力量。

国际意

识与多

元文化

·国际意识：全球化思维，国际化，全球化，世界公民，世界规则，进

入全球体系。

·多元文化：跨文化技能，认同和理解多元文化，多元包容，对其他文

化的学习、理解与尊重。

可持续

发展意识

·可持续发展意识：节约，可持续发展责任。

·环境意识：环境保护，生态维持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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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社会与民众对核心素养的期盼与需求

一、不同群体对我国学生核心素养的意见 （访谈分析结果）

　　（一）各地区调查结果的一致性

首先，我们分别对编码方案中各指标在不同地区被提及的人数百分比进行了

分析，结果见表４４。

表４４　各指标在不同地区被提及的人数百分比

领域 一级指标
百分比

北京 河南 山东 辽宁 华南

健康与

安全

健康素养 ４６．８４％ ４８．８４％ ６２．１４％ ３７．１０％ ４９．３３％

安全意识与行为 １．２７％ ０．００％ ３．８８％ ０．８１％ ２．００％

知识

基础

语言素养 ６．３３％ ４．６５％ ２０．３９％ ９．６８％ ８．６７％

数学素养 ２．５３％ ０．７８％ ６．８０％ ５．６５％ ５．３３％

科学素养 ７．５９％ １５．５０％ １９．４２％ ８．８７％ １７．３３％

信息技术素养 ５．０６％ ６．２０％ １１．６５％ ８．０６％ １８．００％

艺术素养 １１．３９％ ６．２０％ １０．６８％ １２．１０％ １８．００％

人文素养 ２５．３２％ １３．１８％ ２０．３９％ ２４．１９％ ２４．００％

学习与

发展

学会学习 ３９．２４％ １８．６０％ ５７．２８％ ３２．２６％ ３６．６７％

问题解决与实践 ３０．３８％ ２４．０３％ ４２．７２％ １９．３５％ ２４．６７％

批判与创造 ２５．３２％ ３１．０１％ ４０．７８％ ２２．５８％ ４１．３３％

自我管理 ４３．０４％ ５９．６９％ ５７．２８％ ２８．２３％ ３８．００％

与人交往

沟通与交流 ２４．０５％ １８．６０％ ３６．８９％ ７．２６％ ２０．００％

合作能力 ２９．１１％ １９．３８％ ３９．８１％ １９．３５％ ２１．３３％

道德品质 ５０．６３％ ６４．３４％ ７２．８２％ ４５．１６％ ４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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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领域 一级指标
百分比

北京 河南 山东 辽宁 华南

公民意识

法律与规则意识 ２５．３２％ １１．６３％ ３９．８１％ １３．７１％ ２２．００％

社会责任与公民义务 ３１．６５％ ３４．８８％ ３８．８３％ １８．５５％ ２２．６７％

国家认同 １６．４６％ ８．５３％ １２．６２％ ７．２６％ １３．３３％

国际意识与多元文化 １０．１３％ ２０．９３％ １３．５９％ １４．５２％ １２．００％

可持续发展意识 ７．５９％ ３．８８％ ９．７１％ １０．４８％ ３．３３％

可以看出，不同地区的专家在访谈中涉及各指标的广度略有差别。如山东组

专家在访谈中对各指标的提及次数均较高，说明其访谈中涉及的问题范围更加广

泛、全面，专家更多地从核心素养体系的完整性方面考虑。但这种差别并不影响

各组数据所反映出的趋势一致性。

图４２　不同地区访谈结果的比较

从图４２中可以看出，不同地区的访谈结果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不同地区的

专家对学生核心素养表达了相当一致的看法，均在健康素养、学会学习、自我管

理、道德品质、社会责任与公民义务五个方面提及频率较高，而对学科知识方面

的指标，如语言素养、数学素养、科学素养等，则提及的频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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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种较高的一致性，我们在后面的分析中将各地区的数据进行合并。

（二）编码方案中各级指标被提及的人数百分比

将各地区的访谈数据合并，对编码方案中各指标被提及的人数百分比进行分

析，其结果如表４５所示。

表４５　我国学生核心素养的访谈结果

领域 一级指标 百分比 二级指标 百分比

健康

与安全

健康素养 ４８．５５％ （１１．１１％）

安全意识与行为 １．５４％ （０．１７％）

身体健康 ２１．７１％

心理健康 ３９．８３％

健康的生活方式 ２．７４％

健康意识 ２．３９％

安全行为 ０．３４％

安全意识 １．２０％

知识

基础

语言素养 ９．７４％ （１．８８％）

数学素养 ４．２７％

科学素养 １４．１９％ （１０．９４％）

信息技术素养 １０．４３％

艺术素养 １１．９７％

人文素养 ２１．２０％

母语能力 ７．５２％

外语能力 ４．２７％

科学知识 ２．５６％

科学精神 ４．４４％

学习

与发展

学会学习 ３５．７３％ （１２．６５％）

问题解决与实践 ２７．３５％ （８．２１％）

批判与创造 ３２．８２％ （８．３８％）

学习方法 ２．５６％

学习习惯 ４．７９％

学习能力 １５．５６％

学习动机 １３．６８％

提出和解决新

问题的能力
５．８１％

问题的解决与决策 ８．０３％

探究精神 ４．６２％

实践能力 １１．４５％

批判精神 ２．７４％

批判能力 ６．１５％

创新精神 １２．８２％

创造能力与创新技能 １８．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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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领域 一级指标 百分比 二级指标 百分比

学习

与发展 自我管理 ４４．７９％ （８．３８％）

客观的自我

认识与评价
４．９６％

独立自主 １１．１１％

生活管理能力 ９．０６％

生涯发展与规划 １２．６５％

计划与实施 １．７１％

坚持性 ２２．０５％

与人

交往

沟通与交流 ２０．５１％ （８．０３％）

合作能力 ２４．７９％ （１１．７９％）

道德品质 ５５．７３％ （４１．５４％）

沟通与交流能力 １５．０４％

冲突解决能力 ２．７４％

与他人合作 ７．６９％

团队合作 １５．２１％

诚实守信 １４．７０％

尊重与包容 １３．５０％

公平与正义 ４．４４％

宽仁慈爱 １８．１２％

公民

意识

法律与规则意识 ２１．５４％ （５．３０％）

国家认同 １１．２８％

社会责任与公民义务 ２８．５５％ （１３．６８％）

国际意识与多元文化 １４．５３％ （７．３５％）

可持续发展意识 ６．６７％ （１．５４％）

遵守法律 ９．２３％

规则意识 １１．１１％

公民权利意识 ２．９１％

责任心 １８．９７％

社会参与 ２．５６％

社会贡献 ５．１３％

国际意识 ６．５０％

多元文化 ５．１３％

环境意识 １．７１％

可持续发展意识 ５．４７％

　　注：表中一级指标的提及人数百分比并非其下属二级指标数据的简单加和。在座谈中存

在较多同时提及两个同属一个领域的二级指标的情况，也有些专家使用的概念本身比较宽泛，

只能编码为一级指标。一级指标的合成考虑到了这些情况。其中一级和二级指标百分比的计

算均为提及人数除以总人数，括号内数据为一级指标被直接提及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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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编码结果进行分析，可归纳出访谈专家对我国学生核心素养的看法有以下

几个特点：

１．重视道德品质、意志品质，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由表４５中数据可见，道德品质是被提及频率最高的一个一级指标，在所有专

家中的被提及频率为５５．７３％。中华民族历来重视 “德”，一贯倡导立人要先立德，

以德作为立人之本。受访专家对道德品质的一致重视再次体现了道德修养在中国人

心目中的位置。如北京市建华实验学校李金初校长在访谈中谈道：“做人的根本是

道德的问题……”也有不少专家是从肯定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在战略主题中提出的 “坚持德育为先，能力为重”的角度表达了他们将道德品质纳

入我国学生核心素养体系的观点。如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原院长王殿卿教授说：“这

次十八大提出来，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这个提法是给中国教育一个

新的定位……这是很有针对性的，我们的教育改革的方向明确了，要立德树人，教

育要干这个，不是干别的……要在立德树人上达到老百姓满意，特别是立德。”北

京市东城区光明小学校长、美术特级教师廖文胜谈道：“我觉得立德树人的教育真

是中华文明的教育，所有的知识培育其实都是有关 ‘德’的。”

对道德品质的二级指标作分析，可以看到更鲜明的民族特色。国际上，道德

素养的内涵主要涉及遵守规则规范的内容，但被访专家论及道德时，更多地谈到

了宽容、富有同情心、关怀他人、孝顺、感恩等内容。我们将这些内容纳入到了

二级指标 “宽仁慈爱”之中，该指标被提及的频率为１８．１２％，是道德品质之下

的二级指标中被提及频率最高的一个。被访专家对道德品质内涵的理解说明，在

道德素养上，中国人更为注重情感层面。

访谈结果中所体现的另一突出民族特色的是，被访专家对于坚持性和主动性

等意志品质方面的内容也非常关注，二级指标 “坚持性”在全体被访专家中的被

提及频率是２２．０５％。许多专家都提到 “意志坚强”“坚定的毅力”“坚忍不拔的

精神”“坚持”等，而这些成分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素养体系中几乎没有出现过。

“凡事贵有恒”“有志者事竟成”“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等成语和诗句在我国深

入人心，对学习或所从事事业的坚持历来为我国文化所重视，被访专家对坚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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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对个人意志品质的强调。

２．相对于知识基础，被访专家更为重视健康素养、自我管理、学会学习，

以及批判与创造，反映出明显的时代性

在道德品质之后，被提及频率较高的素养依次是：健康素养、自我管理、学会

学习、批判与创造，而传统学校教育特别强调的知识基础，被提及频率远低于这四

种素养。这反映出随时代变迁，个体核心竞争力的内涵已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如表４５所示，一级指标 “健康素养”的被提及频率为４８．５５％，仅次于道

德品质。在四项二级指标中，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被提及频率也都较高，分别

为２１．７１％和３９．８３％。近年来，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社会竞争的加剧，

健康问题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困扰日益凸显，健康素养对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性也

日益受到关注。在谈及健康素养时，被访专家中具有高度一致性的一个观点是，

良好的健康素养，包括健康的心理，是适应现代社会、应对现代社会各种挑战的

基础与前提。如北京五中前校长吴昌顺说道：“我在学校在职期间主张做全人教

育，这是我们中学最至关紧要的，人字怎么写，一撇，身体健壮；一捺，心理健

康，形成健全的人格。”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前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斌

贤教授说：“维护身体健康、维护心理健康，这是无论对哪个社会都需要的。”天

津师范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院白学军教授也明确提到，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的结

合是 “做事的基础”。

自我管理、学会学习，以及批判与创造都属于学习与发展范畴的内容。尽管专

家们很少明确而直接地表达出终身发展、个体可持续发展的观点，但从他们对这几

项二级指标的较高关注度可知，在现代社会，健康自我的形成与发展、学习的能力

与动机、创造性等，而非单纯的知识掌握，是决定个体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方面。北

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陈学飞教授谈道：“教育

实际上核心的东西是激发学生的兴趣，让他保持不断求知的欲望。如果人一辈子有

这种欲望和能力的话，他真的会不断地长进。”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

民也谈道：“现在是一个知识爆炸的社会，你学得再多，这也仅仅是你一生当中的

知识和能力的很少一部分。所以，怎么去学习，就是掌握这种学习的能力，不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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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学习，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能力。”

３．某些内容相对忽视

在访谈中，健康素养被提及的频率很高，专家们对于身体健康也十分重视。

但同时，与此相对应的一级指标 “安全意识与行为”却只有极个别专家提到，说

明中国现阶段的教育中对于安全的重视还十分不够。同样，在公民意识领域中，

“责任心”这一二级指标被提到的频率相对较高，但与此相对应的二级指标 “公

民权利意识”却极少被提到。说明我国社会在思考公民意识时更多强调公民的贡

献、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而对公民所具有的权利相对忽视。

需要指出的是，从访谈实际情况来看，绝大多数被访专家在访谈中主要是谈

论若干个自己较为感兴趣或是思考较多的素养，只有个别专家对他们所构思的核

心素养整体框架做了描述。基于此，可以认为，访谈中各指标的被提及频率主要

反映了被访专家所认为的最重要的或是现阶段普遍缺少的素养，而某些必要的素

养指标可能并未体现在访谈结果之中。因此，对我国学生核心素养体系的建构不

能完全依赖于访谈结果，自上而下的研究取向是必要的。

（三）各领域专家的意见对比

在调查中，我们有意识地选择从事不同工作、活跃于不同领域的专家作为被访

群体。这些专家因工作性质和学科背景的不同，在对学生核心素养的意见上会存在

一定的差异。因此，综合对比各领域专家的意见，将反映出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对于

未来人才的期待，也能够体现学生在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所应具备的核心素养。

１．各领域专家对 “健康与安全”领域各素养的意见对比

表４６　各领域专家对 “健康与安全”领域各素养的意见对比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百分比

教育学
教育

管理
经济学

行政

领导
企业家

人文

历史

校长

与名师
心理学

自然

科学

健康素养 ５０．００％ ６５．９１％ ４８．８４％ ７１．８８％ ５２．０８％ ３０．３７％ ６３．６４％ ７５．５１％ ３２．１４％

身体健康 ３０．００％ ４７．７３％ １６．２８％ ４０．６３％ １４．５８％ ９．６３％ ２８．５７％ ３０．６１％ １４．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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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百分比

教育学
教育

管理
经济学

行政

领导
企业家

人文

历史

校长

与名师
心理学

自然

科学

心理健康 ４４．００％ ４７．７３％ ３４．８８％ ５９．３８％ ４７．９２％ ２４．４４％ ５０．６５％ ６３．２７％ ２６．７９％

健康的

生活方式
２．００％ ２．２７％ ２．３３％ ３．１３％ ２．０８％ ２．２２％ ３．９０％ ８．１６％ １．７９％

健康意识 ２．００％ ２．２７％ ２．３３％ ３．１３％ ０．００％ ０．７４％ ７．７９％ ４．０８％ ０．００％

安全意

识与行为
２．００％ ６．８２％ ２．３３％ ３．１３％ ２．０８％ ０．７４％ ０．００％ ２．０４％ ０．００％

安全行为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８％ ０．７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安全意识 ２．００％ ６．８２％ ０．００％ ３．１３％ ０．００％ ０．７４％ ０．００％ ２．０４％ ０．００％

　　注：在各领域专家意见对比分析中，将 “社会学领域专家”同 “文化与历史领域专家”合并为 “人文

历史领域专家”，下同。

由表４６中数据可见，各领域的专家都十分注重健康素养，该素养在九个领

域中被提及频率为３０．３７％～７５．５１％。从健康素养之下的二级指标来看，身体

健康和心理健康受到的关注程度较高，而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健康意识的受关注度

相对较小。对比各领域专家的意见，心理学专家、教育学专家、行政领导，以及

教育管理者对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的关注度尤为突出，人文历史领域的专家对身

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关注度较其他几个领域小。对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健康意

识，心理学领域专家依然给予了高度重视。尽管校长与名师对心理健康、身体健

康的关注度并不凸显，但对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健康意识，校长与名师的关注度

非常高，尤其是健康意识，在校长与名师中的被提及频率是７．７９％，明显高于

其他领域。

相比较健康素养，安全意识与行为的被提及频率非常之低。相比较而言，教

育管理者较为重视安全意识，该素养在教育管理者中的被提及频率为６．８２％；

安全行为在大多数群体中的被提及频率都为０，仅在企业家群体中，有２．０８％的

被访者提及了该素养，人文历史领域专家中，有０．７４％的被访者提及了该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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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各领域专家对 “知识基础”领域各素养的意见对比

表４７　各领域专家对 “知识基础”领域各素养的意见对比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百分比

教育学
教育

管理
经济学

行政

领导
企业家

人文

历史

校长

与名师
心理学

自然

科学

语言素养 ６．００％ ９．０９％ １６．２８％ ３．１３％ １６．６７％ ５．９３％ １２．９９％ ８．１６％ １７．８６％

母语能力 ４．００％ ６．８２％ １３．９５％ ３．１３％ １６．６７％ ２．２２％ ７．７９％ ８．１６％ １６．０７％

外语能力 ４．００％ ４．５５％ ４．６５％ ３．１３％ ４．１７％ ２．９６％ ６．４９％ ４．０８％ ８．９３％

数学素养 ６．００％ ４．５５％ ０．００％ ３．１３％ ０．００％ ２．９６％ ９．０９％ １０．２０％ ５．３６％

科学素养 １０．００％ １３．６４％ １１．６３％ ２１．８８％ ２．０８％ １４．８１％ １９．４８％ ２８．５７％ ７．１４％

科学知识 ２．００％ ２．２７％ ０．００％ ９．３８％ ０．００％ ２．２２％ ３．９０％ ４．０８％ ０．００％

科学精神 ４．００％ ４．５５％ ２．３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４４％ ９．０９％ ４．０８％ ３．５７％

信息技

术素养
１６．００％ ２０．４５％ ４．６５％ ９．３８％ ６．２５％ ８．１５％ １２．９９％ １６．３３％ １０．７１％

艺术素养 １４．００％ １１．３６％ ９．３０％ １２．５０％ ６．２５％ １７．０４％ １２．９９％ ８．１６％ ７．１４％

人文素养 ３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９．３０％ １８．７５％ ６．２５％ ２８．１５％ １６．８８％ ３０．６１％ １０．７１％

总体而言，知识基础领域指标的被提及频率均不太高，而且各领域之间的差

异较大 （见表４７）。首先从语言素养来看，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该素养在自然

科学领域专家中的被提及频率最高，为１７．８６％，而在人文历史领域的被提及频

率非常低，为５．９３％，仅高于行政领导群体中的被提及频率３．１３％。自然科学

领域专家们对语言素养的高度重视，一方面启示我们熟练运用语言的能力对于自

然科学领域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在当前的现实情境中，理科后

备人才的语言素养不尽如人意。如有好几位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都谈到，所指导

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写作能力较弱，语言不顺，“改论文非常头疼”。在自然科

学领域之外，企业家群体也十分重视语言素养。结合实际访谈内容来看，企业家

群体非常注重语言能力对于人际沟通的重要意义。如有企业家谈道，“沟通力主

要体现在表达，语言表达、文字表达等。……沟通力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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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素养在各领域中的被提及频率都不是非常高，相比较而言，校长名师和

心理学专家对数学素养的关注度略高。科学素养的被提及频率普遍高于数学素

养，且从领域间比较来看，与数学素养的趋势一致，心理学专家、行政领导和校

长名师的提及频率相对更高。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结果是，人文历史领域的专家对

科学素养的提及频率是１４．８１％，而自然科学领域专家对科学素养的提及频率仅

为７．１４％。前面也已提到，语言素养在自然科学领域的被提及频率远高于在人

文历史领域的被提及频率。这提示我们，文理交融、多元并举是高素质人才培养

的必然要求。信息技术素养是最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素养，其被提及频率明显地

高于语言、数学素养，说明在迈入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信息的收集、选择和管

理能力越来越多地受到各行业人士的关注。

艺术素养的被提及频率在领域间的差异不是非常大，总体而言，教育学领域

的专家、行政领导和校长名师更为注重艺术素养。相比较艺术素养，人文素养受

到的普遍重视程度更高，领域间的差异也更大。特别是教育学、心理学领域的专

家，对人文素养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人文素养在教育学和心理学领域的被提及频

率分别是３０．００％和３０．６１％，远高于该素养在经济学专家、企业家群体中的被

提及频率。教育和心理领域的专家对人文素养的高度重视也体现在他们对于人文

素养的具体认识上。如广州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蔡笑岳教授将人文素养看作人的素

质的中心，他谈道：“教育的本质是为人的，不是把人工具化。因此中心的一个

素质就是人文素养。为什么呢？首先人是生活在社会当中的，并且人也是为社会

服务的。因此就要懂得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并懂得人类社会的灵魂———人类社

会的文化具备人类社会的观念知识精神，并和别人友好地相处。第二，人文素养

作为人所具备的最基本的素养和最中心的品质。它决定了人安身立命，对待自

己、他人和社会组织的观念思想方法，是人知道如何为人、怎样做人的根本。第

三，从现阶段中国的教育、青少年的教育和中国的社会状况看，人文素养的缺失

是制约人成长、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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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各领域专家对 “自主发展”领域各素养的意见对比

表４８　各领域专家对 “自主发展”领域各素养的意见对比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百分比

教育学
教育

管理
经济学

行政

领导
企业家

人文

历史

校长

与名师
心理学

自然

科学

学会学习 ２８．００％ ２７．２７％ ３２．５６％ １８．７５％ ５４．１７％ ２５．９３％ ４８．０５％ ５３．０６％ ３５．７１％

学习方法 ４．００％ ０．００％ ４．６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４８％ ２．６０％ １０．２０％ ０．００％

学习习惯 ４．００％ ６．８２％ ０．００％ ３．１３％ ８．３３％ １．４８％ １１．６９％ ８．１６％ ０．００％

学习能力 １２．００％ １３．６４％ １６．２８％ ３．１３％ ２９．１７％ ９．６３％ １６．８８％ ２４．４９％ １６．０７％

学习动机 ６．００％ ６．８２％ ４．６５％ ６．２５％ ２７．０８％ １１．１１％ １８．１８％ ２０．４１％ １９．６４％

问题解决

与实践
２２．００％ ２５．００％ ２７．９１％ ２１．８８％ ３３．３３％ ２３．７０％ ３２．４７％ ３２．６５％ ２６．７９％

提出和解

决新问题

的能力

６．００％ ４．５５％ ４．６５％ ３．１３％ ４．１７％ ６．６７％ ９．０９％ ２．０４％ ５．３６％

问题的解

决与决策
８．００％ ６．８２％ ９．３０％ ０．００％ １２．５０％ ５．９３％ １１．６９％ １２．２４％ ５．３６％

探究精神 ２．００％ ６．８２％ ４．６５％ ６．２５％ ６．２５％ ２．９６％ ６．４９％ １０．２０％ １．７９％

实践能力 ６．００％ １３．６４％ １１．６３％ １５．６３％ １８．７５％ ８．１５％ ９．０９％ １４．２９％ １２．５０％

批判与

创造
３８．００％ ４０．９１％ ４１．８６％ ２８．１３％ ３３．３３％ ２９．６３％ ２８．５７％ ４８．９８％ ３０．３６％

批判精神 ４．００％ ４．５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４４％ １．３０％ ４．０８％ ３．５７％

批判能力 ８．００％ ２．２７％ ４．６５％ ０．００％ ４．１７％ ６．６７％ １２．９９％ １０．２０％ ３．５７％

创新精神 ２４．００％ ２０．４５％ １６．２８％ ６．２５％ ８．３３％ １１．１１％ ７．７９％ １４．２９％ １４．２９％

创造能

力与创

新技能

２４．００％ ２５．００％ ３０．２３％ ２１．８８％ ２２．９２％ １１．８５％ １２．９９％ ３２．６５％ １９．６４％

自我管理 ３６．００％ ４３．１８％ ４６．５１％ ５９．３８％ ７５．００％ ３１．８５％ ４４．１６％ ６３．２７％ ３２．１４％

客观的

自我认

识与评价

６．００％ ９．０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４２％ ２．９６％ ３．９０％ ８．１６％ ３．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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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百分比

教育学
教育

管理
经济学

行政

领导
企业家

人文

历史

校长

与名师
心理学

自然

科学

独立自主 ８．００％ ４．５５％ １１．６３％ ９．３８％ １２．５０％ ８．１５％ １５．５８％ ２２．４５％ １２．５０％

生活管

理能力
６．００％ １１．３６％ １３．９５％ ９．３８％ １２．５０％ ３．７０％ １６．８８％ １２．２４％ １．７９％

生涯发展

与规划
１０．００％ １３．６４％ ６．９８％ ２５．００％ ２９．１７％ ８．１５％ １１．６９％ １４．２９％ ３．５７％

计划与

实施
０．００％ ２．２７％ ６．９８％ ３．１３％ ４．１７％ ０．００％ １．３０％ ０．００％ １．７９％

坚持性 ２２．００％ ２０．４５％ １３．９５％ ４０．６３％ ３９．５８％ １８．５２％ １０．３９％ ２８．５７％ １２．５０％

从表４８中可以看出，在自主发展领域的四个一级指标中，相对而言，学会

学习、自我管理两个一级指标的领域间差异较大，问题解决与实践、批判与创造

两个一级指标的领域间差异较小。从学会学习来看，企业家、校长与名师，以及

心理学专家三个群体的提及频率最高。但是，进一步分析学会学习之下的四个二

级指标，可以看到，这三个群体所关注的侧面不尽相同。处于教育第一线的校长

与名师更为注重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而心理学家，特别是企业家群体，更为注

重学习能力和学习动机。如一位校长谈道：“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方法尤

为重要。一个是习惯，一个是方法。习惯就是说你要有学习的这样一种习惯，这

样的一种意识……学习方法这一点作为核心素养，在知识爆炸的时代尤为重要。”

而在企业家组，在论及学习的过程中，很多时候就是直接提出 “学习能力”。如

有企业家谈道：“我们现在有所成就的企业家都非常重视学习能力。”很多企业家

都非常强调的是，在知识更新、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学校教育所给予一个

人的知识储备是不可能长期满足其工作需要的，要适应不断发展的工作需求，在

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具备非常强的学习能力。结合访谈的具体内

容，我们也发现，在谈及学习时，一线的校长与名师多是从学校中学生的学习活动

来谈的；而企业家们多是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理解学习，即走出校门后在工作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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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历中的学习、终身学习。一个较为典型的发言是，“我想讲的第四个就是学习

能力……现在知识更新很快，就包括我们搞技术的，虽然你是博士或硕士，但不代

表现有的技术你掌握了，它更新得很快，这也是要我们去学习、去培训的。”

问题解决与实践在各群体内的被提及频率都较高，群体间的差异较小。分析

二级指标的被提及频率，仍可以看到不同群体对于问题解决与实践这一素养的关

注侧面是不同的。对于提出和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提及频率最高的是校长与名师

组；对于问题的解决与决策、实践能力，提及频率最高的都是企业家组；对于探

究精神，提及频率最高的是心理学专家组。结合各领域专家们所谈到的具体内容

可发现，专家们总体上认为，在现行的教育实践中，学生的问题解决实践能力相

对较弱。如有中学校长在访谈中提到：“我们的学生真正的问题在哪里？是动手

能力欠缺，所以在这方面要加强。”某企业家谈道：“我们希望未来的大学教育能

在专业的技术领域重点加强一下，尤其是要知行合一……最重要的是你要懂得怎

么去做，实践可能更重要一些。”

批判与创造在各领域的被提及频率为２８．５７％～４８．９８％，即该素养在各领

域都是受到较多关注的。这说明，在当今社会，创造性对于个人和社会发展的重

要意义已深入人心。具体到批判与创造之下的二级指标，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

是，涉及创造性的创新精神、创造能力与创新技能两个素养的受重视程度较高，

而涉及批判性的批判精神、批判能力两个素养受重视程度相对较低。这说明，在

我国，相对于批判，人们普遍更为重视创新。批判与创新是紧密相连的两个概

念。批判，尤其是冲破传统习俗观念的批判，是创新的前提。可以认为，没有批

判，便没有创新；没有批判，便没有新的观点与实践的出现。此次访谈中，被访

专家整体上对批判性的提及频率较低，这提示我们，批判性的训练应在我国教育

中得到更大程度的重视，尤其是对于较高学段。如北京大学心理系苏彦捷教授谈

道：“到大学阶段，比较重要的是批判性思维或评判性思维，因为大学阶段是后

形式思维的阶段，除了逻辑和假设推理方面以外，还应该学会辩证的思维。在不

同的情境下，灵活地运用不同的原理和原则处理一些事物，叫作批判性思维或评

判性思维，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在接受各方面知识的时候，需要有自己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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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这是一项很重要的能力。”

自我管理的被提及频率整体很高，不过群体间的差异也非常大。在企业家群

体中，其被提及频率达到了７５％，说明对于该群体而言，自我管理能力尤为重

要。在自我管理能力之下的二级指标中，坚持性的被提及频率相比较其他五个二

级指标，有非常显著的优势，尤其是在行政领导和企业家群体，其被提及频率分

别达到了４０．６３％和３９．５８％。被访企业家中不少是通过自身创业获得今天的成

就，如一位企业家在访谈中所言：“一路走来，我体会很深的是，参与企业一定

要有激情，作为企业家，又不一样了，企业家有很多特质，一般人是不能体会企

业家的胸怀的，企业家能吃人间吃不了的苦，受人间受不了的委屈……”由此可

见，坚持性对于他们成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自我管理这一指标上，另一点值得关注的是，心理学家、自然科学领域的

专家，以及校长与名师在重视坚持性的同时，也同样重视独立自主。独立自主是

当今积极心理学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被看作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近年来不少

实证研究都支持了个体的自主水平与其理想发展和幸福感之间的正向联系。这一

指标在多数群体中的被提及频率较低，这提示我们，我国学生核心素养的建构不

能完全依赖于自下而上的研究模式。完全依赖于自下而上的研究有可能遗漏某些

对学生发展至关重要的指标，必须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研究模式。

４．各领域专家对 “与人交往”领域各素养的意见对比

表４９　各领域专家对 “与人交往”领域各素养的意见对比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百分比

教育学
教育

管理
经济学

行政

领导
企业家

人文

历史

校长

与名师
心理学

自然

科学

沟通

与交流
１４．００％ １３．６４％ ３９．５３％ ２１．８８％ ３３．３３％ ９．６３％ １６．８８％ ３６．７３％ １６．０７％

沟通与

交流能力
１２．００％ １３．６４％ １８．６０％ １８．７５％ １４．５８％ ７．４１％ １２．９９％ ３２．６５％ １０．７１％

冲突解

决能力
２．００％ ０．００％ ４．６５％ ３．１３％ ２．０８％ ０．７４％ ３．９０％ ８．１６％ １．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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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百分比

教育学
教育

管理
经济学

行政

领导
企业家

人文

历史

校长

与名师
心理学

自然

科学

合作能力 １６．００％ ２７．２７％ ３２．５６％ ９．３８％ ３９．５８％ １６．３０％ ３１．１７％ ４４．９０％ １９．６４％

与他

人合作
８．００％ ６．８２％ ４．６５％ ６．２５％ ８．３３％ ２．２２％ １６．８８％ １８．３７％ ５．３６％

团队合作 １０．００％ １５．９１％ ２０．９３％ ３．１３％ ３３．３３％ ９．６３％ １０．３９％ ３０．６１％ １２．５０％

道德品质 ５６．００％ ６３．６４％ ６０．４７％ ７５．００％ ６８．７５％ ４２．９６％ ６４．９４％ ６１．２２％ ４２．８６％

诚实守信 １２．００％ １３．６４％ １１．６３％ ２５．００％ １６．６７％ １１．１１％ １４．２９％ １６．３３％ ２５．００％

尊重包容 ２０．００％ ２．２７％ １８．６０％ １５．６３％ １４．５８％ ５．９３％ １８．１８％ １６．３３％ １７．８６％

公平

与正义
６．００％ ２．２７％ ４．６５％ ６．２５％ ６．２５％ ２．２２％ ７．７９％ １０．２０％ １．７９％

宽仁慈爱 １８．００％ ２．２７％ １８．６０％ ２１．８８％ ２５．００％ １５．５６％ ２４．６８％ ２８．５７％ １０．７１％

由表４９可知，在与人交往这一领域中，道德品质这一一级指标的被提及频

率非常高，它在各领域中的被提及频率为４２．８６％～７５％，其中被提及频率最高

的是行政领导群体。道德品质素养在各群体中的被提及频率都非常高，这充分说

明我国是一个崇尚以德为本的国家，优秀的道德品质、良好的道德修养在各行各

业都是被高度重视的。具体到道德品质之下的二级指标，最受重视的是宽仁慈

爱，其次是诚实守信。不少专家在谈到这两点时，往往和我国传统文化中特别重

视的 “仁义礼智信”结合起来。如天津师范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院白学军教授的

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中国已经是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有一些传统的东西应该

继承。最简单的，过去讲仁义礼智信，这个应该怎么在我们这个指标里面体现出

来？”不过也有不少专家指出，我们在继承这些传统文化的同时，应注重与时代

性的结合，即要赋予这些传统文化遗产以新的内容。如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一级

教授郑杭生先生谈道：“对传统文化，一个是重构，一个是新构……比如像 ‘仁

义礼智信’，重构就是按照现在时代的内容给予重新解释。”道德品质中的尊重包

容、公平正义这两个二级指标的被提及频率相对低一些，被提及频率在群体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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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也相对大一些。其中教育学专家对尊重包容的提及频率最高，心理学家对公

平正义的提及频率最高。

沟通与交流、合作能力的被提及频率在各群体间存在较大差异。对于沟通与

交流，最为重视的是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和企业家，而人文历史学家、自然科学

领域的专家对该指标的提及频率相对较低。值得关注的是，被访专家们普遍较为

重视的是沟通与交流的能力，而对冲突解决能力的关注度并不是很高，冲突解决

能力在教育管理者、人文历史专家群体中的被提及频率甚至几乎为零。这可能是

因为，不少专家实际将冲突解决能力看作是沟通与交流能力的一种，所以在谈及

沟通与交流能力之后，就不再明确提出冲突解决能力。这也提示了我们在确定最

后的素养指标时，要尽可能保证指标间的相对独立性，避免各指标在内涵上可能

存在的包含关系。

合作能力在心理学家群体中受到的关注度最高，其次是企业家群体。从具体

数据可见，仅在校长与名师组，与他人合作这一二级指标的被提及频率大于团队

合作的被提及频率；在其他各组，均是团队合作的被提及频率高于与他人合作的

被提及频率。校长与名师可能更多是关注学生们在校期间的学习与生活，而其他

组别更多关注的可能是走向社会后的个人发展与社会适应，如有企业家在访谈中

谈道：“你必须有群体合作性，才能真正在社会上立足、立业、立身。”

５．各领域专家对 “公民意识”领域各素养的意见对比

在公民意识所包含的五个一级指标中，法律规则意识、社会责任与公民义务

的被提及频率更高，被提及频率的领域间差异不是很大；国家认同、国际意识与

多元文化、可持续发展意识的被提及频率相对较低，且领域间差异也较大 （见表

４１０）。从法律与规则意识来看，校长名师和企业家最为重视，提及频率分别是

２８．５７％和２７．０８％。具体到其下的三个二级指标，由表４１０中的数据不难发现，

各领域专家普遍更为重视对法律、规则的遵守，而对权利意识相对忽视。

３６１



２１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

表４１０　各领域专家对 “公民意识”领域各素养的意见对比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百分比

教育学
教育

管理
经济学

行政

领导
企业家

人文

历史

校长

与名师
心理学

自然

科学

法律与

规则意识
２２．００％ １５．９１％ １６．２８％ ２８．１３％ ２７．０８％ ２０．００％ ２８．５７％ ２０．４１％ ２５．００％

遵守法律 １６．００％ ４．５５％ ６．９８％ １８．７５％ ６．２５％ ７．４１％ ９．０９％ ８．１６％ １２．５０％

规则意识 ８．００％ １１．３６％ ９．３０％ ９．３８％ １８．７５％ ７．４１％ １６．８８％ １２．２４％ １４．２９％

公民权

利意识
６．００％ ２．２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７０％ ３．９０％ ４．０８％ ０．００％

社会责任

与公民义务
２８．００％ ２９．５５％ ３４．８８％ ３１．２５％ ４３．７５％ ２１．４８％ ２５．９７％ ３８．７８％ １７．８６％

责任心 ２２．００％ ２０．４５％ ２５．５８％ ２８．１３％ ３５．４２％ ７．４１％ １９．４８％ ２８．５７％ ７．１４％

社会参与 １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３３％ ３．１３％ ０．００％ ２．２２％ ２．６０％ ２．０４％ １．７９％

社会贡献 ４．００％ ４．５５％ ２．３３％ ９．３８％ ４．１７％ ３．７０％ ５．１９％ １０．２０％ ７．１４％

国家认同 １８．００％ １３．６４％ １１．６３％ １８．７５％ ８．３３％ ５．９３％ ５．１９％ １８．３７％ １２．５０％

国际意识

与多元文化
２４．００％ １１．３６％ ９．３０％ ６．２５％ １２．５０％ ２２．２２％ ９．０９％ １６．３３％ ７．１４％

国际意识 ２０．００％ ６．８２％ ４．６５％ ３．１３％ ０．００％ ５．１９％ ２．６０％ １０．２０％ ７．１４％

多元文化 １０．００％ ６．８２％ ２．３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６．６７％ ３．９０％ ８．１６％ １．７９％

可持续

发展意识
８．００％ １３．６４％ ２．３３％ ０．００％ ２．０８％ ５．９３％ １０．３９％ １０．２０％ ３．５７％

可持续

发展意识
２．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２２％ ３．９０％ ４．０８％ ０．００％

环境意识 ２．００％ １３．６４％ ２．３３％ ０．００％ ２．０８％ ５．９３％ ７．７９％ ６．１２％ ３．５７％

各领域的专家都对社会责任与公民义务有较高程度的重视，该素养在各领域

的被提及频率为１７．８６％～４３．７５％，提及频率最高的是企业家群体，最低的是

自然科学专家组。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对大部分群体而言，责任心的被提及频

率要远高于社会贡献的被提及频率。如在企业家组，责任心的被提及频率是

３５．４２％，社会贡献的被提及频率是４．１７％；但是在自然科学专家组，责任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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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贡献的被提及频率是相等的，都是７．１４％。社会贡献这一素养在自然科学

专家组的被提及频率仅次于行政领导。这说明在自然科学专家群体，对社会责任

和社会贡献有同等的重视。如一位航天领域的专家说：“我当时上学的时候，不

用花钱，是国家支持，就觉得将来长大了，有责任给国家做贡献，这种思想在小

的时候已经根深蒂固了。”在社会责任与公民义务这一领域中，我们还应当关注

的一点是，社会参与这一二级指标的被提及频率显著低于责任心和社会贡献。社

会参与的被提及频率在教育学专家组中略高，为１０％，但是在教育管理组和企

业家组，被提及频率都为零。这一方面说明了当前人们对社会参与的重视程度较

低，另一方面也再次提示我们，仅依赖于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可能忽略一些较为

重要的素养指标，必须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研究路线。

对于国际意识与多元文化，教育学和人文历史学家的关注度远高于其他群

体。而且，对于大多数群体，对国际意识和多元文化的重视程度是大体相当的，

但是在教育学专家和自然科学专家这两个组别中，国际意识的被提及频率要显著

高于多元文化的被提及频率。可持续发展意识的整体被提及频率都不是太高，只

是在教育管理者、校长与名师组和心理学专家组，被提及频率略高于１０％。具

体到可持续发展意识之下的两个二级指标，环境意识的被提及频率稍高，但可持

续发展意识只是在心理学专家组、校长与名师组、人文历史专家组，以及教育学

专家组略有提及 （被提及频率都低于５％），在其他组别中，其被提及频率都为

零。考虑到可持续发展意识和环境意识在内涵上有一定重合，在最终确定我国学

生核心素养的指标时，可考虑将这两个二级指标合并。

二、对国外核心素养指标的评价与建议 （问卷调查结果）

（一）各地区调查结果的一致性

首先，我们分别对国外３２项核心素养指标在不同地区被选择的人数百分比

进行了分析，结果见表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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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１１　各指标在不同地区被选择的人数百分比

问卷指标
百分比

北京 河南 山东 辽宁 华南

人际交往与合作 ８１％ ９２％ ９１％ ８３％ ９１％

团队合作 ７０％ ８５％ ６９％ ６０％ ６５％

信息技术素养 ４９％ ５８％ ５５％ ５４％ ６０％

母语能力 ５７％ ６４％ ６７％ ６４％ ６６％

学会学习 ６７％ ８３％ ８０％ ７９％ ７８％

独立自主 ６０％ ７４％ ７３％ ５６％ ６７％

数学素养 ３０％ ３１％ ４１％ ３９％ ４４％

外语能力 ３１％ ４１％ ４３％ ４２％ ４９％

计划、组织与实施 ２７％ ５６％ ５０％ ３８％ ４６％

自我管理 ６１％ ７９％ ８０％ ６９％ ６３％

创新与创造力 ７０％ ８４％ ８２％ ７３％ ７２％

问题解决能力 ６７％ ８２％ ６９％ ６９％ ６１％

主动探究 ４４％ ５０％ ５３％ ４３％ ５０％

社会参与和贡献 ５６％ ６９％ ６１％ ５６％ ５３％

公民意识 ６３％ ７９％ ８７％ ８０％ ７８％

尊重与包容 ７４％ ７３％ ７６％ ６３％ ６７％

科学素养 ４６％ ６７％ ７６％ ６５％ ７０％

多元文化理解 ３９％ ５６％ ５７％ ４８％ ４８％

健康素养 ６７％ ６９％ ８１％ ７６％ ６３％

国际意识 ３３％ ４７％ ５４％ ４２％ ５３％

生活管理能力 ３４％ ５７％ ４７％ ４７％ ４３％

自信心 ６６％ ７３％ ７０％ ６６％ ５６％

生涯发展与规划 ３１％ ５６％ ５４％ ３４％ ４４％

冲突解决能力 ３１％ ５５％ ４３％ ３３％ ３５％

可持续发展意识 ３０％ ５１％ ４３％ ４０％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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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问卷指标
百分比

北京 河南 山东 辽宁 华南

反思能力 ５４％ ５９％ ６５％ ５７％ ５０％

适应能力 ４４％ ７９％ ５８％ ６５％ ５４％

情绪管理能力 ４１％ ６８％ ５６％ ５２％ ５０％

环境意识 ４７％ ５５％ ６０％ ５９％ ５０％

审美能力 ５０％ ５３％ ５３％ ６１％ ６２％

法律与规则意识 ６７％ ７９％ ８９％ ７６％ ７３％

安全意识与行为 ３９％ ６０％ ６１％ ６１％ ５１％

由表４１１可知，３２项指标在五个地区被选择的人数百分比表现出较高的共

性，有１６个指标得到５０％以上专家的赞同。其中，“人际交往与合作”“团队合

作”“学会学习”“自我管理”“创新与创造力”“问题解决能力”“公民意识”“尊

重与包容”“健康素养”和 “法律与规则意识”１０个指标在五个地区均得到６０％

以上的专家的一致认可。“数学素养”和 “外语能力”两个指标在五个地区的赞

同率均低于５０％。

图４３　五个地区问卷调查结果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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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３的结果也表明，五个地区对国外核心素养指标的评价结果具有高度的

一致性，不同地区的专家对学生核心素养具有非常一致的看法。因此，在下面的

分析中，我们也将各地区的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合并。

（二）问卷中各指标被选择的人数百分比

最后，我们从总体上对各分课题组的数据合并，对国外３２项核心素养指标

被提及的人数百分比进行了分析，其结果如表４１２所示。

表４１２　中国学生核心素养的问卷调查结果

人际交往

与合作
学会学习 公民意识

法律与

规则意识

创新与

创造力
自我管理 健康素养

问题解

决能力

８８．２５％ ７８．２５％ ７８．０７％ ７６．８４％ ７６．３２％ ７０．８８％ ７０．８８％ ６９．８２％

团队合作
尊重

与包容
独立自主 科学素养 自信心 母语能力 适应能力

社会参与

和贡献

６９．６５％ ６９．６５％ ６６．１４％ ６５．９６％ ６５．９６％ ６３．８６％ ６１．７５％ ５９．１２％

反思能力 审美能力
信息技

术素养

安全意

识与行为

情绪管

理能力
环境意识

多元文

化理解
主动探究

５６．６７％ ５６．３２％ ５５．７９％ ５５．６１％ ５４．７４％ ５４．５６％ ５０．１８％ ４８．０７％

生活管

理能力
国际意识

生涯发展

与规划

计划、组

织与实施
外语能力

可持续

发展意识

冲突解

决能力
数学素养

４６．６７％ ４６．４９％ ４４．９１％ ４４．７４％ ４２．１１％ ４２．１１％ ４０．００％ ３７．３７％

就专家对３２项核心素养的评定结果进行分析发现，有２３个得到５０％以上专

家的赞同。其中，“人际交往与合作”“学会学习”“公民意识”“法律与规则意

识”“创新与创造力”５个指标得到７５％以上专家的一致认可。

“主动探究”“生活管理能力”“国际意识”“生涯发展与规划”“计划、组织

与实施”“外语能力”“可持续发展意识”“冲突解决能力”“数学素养”９个指标

的专家赞同率低于５０％。

对于某些指标，一部分专家建议应与其他指标合并，如许多专家建议将 “生

活管理能力”“情绪管理能力”与 “自我管理”合并；部分专家建议将 “数学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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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与 “科学素养”合并。另有一些指标内涵不清晰，如 “可持续发展意识”。

综合来看，专家对 《学生核心素养意见征求表》中３２项核心素养指标的总体建

议为：要区分出层次性；要使用有限的指标，指标不可过多。

（三）各领域专家的意见对比

同样的，我们按照与访谈结果相同的分析思路，将不同领域专家对国外３２

项核心素养指标的认同度进行对比分析，各项指标被选择的人数百分比如表４１３

所示。

表４１３　各指标在不同领域被选择的人数百分比

问卷指标

百分比

教育学
教育

管理
经济学

行政

领导
企业家

人文

历史

校长

与名师
心理学

自然

科学

人际交往与合作 ７８．７２％ ８４．０９％ ９３．７５％１００．００％９１．４９％ ８８．５７％ ８４．２１％ ９７．９２％ ８９．０９％

团队合作 ５７．４５％ ６３．６４％ ７１．８８％ ８８．２４％ ７８．７２％ ７０．００％ ６４．４７％ ７２．９２％ ７０．９１％

信息技术素养 ６５．９６％ ５４．５５％ ４０．６３％ ８８．２４％ ４８．９４％ ５８．５７％ ６０．５３％ ６２．５０％ ４５．４５％

母语能力 ５９．５７％ ６１．３６％ ６８．７５％ ９４．１２％ ６１．７０％ ６５．７１％ ６０．５３％ ５８．３３％ ６５．４５％

学会学习 ７８．７２％ ８１．８２％ ７１．８８％ ８８．２４％ ８５．１１％ ７５．００％ ８０．２６％ ８３．３３％ ７２．７３％

独立自主 ６１．７０％ ５９．０９％ ５９．３８％ ８２．３５％ ７０．２１％ ６９．２９％ ５９．２１％ ７７．０８％ ６７．２７％

数学素养 ４６．８１％ ３４．０９％ ３１．２５％ ４７．０６％ ３６．１７％ ４０．７１％ ３２．８９％ ３７．５０％ ４３．６４％

外语能力 ５１．０６％ ３６．３６％ ５０．００％ ４７．０６％ ４６．８１％ ４５．７１％ ３４．２１％ ３９．５８％ ４１．８２％

计划、组织与实施 ２７．６６％ ５２．２７％ ４０．６３％ ８２．３５％ ５３．１９％ ４４．２９％ ４３．４２％ ４５．８３％ ３８．１８％

自我管理 ５９．５７％ ８４．０９％ ７８．１３％ ６４．７１％ ６３．８３％ ６９．２９％ ７３．６８％ ８１．２５％ ５８．１８％

创新与创造力 ７８．７２％ ８１．８２％ ８４．３８％ ８２．３５％ ７２．３４％ ７７．８６％ ６５．７９％ ８３．３３％ ７２．７３％

问题解决能力 ７４．４７％ ６１．３６％ ６５．６３％ ８８．２４％ ７０．２１％ ７０．７１％ ６１．８４％ ８５．４２％ ６０．００％

主动探究 ４４．６８％ ４５．４５％ ３７．５０％ ６４．７１％ ４０．４３％ ５１．４３％ ４７．３７％ ５２．０８％ ４７．２７％

社会参与和贡献 ５１．０６％ ６５．９１％ ５９．３８％ ７０．５９％ ４８．９４％ ６２．１４％ ６０．５３％ ５８．３３％ ６７．２７％

公民意识 ８０．８５％ ７７．２７％ ７８．１３％ ７０．５９％ ６３．８３％ ８４．２９％ ８０．２６％ ８３．３３％ ７０．９１％

尊重与包容 ７０．２１％ ７２．７３％ ８１．２５％ ７６．４７％ ７２．３４％ ７２．１４％ ５６．５８％ ６８．７５％ ６９．０９％

科学素养 ７６．６０％ ５９．０９％ ５６．２５％ ８８．２４％ ５５．３２％ ７０．００％ ６５．７９％ ６４．５８％ ６７．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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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问卷指标

百分比

教育学
教育

管理
经济学

行政

领导
企业家

人文

历史

校长

与名师
心理学

自然

科学

多元文化理解 ６８．０９％ ５２．２７％ ５０．００％ ７６．４７％ ４６．８１％ ５７．１４％ ４０．７９％ ４３．７５％ ３４．５５％

健康素养 ６３．８３％ ７０．４５％ ７５．００％ ８８．２４％ ６５．９６％ ６７．８６％ ７７．６３％ ８１．２５％ ７０．９１％

国际意识 ５５．３２％ ４０．９１％ ４６．８８％ ７０．５９％ ４０．４３％ ５３．５７％ ３８．１６％ ４１．６７％ ４０．００％

生活管理能力 ４４．６８％ ５０．００％ ５３．１３％ ５２．９４％ ４４．６８％ ４２．８６％ ４３．４２％ ５２．０８％ ４３．６４％

自信心 ５９．５７％ ６３．６４％ ５６．２５％ ７０．５９％ ７８．７２％ ６９．２９％ ５５．２６％ ７２．９２％ ６７．２７％

生涯发展与规划 ４２．５５％ ５２．２７％ ４３．７５％ ７０．５９％ ４４．６８％ ４０．７１％ ４３．４２％ ５２．０８％ ３２．７３％

冲突解决能力 ３８．３０％ ２９．５５％ ５０．００％ ７０．５９％ ４４．６８％ ４１．４３％ ３５．５３％ ４５．８３％ ２７．２７％

可持续发展意识 ４２．５５％ ４５．４５％ ４０．６３％ ４７．０６％ ４４．６８％ ４３．５７％ ４７．３７％ ３７．５０％ ３４．５５％

反思能力 ５７．４５％ ６１．３６％ ４６．８８％ ６４．７１％ ４８．９４％ ５７．８６％ ５３．９５％ ５８．３３％ ５２．７３％

适应能力 ６５．９６％ ５４．５５％ ７１．８８％ ８２．３５％ ５３．１９％ ６０．７１％ ５６．５８％ ６６．６７％ ５４．５５％

情绪管理能力 ５７．４５％ ５９．０９％ ４３．７５％ ７６．４７％ ５３．１９％ ５０．７１％ ５６．５８％ ６８．７５％ ４７．２７％

环境意识 ４８．９４％ ５６．８２％ ４６．８８％ ５８．８２％ ５１．０６％ ６０．００％ ５９．２１％ ５８．３３％ ５０．９１％

审美能力 ５７．４５％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６４．７１％ ５１．０６％ ６２．１４％ ５６．５８％ ５８．３３％ ５８．１８％

法律与规则意识 ８０．８５％ ７５．００％ ８４．３８％ ８８．２４％ ７６．６０％ ８０．７１％ ６４．４７％ ７７．０８％ ７４．５５％

安全意识与行为 ４６．８１％ ７２．７３％ ５３．１３％ ５８．８２％ ５１．０６％ ５９．２９％ ５３．９５％ ５８．３３％ ５２．７３％

表４１３的结果表明，从总体上来说，不同领域的专家对各指标的认同程度

相对一致。“人际交往与合作” “学会学习” “创新与创造力” “问题解决能力”

“公民意识”“健康素养”和 “法律与规则意识”７个指标均得到６０％以上的专家

的一致认可，“数学素养”和 “可持续发展意识”两个指标获得的专家赞同率均

低于５０％。

同样，为客观对比各领域专家对各项指标的重视程度，将核心素养指标的认

同程度在每一领域的专家中进行排序，得到的结果如表４１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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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１４　各指标在不同领域被选择程度的排序

问卷指标

认同程度排序

教育学
教育

管理
经济学

行政

领导
企业家

人文

历史

校长

与名师
心理学

自然

科学

人际交往与合作 ３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团队合作 １７ １１ ８ ３ ３ ８ ８ １０ ５

信息技术素养 １０ ２０ ２８ ３ ２１ ２０ １１ １６ ２３

母语能力 １４ １３ １１ ２ １３ １４ １１ １７ １３

学会学习 ３ ３ ８ ３ ２ ５ ２ ３ ３

独立自主 １３ １６ １３ １０ ８ １０ １４ ８ ９

数学素养 ２５ ３１ ３２ ３０ ３２ ３１ ３２ ３１ ２４

外语能力 ２２ ３０ １９ ３０ ２４ ２６ ３１ ３０ ２６

计划、组织与实施 ３２ ２２ ２８ １０ １５ ２７ ２５ ２６ ２８

自我管理 １４ １ ５ ２３ １１ １０ ５ ６ １５

创新与创造力 ３ ３ ２ １０ ６ ４ ６ ３ ３

问题解决能力 ７ １３ １２ ３ ８ ７ １０ ２ １４

主动探究 ２７ ２７ ３１ ２３ ３０ ２４ ２３ ２３ ２１

社会参与和贡献 ２２ １０ １３ １７ ２１ １５ １１ １７ ９

公民意识 １ ５ ５ １７ １１ ２ ２ ３ ５

尊重与包容 ８ ７ ４ １４ ６ ６ １６ １２ ８

科学素养 ６ １６ １５ ３ １４ ８ ６ １５ ９

多元文化理解 ９ ２２ １９ １４ ２４ ２２ ２８ ２８ ２９

健康素养 １２ ９ ７ ３ １０ １３ ４ ６ ５

国际意识 ２１ ２９ ２３ １７ ３０ ２３ ２９ ２９ ２７

生活管理能力 ２７ ２５ １７ ２９ ２６ ２９ ２５ ２３ ２４

自信心 １４ １１ １５ １７ ３ １０ ２０ １０ ９

生涯发展与规划 ２９ ２２ ２６ １７ ２６ ３１ ２５ ２３ ３１

冲突解决能力 ３１ ３２ １９ １７ ２６ ３０ ３０ ２６ ３２

可持续发展意识 ２９ ２７ ２８ ３０ ２６ ２８ ２３ ３１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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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问卷指标

认同程度排序

教育学
教育

管理
经济学

行政

领导
企业家

人文

历史

校长

与名师
心理学

自然

科学

反思能力 １７ １３ ２３ ２３ ２１ ２１ ２１ １７ １８

适应能力 １０ ２０ ８ １０ １５ １７ １６ １４ １７

情绪管理能力 １７ １６ ２６ １４ １５ ２５ １６ １２ ２１

环境意识 ２４ １９ ２３ ２７ １８ １８ １４ １７ ２０

审美能力 １７ ２５ １９ ２３ １８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５

法律与规则意识 １ ６ ２ ３ ５ ３ ８ ８ ２

安全意识与行为 ２５ ７ １７ ２７ １８ １９ ２１ １７ １８

从表４１４可以看出，各领域专家对于３２项核心素养指标的认同程度同样存

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为各级行政领导对 “母语能力”“科学素养”“信

息技术素养”等基本知识内容的强调更多，而对学生的自我管理和公民意识重视

不够。

三、关于学生核心素养指标建构的其他建议

除了上述的访谈分析结果和问卷调查结果外，许多专家就学生核心素养的内

涵、理论基础、选取依据、指标的分级和数量，以及阶段性和连续性等问题进行

了阐述。

（一）关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内涵

许多被访专家就学生核心素养的内涵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可供参考，比

如，素养与素质的关系、核心素养的可操作化等。举例如下。

专家１：从我们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觉得不满意的就是这些概念缺少定

义，提出来了，放在那，却不知道它的内涵是什么。前不久我们也开过一次会，

对实践能力的争议很大。也就是说实践能力是否是一种能力？是不是跟交往、批

判性思考、问题解决一样是非常明确的一种能力？国际上找不到实践性能力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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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国内实践性能力的定义也不知道，现在却要培养实践性能力。于是我们学校

设了实践课程。我说这个确实要研究，也有一个期盼，这次课题研究完了以后，

能对每一种核心素养有一般性的操作定义，这样可能便于教育实际工作者知道怎

么样来把握。

专家２：现在提出一个核心素养的问题，我就得理解什么是核心素养？这个

核心素养可能是用了核心价值观这两个字，不然这个核心如何来说？我想所谓的

核心素养，就是指总体的基本素养，可能是这个意思。我理解它是学生素养的底

线，你必须要达到的标准，不是一个高标准。因为你没有一个底线的问题，很难

说在各个课程里面怎么去实现。我们要想做这个东西，有几个标准。刚才讲民族

性、时代性、层次性和操作性。我换一个说法，我觉得民族性和时代性是一个东

西，我们讲民族性是讲现代的民族。再有一个，要有系统性。你搭架出来一个东

西，这个东西本身互相之间要有关系，要有一个总体关系。第三个，可衡量性。

我们要做一个东西，无非是衡量我们这些人够不够。说可操作性不如说可衡

量性。

专家３：我总的倾向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核心素养界定清楚，一定是核心素

养，不是素质，素养比素质要好。素质很大程度是先天赋予的，但是素养却是后

天习得的。

专家４：素养跟素质不一样，素质是侧重人的先天能力发展的自然条件，素

养是综合了先天的条件和后天的学习锻炼实践。题目很好，没有忽视先天条件也

没有忽视后天教育。核心应该是起决定作用的。人是发展的、动态的，在各个阶

段核心素养是不同的，我认为总的框架是这样的：自然人到社会人这个阶段的核

心素养是公民教育，幼儿园、小学要接受社会道德和规范，成为一个社会人，不

要成为一个自然人，只会自己抢着吃，不管别人。从社会人到社会主义接班人的

核心素养是政治思想素养，要想接班应该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从接班人到人才

的核心素养应该是人文素养、科学素养、信息素养，信息素养在现代也很重要。

从人才到精英的核心素养是创新素养，只有具备创新素养的人才能成为精英。核

心素养不能太多，但是各个阶段的核心素养应该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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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学生核心素养的理论基础和选取依据

许多与会专家根据专业经验与教育经历，对于学生核心素养体系的建构提出

了相应的理论思考，并提出了一些值得参考的选取依据。

１．学生核心素养体系的建构要考虑教育的核心任务、教育的目的与目标，

以及与社会的联系，并且要明确核心素养指标体系建构的依据。举例如下。

专家５：怎么确定学生的核心素养？恐怕说到底还是两个需要，一个是人的

发展需要，一个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我们教育学里经常用的两个框架。这两

个需要，其实是交织在一起的，人的发展需要说到底是植根于社会发展的需要，

就是当前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以及更大范围的全球化这样的一

个社会发展进程，究竟对这个时代的人，对下一个时代的人，提出了什么新的素

质要求。如果不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就不能得到辩护，为什么提这几个，而不

是另外的几个？为什么这几个是核心的，其他的没有被纳入进来？为什么这几个

是重要的，却没有进入到我们的政策视野里面来？

专家６：我认为该研究课题要与我国教育的目的和目标联系起来，因为我们

这些指标不可能回避这些重大的前提，与教育的目标与目的相结合，就要考察我

国教育目前面临的一些问题。我把这些问题总结为三个方面，一个就是教育的工

具化；再有教育的经济化；还有教育的政治化。我想在这个课题的研究中和今后

指标的实施过程中，我们应当抓住这个契机，纠正我们有些过度的不正常的

现象。

２．学生核心素养体系的建构要考虑目前教育存在的问题，然后再设置核心

素养的元素。举例如下。

专家７：国家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按理说应该先有一个问题意识出发点，

先应该有一个调研活动，全国一个大范围的调研活动，看我们目前从小学到大学

的教育，我们欠缺什么，我们存在哪些主要的问题，然后根据这些问题去考虑设

置我们的教育目标，设置我们的核心素养的元素，才能有针对性。现在我们如果

不能去面对这些问题，很多东西还是从理想化的角度去谈论问题。当然张校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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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个指标的设定是要有一个理想化的因素在里面，给大家设定一个比较向

上，能够往前攀升的这么一个引领性的资料系统。但是，这些引领性的资料系

统，哪些东西能够真正对我们现实的教育形成引领，也得看我们到底缺什么。

专家８：谈到核心素养，我觉得有个问题，我们国家的基础教育当中，包括

高等教育当中哪些非常重要的素养被我们排除掉了，或者被边缘化了，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价值取舍的问题。这个问题与这个研究有没有关系？有关系，虽然不

是很直接。今天我们是要谈应该，我们期望应该是什么样的，但是大家想一想为

什么一些指标被排斥、被边缘化了，这当然与我们国家的教育环境、教育体制有

关系，我觉得非常有必要考虑。

３．在选取学生核心素养指标时，要体现民族特色，继承和发扬我国优良的

文化传统，并要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举例如下。

专家９：关于民族性，我同意刚才谢老师的观点。大家说 “三纲五常”，三

纲是错的，五常好像没什么错误。 “仁义礼智信”中国还是要讲的，仁者爱人，

诚信。我也是觉得别发明什么新词，能不能把传统的一些东西讲出来。就民族性

来说，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丰富的遗产的。

专家２：比如 “孝”，宗法社会的 “孝”，过去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时讲，忠

孝为仁爱之本。就是你能对自己的父母忠和孝，对自己的领导忠和孝，就可以普

遍到仁爱，他是从这个角度来提忠孝，这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宗法社会的 “孝”

了。所以，要不要从自己身边的人做起，从亲情做起，有仁爱之心，有恻隐之

心，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可以继承的。

专家１０：以前是讲仁、义、礼、智、信，主要是这几个方面的道德教育。

假设我们要搞指标体系的话，也不妨从这几个方面去着眼、去考虑设置多少。假

设说是五个方面，你看台北的大街为什么叫做仁爱路、忠孝路，它就是这个问

题，只不过是把概念换了就行了。你说忠孝，古代的忠是忠于皇帝或者是叫忠

君，我们现在就是对国家要忠诚。这个孝，也可以说是对父母或是别人的尊重，

这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传统文化当中有一些东西，在我们今天的所谓考

评、所谓指标体系 （实现的、测试的指标体系）中还是应该有所体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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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１１：我们怎么来制定这些标准呢？我们可以深入地挖掘咱们传统文化，

而且咱们的传统文化最主要的是儒家、儒学，我觉得咱们应该宽泛一点，就是广

义的传统文化。比如说儒学，实际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比如说道家是人与自然

的关系，法家是法治的关系。咱们应该广泛吸取传统文化的精髓。

专家１２：我觉得就从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比如说孟子所讲的四心的问

题，就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是人需要的最基本的东西，而且这些实际

上是在人的成长过程当中都需要的一些东西。能不能从这方面考虑考虑、结合

结合。

４．建议从国际视野、全人类的视野来建构核心素养体系，而不能仅局限于

中华民族的视野。举例如下。

专家１：文化理解，全球意识，我们今天真的应该提出这个全球意识。我觉

得我们国家的教育方针目前最大的一个缺憾是没有全球视野，到目前为止，我们

提的教育方针主要还是用于国家需要。你必须意识到，我们在世界中发展，我们

的未来，都是取决于我们如何认识这个世界。我们那种传统的心态再不改变的

话，就不会有一个和谐的外部环境。而且我们将来的公民，我们的领导者，如果

这种意识培养不起来，我觉得会给我们的外交，包括内政都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专家１３：再一个就是国际意识。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年变化非常大，但这个还

不够，我们这个基本上是自然形成的。美国的大片进来，美国的麦当劳进来，我

们的学生开始了解美国、了解美国有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不够的，而且这个

很容易造成负面的影响，极端化。要么把美国看成天堂，要么把美国看成是地

狱。在教育当中，怎么把这个东西渗入进去。

专家１４：再一个是超前性，中国现在正在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而且要

做负责任的大国，我觉得一定要培养国民具有世界眼光，有包容精神，而不是只

有狭隘的民族主义，一腔爱国热情就可以了，很多事情当然国家利益至上，但是

也要有世界的眼光、包容精神，我们要做负责任的大国，这是将来倡导的东西。

下一阶段我们的国民，可能不仅管理中国的事务，还要管理整个全球的事务，全

球的市场开拓，就需要更广阔的视野，比如对海外文化的理解，对其他民族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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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理解和了解，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导向。

专家１５：我们学生的核心素养要从全人类的视野着眼，而且核心素养的东

西、有些人文的东西没法用科学来衡量，也不可能用现代的标准去衡量。

专家１６：我们这里所谈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怎么去处理，我觉得这一

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现在有文化安全的问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觉

得这一点咱们以往也有所考虑，现在既然有世界性的问题，刚才小曲谈到的开放

性，我比较赞同这个开放性，你怎么去开放，对世界开放的问题，把世界性与民

族性结合起来，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三）关于学生核心素养指标的分级和数量

许多专家建议核心素养要分级，分级越多、越具体，可操作性就会越强。在

关于核心素养指标的数量问题上，不同领域的专家普遍认为：核心素养的指标数

量不宜过多，且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要有统摄力和覆盖力。举例如下。

专家１７：我过去一直提 “四个正确对待”，一个是正确对待自然，再一个就

是正确对待社会。对待自然就是自然观，保护自然的意识，我们中国天人合一的

意识。正确对待社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感。第三，正确对待他人，就是你要尊

重别人，这就和谐了。我们的传统文化里也有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个意

思就是你要尊重别人，不能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另外，正确对待自己，就

要正确对待自己的挫折。你看现在有些人遇到挫折就跳楼了。过去我们的传统文

化里老子讲 “知人者智，知己者明”，意思是说，你知道别人，了解别人，这是

智慧；你知道自己，了解自己，这是高明。当你遇到挫折，要经得起挫折。还要

经得起荣誉，有的人在有了很多荣誉之后，就忘乎所以了。我们很多领导干部犯

错误，就是忘乎所以，有权了，就忘了自己到底是个什么身份，自己是应该站在

什么地位。所以，我经常提出来要有四个正确对待，如果一个人有了这四个正确

对待，我想这个学生的素质就比较高了，当然还有其他的，如身体素质等，我觉

得确实可以跟我们的传统联系起来。

专家１８：具体来说，可以从几个维度来考虑。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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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三个属性：一个是自然属性；一个是社会属性；还有一个是道德属性。这

三个属性决定了一个人基本需要什么样的素质，当然道德属性是一个比较泛的概

念，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弄清楚了，我们就好提了。

专家１９：只有几条才叫核心，基本素养是可以多的，核心素养归类就只能

归到３～４类之内，要是多了，那就不叫核心素养了。

专家２０：核心素养应该包括三个层面：生存、发展和贡献。

（四）关于学生核心素养的阶段性和连续性

大部分专家在座谈会上对于不同教育阶段学生核心素养体系的建构提出了自

己的看法：总体上，专家们同意在建构学生核心素养指标时要区分教育阶段，体

现层次和水平的高低。同时，还有专家指出不管在哪个教育阶段，要侧重一些基

本的素养，体现培养的连续性，同时在每个教育阶段，还要强化一下该阶段所特

有的素养。此外，也有专家指出，基础教育阶段与高等教育阶段的核心素养要有

所区别。举例如下。

专家２１：这个看来必须是分阶段的，因为年龄段不同，你用一个方法去弄，

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幼儿阶段，到学前阶段再到小学阶段，到中学，显然是

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来弄。另外，它是覆盖的，所以阶段性问题是很重要的，用一

种模式来套，用大人的一些标准来衡量孩子，肯定是不行的。

专家２２：我觉得王教授刚才讲的这个分层次、分阶段，这是可以考虑的。

专家２３：我觉得应该有层次，应该有高低，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学习

过程，比如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应该有高低之分。整个发展还要遵循心理学家说

的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有些提法还要有个早晚的问题，有一些不能从小学就提

出来，也不一定合适，不然不分段了，现在动不动就说共产主义接班人，类似这

样的东西就太空了。

专家２４：不同阶段的学生应该要有不同的能力，而最终走向社会成为健康

的、有作为的，国家或民族、社会所期望的人，他是系统成长起来的，所以每一

个阶段都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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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２５：这个问题本身很复杂，我们很难弄一个统一的放之四海皆准的学

生核心素养。我想可能要分层，分阶段，分类，要求多个维度。核心素养是个动

态的模型，要考虑到维度和培养目标，因为培养目标直接影响到核心素养，有什

么样的培养目标就要有相应的核心素养。不同阶段的情况也不一样。再有一个维

度，核心素养可能跟我们的活动过程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就有了几个维度，维度

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不是静态的，是动态的相互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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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基于现实需求的反思与启示

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阶段，社会对于国民素质和人才培养提出

了新的要求。核心素养的实证研究旨在通过对全社会各领域专家群体的意见征询，了

解当前我国社会与民众对于人才的现实期盼与需求，为建构适应我国现阶段社会需

要、适应时代发展和我国文化特色的学生核心素养体系提供重要的现实依据。

２０１３年５月至７月，我们一共在全国５省市召开了４８场焦点小组访谈和３３

次个别访谈，对来自我国四个领域、代表十类社会群体的６０８名专家进行了调

查。研究人员与被访专家们对于我国学生应具备的核心素养展开了广泛、深入地

探讨，研究收集了校长与名师、教育管理者、各级行政领导、自然科学领域专

家、社会学领域专家、文化与历史领域专家、教育学领域专家、心理学领域专

家、经济学领域专家、知名企业家及雇主对于 “学生在进入社会时应具备什么样

的核心素养”这一问题的回答，以及对国外核心素养指标的认同程度。专家们在

座谈与访谈中提及的内容广泛、多样，涉及学生发展的方方面面，所提出的指标

基本涵盖了之前国际研究中所涉及的内容，并表现出鲜明的中国文化特点和时代

特点。同时，各地区专家的意见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各领域专家在总体意见一致

的同时也表现出各自的特点。因此可以认为，此次大规模调查的开展非常成功，

得到的结果可信且有价值，真实反映了我国现阶段社会背景下各领域人群对于学

生核心素养的意见与期待。

基于此次调查研究的结果 （３５１万字的访谈文本和５６６份有效问卷的编码和

统计分析），我们对我国学生核心素养体系的建构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应首先对 “核心素养”这一概念的内涵做更加清晰的界定。访谈过程

中，许多专家都谈到，在建构核心素养体系之前，需首先对 “核心素养”的概念

内涵进行探讨，清晰回答 “什么是核心素养” “如何理解核心素养中的 ‘核心’

二字”“素养与素质的关系”“素养与知识、技能、能力的关系”“核心素养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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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等问题，并给出核心素养的可操作性定义。对核心素养内涵的深入而准确地

把握，是确定核心素养指标的遴选原则、建构我国学生核心素养体系的前提，也

是保障研究成果科学性的基本要求。

第二，应明确核心素养指标的建构依据。我国学生核心素养体系应是一个有

逻辑的、完整的结构，而不是一系列具体指标的简单罗列。因此，必须预先明确

核心素养指标的建构依据。访谈中，专家们就核心素养的建构依据问题，提出了

若干有价值的建议，主要有：核心素养指标的建构应结合对个人发展需要和社会

发展需要两方面的分析；核心素养指标的提出应结合对当前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的分析；核心素养的建构应在注重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发挥我国的文化历史优

势，并反映我国的国情与现实需求；核心素养指标的建构应区分教育阶段，体现

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

第三，研究中所确立的４６个与学生核心素养有关的二级指标对建构学生核

心素养体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二级指标的提出来自于对被访专家访谈资料文本

的语义分析，涉及健康与安全、知识基础、学习与发展、与人交往、公民意识五

个方面，基本涵盖了专家们提出的所有核心素养内容。被访专家来自于社会各行

各业，且都是在行业内具有较高影响力、具有突出成就的优秀代表，他们对于当

今社会需要怎样的人才有着较一般大众更为准确、深刻的认识。因此，可以说，

提出的这４６个二级指标大致上反映了当前我国社会所需要的、最富社会适应性

和竞争力的个体所应具有的核心素养。根据对这些二级指标的内涵及其受专家重

视程度的分析，我们认为，建构符合时代需要和社会各界期待的学生核心素养体

系，需要以关注学生作为个体的自主发展为基础，强调身体、心理、人格、能力

的全面发展，同时以培养学生成为崇德守法、合作乐群的社会人为重点，鼓励学

生积极参与各类社会生活，使其在与人交往、合作、参与、贡献中学会与人共

处，并成为有责任感的社会成员。

第四，强调道德品质与社会责任，培养遵纪守法、诚信公正、积极参与和奉

献的社会成员。社会各界高度重视学生的道德品质、法律与规则意识及社会责任

感，认为学生应具备作为社会人的必备品格，言行一致、心怀感恩、明辨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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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应理解并崇尚法律精神，坚持公平正义、遵守社会规范，并且积极关爱社

会，热心公益、乐于奉献。

第五，重视身心健康与自我管理，培养体魄强健、积极向上、独立自主的成

熟个体。结果显示，健康素养和自我管理这两项一级指标在被访专家中的被提及

频率非常高。社会各界一致强调学生的身心健康，认为学生不仅应具备健康的身

体和良好的精神面貌，还应有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能够良好适应周

围环境。同时，学生应能正确地认识自己、规划自己的生活和发展，自主自律、

成熟独立。

第六，倡导交流与合作，鼓励学生与人交往、参与团队，与同伴和谐共处、

共同发展。社会各界都指出，与人交往、合作的能力是现代社会成员的必备能

力，学生应能礼貌、友善地与他人交往，建立和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并能倾听

和包容他人意见、积极表达自己观点，与他人有效合作。

第七，鼓励实践与创新，培养具有良好学习意识、学习能力和学习习惯的未

来人才。社会各界普遍强调，在未来的学习型社会中，学生应具有终身学习、持

续发展的能力，并能将所学应用于社会实践和社会创造。学生应具有积极的学习

态度和动机，采用有效的学习方式，在学习中积极主动、善于克服困难。同时，

还应善于发现和解决问题、具有探索和批判精神，能够将所学到的知识应用于生

活和工作实践，并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第八，需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建构我国学生核心素养体

系。虽然在访谈中，我们期望被访专家能够较为全面地概括出他们所认同的核心

素养，但实际上，被访专家大多是围绕若干个自己较为感兴趣或是思考较多的素

养展开话题，只有少数专家给出了完整的素养框架。如果完全依赖这种自下而上

的方式建构我国学生核心素养体系，可能会遗漏某些必要内容，且整体框架可能

缺乏严密的逻辑性。因此，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方式的结合是必要的。我们在本

研究所提出的编码方案的基础之上，依据相关理论，借鉴国外经验，为我国学生

核心素养体系提出参考建议，并在此基础上在较大范围内征询各相关群体的意

见，以期对修改完善我国学生核心素养体系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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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五　 章

从现行课程标准中反思核心素养

课程标准 （以下简称课标）是国家课程的纲领性文件，是国家对基

础教育课程的基本规范和质量要求，同时，也是教材编写、教学、评估

和考试命题的依据，是国家管理和评价课程的基础。它反映国家对不同

阶段的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

基本要求，规定各门课程的性质、目标、内容框架，提出教学和评价建

议。由于课标规定的是国家对学生在某方面或某领域的基本素质要求，

无论教材、教学还是评价，最终都是为这些基本素质的培养服务的。所

以，课标中规定的基本素质要求是教材、教学和评价的灵魂，也是整个

基础教育课程的灵魂。因此，为探索学生核心素养的结构与培养，本章

对我国３５门现行的课标进行内容分析，试图揭示现行课标中学生核心素

养的分布、结构与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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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现行课标中核心素养指标的确定与内容分析

一、研究思路

１９９９年６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

定》颁布，把推进素质教育确立为党的教育方针，明确提出要建立基础教育课程

新体系。２００１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教育部颁发了 《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纲要 （试行）》等一系列政策文件。自此，我国正式启动了新一轮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２００１年７月，教育部印发了义务教育２０个学科的课程标准 （实验

稿），初步建构了符合时代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十年的课改

实践，极大地推动了教师教育观念的转变，促进了教师对教育本质的深刻理解，调

动了广大中小学校和教师参与改革的积极性，教师们带着实践中的困惑和改革热

情，踊跃投入到课改之中。课程标准在教育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在课程

标准执行过程中，也反映出还有一些内容与要求有待进一步调整和完善。

在全面梳理课程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为贯彻落实 《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适应新时期全面实施素质教

育的要求，国家对义务教育各学科课程标准进行了修订完善。２０１１年正式颁布

义务教育各学科课程标准，并于２０１２年秋季开始执行。修订后的义务教育课程

标准坚持了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改革方向，与时俱进，着眼于学生能力

素养的提升，对学生的能力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新的要求，是课程标准在

注重更新观念、借鉴国外课程理论、总结我国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极大

地增强了课程标准的现代意识，有利于培养适应２１世纪需要的人才。修订后的

课程标准还兼顾了不同学科间的知识衔接，突出各门课程跨学科能力的培养。同

时，更加注意增强课程标准的指导性、规范性，进一步精练课程标准的语言叙述

方式，尤其是突出了 “内容标准”中的可评价性与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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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与完善课程标准是一个渐进而长期的过程。现行基础教育阶段学科课程

标准是否真正体现了培养未来人才应具备的素养？本章将对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

教育阶段的３５门现行课标进行深入分析，旨在提取现行课标中所涉及的各项

“核心素养”，以及这些 “核心素养”的分布与结构，根据这些 “核心素养”在课

标中的提及频率及分布比重，来考察现行课标和核心素养的关系，以期为未来学

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和课程目标的设置提供参考和依据。

二、研究过程与方法

（一）确定课程标准

选取我国３５门现行的课标进行研究，其中义务教育的１９门为２０１１年版，

高中教育阶段的１６门为２００３年版。

１．义务教育阶段的课标包括：

语文、数学、英语、日语、俄语、生物、化学、物理、初中科学、历史、地

理、历史与社会、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思想品德、音乐、美术、体育与健

康、艺术。

２．高中教育阶段的课标包括：

语文、数学、英语、日语、俄语、生物、化学、物理、历史、地理、思想政

治、音乐、美术、体育与健康、技术、艺术。

（二）确定核心素养指标

在综合核心素养国际比较研究结果，以及前期座谈和问卷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我们整理并界定出了以下３５种核心素养指标 （见表５１）。由于我们的课标

分析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方式，试图归纳出不同课标中所包含的各种核心素养，

因此我们事先无法预知课标究竟包含了多少核心素养。为了防止遗漏课标中可能

存在的其他核心素养，我们对各学科课标先进行了初步分析，分析时并不仅限于

以下３５种核心素养，如果还体现了其他新的核心素养我们将具体分析并命名。

在这一原则下，通过对各学科课标的初步分析，我们发现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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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很难用以下３５种核心素养概括，因此我们又增加了 “价值观”这一指标，最

终本次课标分析一共涉及了３６种核心素养。

表５１　核心素养指标及其内容表述

核心素养指标 内容表述

１ 沟通与交流能力

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以书面或口语的形式交流，学会共处，交

流能力，交流沟通，交际能力，交流表达，沟通能力，社会交往能

力，交流信息，沟通表达，交流者

２ 团队合作
在团队中与人合作，合作能力，与他人合作，在团队中合作与工作

的能力，与他人合作及在团体中工作的能力

３ 信息技术素养

互动地使用信息、技术，数字化素养，收集和使用信息，信息素养，

信息与技术，使用技术的基本知识和能力，掌握资讯与通信的常规

技术，培养创造科技的能力，尤其是信息和通信的技术，运用符号

的能力，使用科技信息

４ 语言素养

有效运用口语和书面语言，交流，阅读和写作能力，口语表达、书面

表达，陈述解释的能力，掌握语法，运用语言、文字符号的能力，阅

读理解外语交流，使用外语，世界语言，运用一门外语，外语能力

５ 学习素养
学会学习，学会求知，学习能力，学习技能，个人学习能力，独立

进行学习的能力，学会如何学习，求知

６ 独立自主
自主行动，独立，自我导向，独立的公民，独立的调查者，独立自

主，自主，自立

７ 数学素养
数学能力，数学素养，掌握数学知识，使用数字，掌握数学基本知

识，通过数字表达和理解知识信息，数的概念和应用

８
计划、组织

与实施

在复杂的大环境中行动，形成并执行个人计划，基于目标的计划与

管理能力，执行任务的能力，计划与组织，组织、计划活动，制订

个人计划并严格执行，规划、组织与执行，组织与规划能力

９ 自我管理
认识自己的能力，促进自我精神，自我管理，对自我能力的元认知

评价，管理自我，了解自我、为自己发声

１０ 创新与创造力
创新意识，创新进取，创造力与创新技能，创造性的思考者，创造

力与批判性精神，创造能力，创新思考，敢于冒险

１１ 问题解决能力 问题解决能力，问题解决技能，问题解决，思考者 （解决复杂问题）

１２ 主动探究
主动意识，主动性，进取心，主动进取的精神，主动参与的积极性，

主动参与研究，探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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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核心素养指标 内容表述

１３ 社会参与和贡献
富有责任心，铭记社会的总体利益，积极参与的公民，社区参与，

理解欣赏本国政治体制及市政，参与和贡献，社会参与和责任

１４ 公民意识

公民素养，生产力和社会义务，行使公民权利的能力，公民意识，

道德判断和社会正义伦理的观念，保护、维护权力和利益，展现人

类的整体价值并建构文明的能力

１５ 尊重与包容
尊重，重视多样性和尊重他人，尊重自己和他人，尊重与关怀，富

有同情心的人，包容

１６ 科学素养 科学素养，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知识的能力，具备科学文化

１７ 多元文化
跨文化技能，文化认同，认同与文化多样性，文化学习、多元包容，

胸襟开阔的人

１８ 健康素养
健康素养，健康，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模式，身心健康全

面发展

１９ 国际意识 全球化思维，国际化，全球化，国际意识

２０ 生活管理能力
生活管理的技能，处理金钱相关事务的能力，生活态度，与生活相

关的逻辑能力

２１ 自信心 学习的动机和自信心，自信乐观的生活态度，自信心，信心

２２ 生涯发展与规划 职业技能，各种创业方法，生涯规划

２３ 冲突解决能力 管理与解决冲突，解决冲突，处理冲突

２４ 可持续发展意识 可持续发展的责任，可持续发展观，节约精神

２５ 反思能力 反思性，回顾与评价，反省能力，反思者

２６ 适应能力 适应改变，适应性与灵活性

２７ 情绪管理能力 情绪智力，情感能力

２８ 环境意识 环境意识，理解并关心自然环境的管理、生态维持与发展

２９ 审美能力 欣赏与表达，审美能力 （欣赏、美感、表达）

３０ 法律与规则意识 保护及维护权利、利益、限制与需求，有原则的人

３１ 安全意识与行为 安全与交通

３２ 国家认同

认知自己的中国公民身份，对国家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具有

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将个人与国家命运相联系，以振兴

中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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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核心素养指标 内容表述

３３ 实践素养 结合已有知识技能，利用已有资源，解决实际问题，理论联系实际

３４ 伦理道德

宽仁友爱的品质，尊重生命，心怀感恩，宽以待人，诚实守信的品

质，对人守信，对事负责，言行一致，坚持公平正义，明辨是非，

待人对事公正，富有正义感

３５ 人文素养 人文科学知识与方法，关注人、尊重人，具有人文精神

３６ 价值观 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１．内容分析的编码原则

本章分别对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两个阶段的３５门课标进行分析，分析方法

借鉴了内容分析法。内容分析法是一种主要以各种文献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

早期的内容分析法源于社会科学借用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进行历史文献内容的

量化分析。内容分析具有系统性、客观性和定量性三大优点。它能将非定量的文

献材料转化为定量的数据，并依据这些数据对文献内容做出定量分析和做出关于

事实的判断和推论，而且它对组成文献的因素与结构的分析更为细致和程序化。

在本章中以句子为单位进行内容分析，分析编码的基本原则如下。

（１）首先明确国际比较研究和我们实证研究所整合出的３６种核心素养的内

涵界定。在各学科课标内容编码分析中，如果课标内容体现的核心素养包含在

３６种核心素养中，则统一使用与其内涵相对应的核心素养来命名。

（２）内容分析以句为单位进行编码。在每一句中，若确实存在一个以上核心

素养内容，分别编码。以义务教育物理课标为例，如 “此阶段的物理课程不仅应

注重科学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训练，而且应注重对学生学习兴趣和创新意识的培

养”，“科学知识”和 “科学技能”是属于科学素养的两个方面的内容，就记为

“科学素养”两次，而 “学习兴趣”“创新意识”则分别记为 “学习素养”和 “创

新与创造力”各一次。一句话中如果相同的词或词组多次重复，则只记为一次。

（３）注意课标中内容的指向性，只对直接指向学生培养的句子进行编码，阐

述学科特点或指向教师培养的内容不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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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编码的核心素养需要标记它在课标中所处的位置。具体来说就是标记出

该核心素养处于前言、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和实施建议这四部分中的哪一部分。

２．研究步骤

（１）确定所分析的学科课标：确定３５门学科课程标准为分析目标，包括义

务教育阶段的１９门２０１１年版课标和高中教育阶段１６门２００３年版课标。

（２）界定核心素养并确定核心素养指标：整合国际组织、主要国家和地区所

列出的核心素养以及我们前期通过座谈和问卷调查研究得出的核心素养，在此基

础上初读课标搜寻可能遗漏的核心素养，最后确定了３６种核心素养指标。

（３）采用内容分析法并确定分析编码的基本原则：运用具有系统性、客观性

和定量性等优点的内容分析法对课标进行分析，并且确定了内容分析编码的基本

原则。

（４）以句子为单位进行编码：将每个学科课标以句子为单位进行划分，然后

依次对每个句子中所涉及的核心素养进行编码。

（５）对编码结果进行统计与分析：按不同核心素养以及不同学科对编码结果

进行统计分析并制作图表。

（６）对统计分析的结果进行解读：对统计分析的结果进行解读和阐释，最后

针对分析结果提出总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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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现行课标中核心素养的分布

一、核心素养在每门课标中的分布

（一）核心素养在各课标中的出现频率汇总

各种素养在不同课标中的出现频率如表５２与表５３所示。总体上来说，具

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当前３５门课标提及各种素养的频率基数大 （高中５０２３次，义务教育

４６７４次），在数量层面较好地反映了现有课标对不同素养的重视。

第二，除了冲突解决能力，其他所有素养都有所提及，但不同素养在提及频

率上存在巨大差异。比如，学习素养、语言素养、科学素养等被提及的频率总数

大，而生活管理能力、适应能力、冲突解决能力被提及的频率总数小，前后相差

几十倍。

第三，所提及的素养在不同学科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有三方面的

表现：一是所提及素养种类在学科间存在显著差异，有的素养只在某些学科提

及，在另一些学科则没有提及；二是有的学科要求的素养种类较多，而有的学科

则较少，如高中技术课标提及３１种素养，而义务教育音乐课标只提及１５种素

养；三是同一素养的提及频率在不同学科间存在差异，如信息技术素养在高中物

理课标中被提及４２次，而在高中音乐课标中只被提及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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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２　核心素养在高中各课标中的提及频率

素养

高

中

地

理

高

中

俄

语

高

中

化

学

高

中

历

史

高

中

美

术

高

中

日

语

高

中

生

物

高

中

数

学

高

中

思

想

政

治

高

中

体

育

与

健

康

高

中

物

理

高

中

艺

术

高

中

音

乐

高

中

英

语

高

中

语

文

高

中

技

术
总

计

沟通与

交流能力
４ ３３ ２ １４ ２０ １１ ３ ２ ４ １７ １５ ３ ２０ ２３ １４ １８５

团队合作 ５ ６ ６ ５ ９ ５ ５ １ １４ ７ ６ ６ １３ １５ １０３

信息技术素养 １２ ２３ ２ ８ ６ ２６ ２５ １ ２ ４２ ２ １ ７ ３ ６８ ２２８

语言素养 １１２ ２ ８２ ６ ３２１１１８ ６４１

学习素养 ２９ ５０ １２１２７１ ２ ５１ １３ ２２ ２１５ ２６ １１ ５３ ７ ６４ ６１ ５０１０４６

独立自主 ６ １ １ ２ ５ １ ２ ２ １１ ３ ３４

数学素养 １０５ ７ １１２

计划、组

织与实施
６ １ １ ２ ７ ２ １ ３ ２３

自我管理 ３ ２４ ２ １６ ４ ４ ８ ２ １ ７ ７１

创新与创造力 ８ ４ ８ ２ ５ ４ ８ １１ ２ ４ ６ ９ ９ ２ １７ ３０ １２９

问题解决能力 ９ ２ １３ １７ ３ ５ ７ ２２ ４６ ４ ６１ ２ １１ ２７ ２２９

主动探究 ８ ２ ２５ ６ ４ ２８ １７ ５ ３３ １ １ ２ ２１ １５ １６８

社会参与

和贡献
４ １ ７ ３ １ ８ ５ ４ ５ １ ４ １２ ５５

公民意识 ４ １ ６ １ ８ ５ ２５

尊重与包容 ６ ２ ２ １ １ １ ３ ２ ６ ２４

科学素养 １５ ２ ３５ ３６ １ ４４ ２４ ２９ ６ ２０４ ２２ １ ９ ２ ４３０

多元文化 ６ ２ ７ ３ ５０ ７ １０ ７ ２ ９４

健康素养 １７ ６ １１ ３ ８ １ １ ２２ ２ １１ １１ １６ １０ 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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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素养

高

中

地

理

高

中

俄

语

高

中

化

学

高

中

历

史

高

中

美

术

高

中

日

语

高

中

生

物

高

中

数

学

高

中

思

想

政

治

高

中

体

育

与

健

康

高

中

物

理

高

中

艺

术

高

中

音

乐

高

中

英

语

高

中

语

文

高

中

技

术
总

计

国际意识 ２ １０ １３ ７ １ １ １ ７ １ ４３

生活管理能力 ２ １ １ ２ １ ２ ４ １３

自信心 ４ １ ２ ７ １ ２ ２ １ ２ ４ ２ １ ２９

生涯发展

与规划
１ ５ ２ ２ １ ２ ３ １ ３ ４ ２４

冲突解决能力

可持续发

展意识
１１ ５ １ １ ８ ２ ２８

反思能力 ２ ５ ３ ４ ２ １ ２ ５ ３ ２７

适应能力 １ １ １ １ １ ４ １ ２ ７ １９

情绪管理能力 ２ ４ １ ５ １３ １ ６ １１ ４３

环境意识 １４ ３ ３ ３ ８ ６ ２ ３ ４２

艺术与

审美能力
２ ７ ２ ４９ １ ９０ １１９ ２４ ４ ２９８

法律与

规则意识
２ ４ ２０ ２ ２ ７ ３７

安全意

识与行为
１ １ １ ２ ２ １１ １８

国家认同 ２ ５ ２ １５ １０ ７ ２ ４ ４ ２ ４ ５ １３ ７５

实践素养 ４ １１ ７ ５ ２１ ５ ２７ ８ ４ ３ １２１ ４６ ３５ １ ４ ３２ ３３４

伦理道德 ２ ２ ２ ９ １５

人文素养 ５ ２８ ２ ２０ ３２ １６ １ ２ １５ ８ ２３ １３ １４ １７９

价值观 ２ ３ ８ ５ １ ３ １５ ２ １８ ３ ２ １ １ ５ １４ ８３

总计 １５９３７８２５２４４７１５９２８９２０８２４２３６７１５８５５０３３２２１９４７７３９６３９０５０２３

　　注：表格中无数据表示频次为０，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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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３　核心素养在义务教育阶段各课标中的提及频率

素

养

义

务

教

育

地

理

义

务

教

育

俄

语

义

务

教

育

化

学

义

务

教

育

历

史

义

务

教

育

美

术

义

务

教

育

日

语

义

务

教

育

生

物

学

义

务

教

育

思

想

品

德

义

务

教

育

物

理

义

务

教

育

音

乐

义

务

教

育

英

语

义

务

教

育

初

中

科

学

义

务

教

育

品

德

与

生

活

义

务

教

育

体

育

与

健

康

义

务

教

育

历

史

与

社

会

义

务

教

育

品

德

与

社

会

义

务

教

育

数

学

义

务

教

育

艺

术

义

务

教

育

语

文

总

计

沟通与

交流能力
４ １５ １４ ５ ５８ ２９ ６ １５ １３ ８ １０ ７ ２ １ １ ５ ６ １２ １９ ２３０

团队合作 １ ３ ６ ８ １ １３ ３ １２ ５ １２ ５ ７ ２１ ４ ８ ６ １０ １２５

信息技

术素养
４ ６ １６ ６ ５ ９ ６ １１ １ ３６ ２ ４ ２０ １ ２ １３ １４２

语言素养 ５０ ２ ９４ １９１ １６７５０４

学习素养 ２４ ５４ ２４ ２４２ ３４ ６０ １３ ２ １０ １１ ７５ ４２ ４ ４７ ５１ ２３ ２４ １５ ４２ ７９７

独立自主 ３ １ ４ １ ７ １ ２ ２ ２ ２ ９ ２ ５ ４１

数学素养 ２ ２ ９５ ９９

计划、组

织与实施
３ ６ ３ ４ ４ ４ ３ ７ ３４

自我管理 ２ １ １ ４ １３ ３ １ ２ １１ １０ ２ １ ５１

创新与

创造力
５ ４ ７ ３ １３ ７ ７ ２ ８ １２ ６ ９ １ ３ ３ １２ １８ １４ １３４

问题解

决能力
２ ５ １７ ４ ２ ２１ １ ３ １ ５ ８ １７ ３ １０ ９９

主动探究 ７ ５０ １ ２１ １ ３６ ６ ２７ ２ ３４ １３ ３ １０ ４ ７ ２ ３ ２２７

社会参

与和贡献
４ １ ２ １２ ３ １ １ １ ４ ６ １１ １ ４７

公民意识 ２ ２ ２ １ １ ４ ５ １７

尊重与包容 １ ２ ５ ２ ４ ２ １ ４ １ １４ ３６

科学素养 ７ ５ １２３ ２５ １ ３ ７９ ２ １０７ １ ２ １６２ ５ ４ ４ １３ ５ ７ ４ ５５９

多元文化 １ ４ ２ １２ １０ １ ２ ９ ６ ７ ７ ３ ６４

健康素养 ６ ２ ７ １ ９ ２ １７ １ ５ ３ ８ ４３ ２４ ２ ５ １２ １４７

国际意识 ３ ６ １０ １５ ２ ６ １ １ ６ ５０

生活管

理能力
２ １ １ １１ ２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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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素

养

义

务

教

育

地

理

义

务

教

育

俄

语

义

务

教

育

化

学

义

务

教

育

历

史

义

务

教

育

美

术

义

务

教

育

日

语

义

务

教

育

生

物

学

义

务

教

育

思

想

品

德

义

务

教

育

物

理

义

务

教

育

音

乐

义

务

教

育

英

语

义

务

教

育

初

中

科

学

义

务

教

育

品

德

与

生

活

义

务

教

育

体

育

与

健

康

义

务

教

育

历

史

与

社

会

义

务

教

育

品

德

与

社

会

义

务

教

育

数

学

义

务

教

育

艺

术

义

务

教

育

语

文

总

计

自信心 ５ ２ １ ３ ８ ２ ２ ２ ２ ３ ２ ３ ４ ６ ４５

生涯发展

与规划
３ ３

冲突解

决能力

可持续

发展意识
６ ６ ３ ９ ３ １ ９ ３７

反思能力 ２ ４ ２ ７ ４ ２ ２ ３ ４ １１ １ ４２

适应能力 １ １ １ １ １ ４ ２ ２ １ １４

情绪管

理能力
２ ６ ８ ３ １１ ３ ３３

环境意识 ５ ５ ２ ５ ３ ４ １ ４ ４ ２ ３ ３８

艺术与

审美能力
１ ４ ３４ １８１ １ １ ９６ ６ ３２４

法律与

规则意识
２ ２ ３０ １ ３ ４ ９ ５１

安全意识

与行为
１ ２ １ ３ １ ５ ８ ３ ２４

国家认同 ３ ９ ３ ２１ ７ ２ ９ ２ ２ ５ １ ２ ３ ４ ８ １２ ９３

实践素养 ８ １１ ６２ ３０ ６ １８ １１ ４７ ２３ ２７ ２ ５ ５ １ ７ １６ ２ ２８１

伦理道德 １ ２１ ８ ５ ８ １ ４４

人文素养 １ １２ ３ ７ １９ １ ８ １０ ６３ ２ ５ ２ １ １４ ４ １５２

价值观 ２ ６ ２ １４ １ ３ ５ ３ ３ ３ ２ ６ ６ ４ ３ １０ ７３

总　计 １００２１３３４４３９１２２３３１６１９１１９９２９０２７５３８４３５５ ８４ ２０３１１６２１６２０１２１７３５６４６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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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从现行课程标准中反思核心素养

（二）核心素养在各课标不同位置的分布

由表５４可以看出，素养在课程标准中不同位置的出现频率明显不同。课程

内容部分最多 （４３４０次），实施建议和课程目标两部分相对较少，分别为１９７０

次和１８８４次，最少提及的是课程目标部分 （１５０３次）。同时也可以看出，素养

被提及的频率分布差异很大，有的课标在某些部分几乎没有提及任何素养，比如

高中语文的课程内容部分。

表５４　各学科课标中关于 “核心素养”出现位置的汇总

课程 前言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实施建议 总计

高中地理 ３４ ３４ １ ９０ １５９

高中俄语 ３８ ６８ ２０６ ６６ ３７８

高中化学 ６０ ４９ ８２ ６１ ２５２

高中历史 ４７ ４５ ３２４ ３１ ４４７

高中美术 ３９ ２０ ９０ １０ １５９

高中日语 ５４ ４５ １０２ ８８ ２８９

高中生物 ４４ ３０ ６０ ７４ ２０８

高中数学 ６０ ２９ １１８ ３５ ２４２

高中思想政治 １５ ３３４ １ １７ ３６７

高中体育与健康 ３７ ２６ ５６ ３９ １５８

高中物理 ２６ ５０ ４１３ ６１ ５５０

高中艺术 ５２ ３３ ２２８ １９ ３３２

高中音乐 ７１ ２６ ９９ ２３ ２１９

高中英语 ２６ ７４ ３３０ ４７ ４７７

高中语文 ４９ １８０ ０ １６７ ３９６

高中技术 ９８ ９０ ６７ １３５ ３９０

义务教育地理 ２８ ２９ １ ４２ １００

义务教育俄语 ５６ １０ ５１ ９６ ２１３

义务教育化学 ４０ ３４ ２５４ １６ ３４４

义务教育历史 ３７ ４８ ２５６ ５０ ３９１

义务教育美术 ５８ ４０ ９１ ３４ ２２３

义务教育日语 ５４ ５１ ７８ １３３ ３１６

义务教育生物学 ２４ ３２ １０２ ３３ 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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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程 前言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实施建议 总计

义务教育思想品德 ３２ ３８ １０８ ２１ １９９

义务教育物理 ２８ ２５ １７２ ６５ ２９０

义务教育音乐 ４７ ４５ １３８ ４５ ２７５

义务教育英语 ４０ ５７ ２４３ ４４ ３８４

义务教育初中科学 ２６ ６３ ２２３ ４３ ３５５

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 ４０ ５２ ７５ ３６ ２０３

义务教育历史与社会 ３１ ３７ ４ ４４ １１６

义务教育品德与社会 ３４ ５４ １１６ １２ ２１６

义务教育品德与生活 ２３ １０ ２７ ２４ ８４

义务教育数学 ２９ ８７ ２ ８３ ２０１

义务教育艺术 ６３ ３９ ４３ ７２ ２１７

义务教育语文 ６３ ０ １７９ １１４ ３５６

总计 １５０３ １８８４ ４３４０ １９７０ ９６９７

（三）不同核心素养在课标中提及频率的比较

图５１　不同素养在所有课标中提及频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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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从现行课程标准中反思核心素养

从图５１可以看出，在基础教育阶段的这３５门学科课标中，被提及频率最

高的素养是学习素养，超过了１８００次；其次是语言素养和科学素养 （１０００次左

右）；艺术与审美能力和实践素养 （６００次左右）；提及频率在１００次至４２０次的

素养包含沟通与交流能力、主动探究、信息技术素养、人文素养、问题解决能

力、健康素养、创新与创造力、团队合作、数学素养、国家认同、多元文化、价

值观、自我管理、社会参与和贡献；提及频率低于１００次的有国际意识、法律与

规则意识、环境意识、情绪管理能力、独立自主、自信心、反思能力、可持续发

展意识、尊重与包容、伦理道德、计划组织与实施、公民意识、安全意识与行

为、适应能力、生活管理能力、生涯发展与规划、冲突解决能力。

总体来看，可发现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当前３５门课标对不同素养的提及

频率差异明显，说明当前课标对不同素养的重视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第二，当

前学科教育非常重视学生应该具备的三种基本素养———学习素养、科学素养、语

言素养，另外也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审美与艺术能力的培养。第三，综合所有

课标的素养结构，我们发现知识、能力成分占较大比重，而态度品德等相对提及

较少。第四，每一门课标都相当重视学科特色的素养，跨学科的素养则较少被提

及 （如反思能力、自信心、独立自主等），特别是那些与学习任务关系较远但与

社会适应、社会生活相近的一些素养被提及得更少 （比如生活管理能力、生涯发

展与规划、适应能力、安全意识与行为等）。

１．高中教育阶段３６种素养在所有学科课标中被提及的频率统计

从图５２可以观察到，在高中教育阶段所有学科的课标中，提及频率最高的

素养是学习素养，超过了１０００次；其次是语言素养和科学素养，分别在６００次

和４００次以上；提及４００次至２００次之间的则有实践素养、艺术与审美能力、问

题解决能力、信息技术素养。提及频率低于２００次的包含沟通与交流能力、人文

素养、主动探究、创新与创造力、健康素养、数学素养、团队合作、多元文化、

价值观、国家认同、自我管理、社会参与和贡献、国际意识、情绪管理能力、环

境意识、法律与规则意识、独立自主、自信心、可持续发展意识、反思能力、公

民意识、尊重与包容、生涯发展与规划、计划组织与实施、适应能力、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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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２　不同素养在高中课标中提及频率的比较

与行为、伦理道德、生活管理能力和冲突解决能力。总体上看，高中阶段的课标

十分强调与学生学业紧密相关的学习素养，其次是科学与语言这两大工具性素

养，而伦理道德、生活管理能力却有被忽视的倾向。

２．义务教育阶段素养在所有学科课标中被提及的频率统计

从图５３可以观察到，在义务教育阶段所有的学科课标中，提及频率最高的

素养是学习素养，接近８００次；其次是科学素养和语言素养，分别为５５９次和

５０４次；提及３５０次至２００次之间的依次为艺术与审美能力、实践素养、沟通与

交流能力、主动探究。提及频率低于１６０次的包含人文素养、健康素养、信息技

术素养、创新与创造力、团队合作、数学素养、问题解决能力、国家认同、价值

观、多元文化、自我管理、法律与规则意识、国际意识、社会参与和贡献、自信

心、伦理道德、反思能力、独立自主、环境意识、可持续发展意识、尊重与包

容、计划组织与实施、情绪管理能力、安全意识与行为、公民意识、生活管理能

力、适应能力、生涯发展与规划、冲突解决能力。总体上看，在此阶段的课标

中，依然强调与学生学业紧密相关的学习素养，其次是工具性素养，如科学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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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３　不同素养在义务教育阶段课标中提及频率的比较

言素养。另外，适应能力、公民意识、生活管理能力这些与学生自我发展与社会

参与相关的能力重视较少。

比较高中阶段和义务教育阶段课标中核心素养的提及频率及名次变化，可以

看出如下两个特点。第一，高中阶段和义务教育阶段体现的素养频率高低排名大

同小异。比如说，高中阶段和义务教育阶段频率排前五的都是相同的五种素养，

只不过高中阶段的排名依次为学习素养、语言素养、科学素养、实践素养、艺术

与审美能力，而义务教育阶段的排名依次为学习素养、科学素养、语言素养、艺

术与审美能力、实践素养。两个阶段素养排名差异较大的有伦理道德 （义务教育

阶段排名２３，高中阶段排名３４）、反思能力 （义务教育阶段排名２４、高中阶段排

名２７）、问题解决能力 （义务教育阶段排名１４、高中阶段排名６）、情绪管理能力

（义务教育阶段排名３０，高中阶段排名２１）。第二，两个阶段都相当重视学生的

学习素养与一些基本的工具性素养，却对自我管理、伦理道理等素养有所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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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课标中出现频率较高的素养及其比重汇总

表５５　不同课标中提及频率较高 （大于１０％）的素养及其比重

学科 频率较高的素养

高中地理 学习素养 （１８．４％）

高中俄语 语言素养 （２９．６％）、学习素养 （１３．２％）

高中化学 学习素养 （４８．０％）、科学素养 （１３．９％）

高中技术 信息技术素养 （１７．４％）、学习素养 （１２．８％）

高中历史 学习素养 （６０．６％）

高中美术 艺术与审美能力 （３０．８％）、人文素养 （２０．１％）、实践素养 （１３．２％）

高中日语 语言素养 （２８．４％）、学习素养 （１７．６％）

高中生物
科学素养 （２１．７％）、主动探究 （１３．８％）、实践素养 （１３．３％）、信

息技术素养 （１２．３％）

高中数学 数学素养 （４３．８％）、科学素养 （１０．０％）

高中思想政治 科学素养 （５８．６％）、实践素养 （１２．５％）

高中体育与健康 学习素养 （１６．５％）、健康素养 （１３．９％）

高中物理 科学素养 （３７．１％）、实践素养 （２２．０％）、问题解决能力 （１１．１％）

高中艺术
艺术 与 审 美 能 力 （２７．１％）、学 习 素 养 （１５．９％）、多 元 文 化

（１５％）、实践素养 （１３．９％）

高中音乐 艺术与审美能力 （５４．３％）、实践素养 （１６．０％）

高中英语 语言素养 （６７．３％）、学习素养 （１１．３％）

高中语文 语言素养 （２９．８％）、学习素养 （１５．４％）

义务教育地理 学习素养 （２４％）

义务教育俄语 学习素养 （２５．４％）、语言素养 （２３．５％）

义务教育化学 科学素养 （３５．８％）、实践素养 （１８．０％）、主动探究 （１４．５％）

义务教育历史 学习素养 （６１．９％）

义务教育美术
沟通与交流能力 （２６％）、学习素养 （１５．２％）、艺术与审美能力

（１５．２％）、实践素养 （１３．５％）

义务教育日语 语言素养 （３４．２％）、学习素养 （２１．８％）

义务教育生物学 科学素养 （４１．１％）、主动探究 （１８．８％）

义务教育思想品德 法律与规则意识 （１５．２％）、伦理道德 （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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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科 频率较高的素养

义务教育物理 科学素养 （３６．９％）、实践素养 （１６．２％）

义务教育音乐 艺术与审美能力 （６５．８％）

义务教育英语 语言素养 （４９．７％）、学习素养 （１９．５％）、人文素养 （１６．４％）

义务教育初中科学
科 学 素 养 （４５．６％）、学 习 素 养 （１１．８％）、信 息 技 术 素 养

（１０．７％）、主动探究 （１０．１％）

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 学习素养 （２３．２％）、健康素养 （２１．２％）、团队合作 （１０．３％）

义务教育历史与社会 学习素养 （４４．０％）

义务教育品德与社会 健康素养 （１１．１％）、学习素养 （１０．６％）

义务教育品德与生活 主动探究 （１５．５％）、生活管理能力 （１３．１％）

义务教育数学 数学素养 （４７．３％）、学习素养 （１１．９％）

义务教育艺术 艺术与审美能力 （４４．２％）

义务教育语文
语言 素 养 （４６．９％）、学 习 素 养 （２５．１％）、沟 通 与 交 流 能 力

（１１．４％）

表５５是基础教育阶段３５门学科课标中出现频率比重超过１０％的素养及其

分布。首先，不同学科对不同素养的重视明显不同，但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

科本位的特点。比如，语言类的学科都频繁地提及了语言素养，技术类学科则频

繁提及了信息技术素养，数学学科体现了数学素养、艺术类学科体现了审美与艺

术能力，等等。其次，在学科相关的素养之外，现有课标较重视实践能力的培

养，其中有９门学科课标高频率地提及了实践素养。特别是在艺术类和科学类的

学科中被提及的频率较高，同时，高中思想政治也较高频率地提及了实践素养。

最后，表５５再次表明现有课标对道德品质素养的重视程度不强，即使是传统的

被认为应该重视德育的四门课程 （高中思想政治、义务教育思想品德、义务教育

品德与生活、义务教育品德与社会）也只有一门课标，即义务教育思想品德较多

地提及了伦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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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心素养在不同学科课标中的分布对比

（一）伦理道德

图５４　伦理道德在３５门学科课标中的频率分布情况

从图５４可以看出，１０门学科课标提及了伦理道德，但频率较低。其中义务

教育思想品德提及了２１次，其他课标提到的都在１～１０次。２５门学科课标没有

提及伦理道德。

提到伦理道德的主要是义务教育思想品德，这体现了义务教育思想品德在培

养伦理道德上的学科特点。在其他的社会生活类和思想政治类学科也有所提及，

而大部分学科则没有提及伦理道德，值得引起课标制定者们的重视。

（二）沟通与交流能力

从图５５可以看出，沟通与交流能力被提及的频率较大，在各个学科课标间

的分布差异较大。比如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提及了沟通与交流能力５８次，其他的

语言学科课标也都提及了沟通与交流能力，频率依次为高中俄语３３次、义务教

育日语２９次、高中语文２３次。其他学科课标提及频率在２０次及以下，高中化

学未提及沟通与交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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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５　沟通与交流能力在３５门学科课标中的频率分布情况

由此可见，现行学科课标对沟通与交流能力这一核心素养的培养大都有所涉

及，体现了我国现行教育对培养学生沟通与交流能力的重视。沟通与交流能力在

艺术课 （如义务教育美术、高中音乐、高中美术等）和语言课 （高中俄语、义务

教育日语、高中英语、义务教育语文等）中被提及较多，充分体现了学科的特

色。在地理、生物、技术、数学、化学等理科学科课标中则较少或者没有提及这

一指标。

（三）团队合作

从图５６可以看出，团队合作被提及的频率总体较低，在各个学科课标间的

分布有所差异。比如义务教育历史与社会提及了团队合作２１次，其他学科课标

提及团队合作的频率都低于２０次，比如高中技术１５次，高中美术１４次，高中

体育１４次等。高中美术、高中艺术、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义务教育艺术课标

提及频率为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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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６　团队合作在３５门学科课标中的频率分布情况

这表明，现行课标大多关注到了学生在团队合作方面的培养，但关注度依然

不够高。学生的学习过程需要团队合作的参与，特别是体育与健康课程涉及大量

的团队合作活动。这在高中体育与健康等学科课标中有所体现，但总体频率不

高，而在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等学科课标中则没有体现，这是应该加强的方面。

（四）法律与规则意识

从图５７可以看出，１３门学科课标提及了法律与规则意识，但频率较低。其

中义务教育思想品德提及了３０次，高中思想政治提及了２０次，其他的都在１～

１０次。２２门学科课标没有提及法律与规则意识。

提及法律与规则意识主要是思想品德、社会与生活、政治历史类的学科，这

体现了此类学科的学科特点。说明我国教育对法律与规则意识的培训具有集中

性，但总体上还需加强。在其他学科如义务教育历史等则很少提及，在义务教育

品德与社会等学科中则没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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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７　法律与规则意识在３５门学科课标中的频率分布情况

（五）社会参与和贡献

图５８　社会参与和贡献在３５门学科课标中的频率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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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５８可以看出，各个学科对社会参与和贡献的提及频率不高。频率超过

１０次的只有高中技术 （１２次）、义务教育思想品德 （１２次）和义务教育品德与

生活 （１１次）。频率低于１０次的有高中生物等２１门学科课标。没有提及社会参

与和贡献的学科课标共有１１门。

当前教育对社会参与和贡献这一素养有所关注，这不仅在有关思想品德与社

会生活等学科上有所体现，也在科学技术学习等学科中有所提及。而在多数学科

中提及较少甚至没有提及，这方面可能需要加强。

（六）公民意识

图５９　公民意识在３５门学科课标中的频率分布情况

从图５９可以看出，各个学科课标提及公民意识的频率较低。比如高中思想

政治８次提及了公民意识。有１３门学科课标提及了公民意识，其频率为１～１０

次。高中化学等２２门学科没有提及公民意识。

由此可见，当前课标关注了公民意识的培养，特别在高中思想政治和高中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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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等学科中被相对较多地提及，这体现了政治类和历史类的学科在培养公民意识

方面的学科特色。另外，其他学科如英语、义务教育思想品德、义务教育品德与

社会等学科也应体现公民意识的培养。

（七）国家认同

图５１０　国家认同在３５门学科课标中的频率分布情况

从图５１０可以看出，２９门学科课标提及了国家认同，但频率不高。其中义

务教育历史课标提及了２１次，高中历史提及了１５次，高中语文提及了１３次，

义务教育语文提及了１２次，其他的提及频率为１～１０次。６门学科课标没有提及

国家认同。

由此可见，当前教育重视学生国家认同素养的培养。从历史角度、思想政治

角度及母语、外语和地理的学习中综合性地进行教育。当前学科课标对此体现比

较综合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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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际意识

图５１１　国际意识在３５门学科课标中的频率分布情况

从图５１１可以看出，国际意识在各门学科中被提及的频率较低。比如义务

教育日语提及了１５次，高中历史提及了１３次，高中俄语提及了１０次，义务教

育历史提及了１０次。其他学科课标的提及频率为１～１０次。１７门学科课标没有

提及国际意识。

提到国际意识的课标主要是外语和历史类学科，这体现了这两类学科的特

点，也说明在我国的外语教育和历史教育中，不仅注重语言技能和基本知识的传

授，还强调培养学生的国际情怀和眼界。在地理、语文、思想品德等学科当中则

较少甚至没有提到这一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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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多元文化

图５１２　多元文化在３５门学科课标中的频率分布情况

从图５１２可以看出，２１门学科课标提及了多元文化，其中高中艺术提及了

５０次。其他的１９门学科课标提及频率为１～１２次。另有高中地理等１４门学科课

标没有提及多元文化。

提到多元文化的学科主要是艺术类和语言类的学科，这不仅体现了两类学科

在培养学生欣赏世界各地艺术和语言的多元文化意识上具有学科特色，也体现了

我国教育在培养学生审美与艺术能力和语言能力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包容和接

纳的意识。

（十）尊重与包容

从图５１３可以看出，各个学科课标提及尊重与包容的频率较低。其中义务

教育品德与生活频率为１４次，另外１８门学科对尊重与包容有所提及，频率为

１～１０次。其他１６门学科课标没有提及尊重与包容。

总体而言，尊重与包容在现行课标中有所体现，但受重视程度不足，主要在

品德类的学科中被相对较多地提及，体现了学科特色，也体现了尊重与包容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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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１３　尊重与包容在３５门学科课标中的频率分布情况

养主要体现在思想教育上。同时在外语学习中也提及了尊重与包容，表明我国当

前的教育在尊重和包容世界各国、各民族语言和文化上比较关注。

（十一）环境意识

图５１４　环境意识在３５门学科课标中的频率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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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５１４可以看出，１９门学科课标提及了环境意识，但频率较低，其中高

中地理提及了１４次，其他的提及频率都为１～１０次。１６门学科课标没有提及环

境意识。

由此可见，当前课标对环境意识有所关注，但仍需加强。其中理科类的学科

提及较多，这体现了理科教学的学科特点。另外，思想品德、历史社会类的学科

也提及了环境意识，说明当前教育也注重从思想教育层面上进行环境意识的培

养。而高中思想政治、义务教育品德与生活则没有提及环境意识。

（十二）可持续发展意识

图５１５　可持续发展意识在３５门学科课标中的频率分布情况

从图５１５可以看出，１３门学科课标提及了可持续发展意识，但频率较低。

其中高中地理提及了１１次，其他的提及频率为１～１０次。２２门学科课标没有提

及可持续发展意识。

提及可持续发展意识的主要是理科类和品德类的学科，体现了学科在强调珍

惜自然资源、环境保护、节约能源等方面的教育，但总体上该素养被提及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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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健康素养

图５１６　健康素养在３５门学科课标中的频率分布情况

从图５１６可以看出，２９门学科课标提及了健康素养。其中义务教育历史与

社会４３次提及了健康素养，其他的如义务教育品德与生活提及了２４次、高中体

育提及了２２次。提及频率在１～２０次的有２０门学科课标。有６门学科课标未提

及健康素养。

由此可见，当前教育比较注重培养学生的健康素养，这主要体现在思想品德

类和社会生活类，以及体育类的学科课程中。说明当前教育既注重思想层面的健

康教育，也注重在体育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健康素养。

（十四）安全意识与行为

从图５１７可以看出，１４门学科课标提及了安全意识与行为，但频率较低。

其中高中技术提及了１１次，其他的提及了１～１０次。２１门学科课标没有提及安

全意识与行为。

提及安全意识与行为的学科主要有社会生活类的学科，这体现了此类学科的

学科特点。同时，技术科学类的学科也相对较多地提及了安全意识与行为，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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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１７　安全意识与行为在３５门学科课标中的频率分布情况

当前教育也注重科学生产、技术应用等领域的安全意识。总体上安全意识提及较

少，有很多学科没有提及安全意识与行为。

（十五）独立自主

图５１８　独立自主在３５门学科课标中的频率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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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５１８可以看出，独立自主在各个学科课标中被提及的频率都很小。较

多的只有高中语文 （１１次），其他的如义务教育数学等２２门学科课标提到的频

率为１～１０次，另外的１２门学科课标没有提及独立自主。以上结果表明，当前

学科课标体现了独立自主，但重视程度不够。独立自主强调个体的独立性和自主

性，对个体的学习、生活、成长都很重要，应该在教育中有所重视。

（十六）自我管理

图５１９　自我管理在３５门学科课标中的频率分布情况

从图５１９可以看出，有２２门学科课标提及了自我管理，频率最高的是高中

俄语 （２４次）。频率高于１０次的有高中日语 （１６次）、义务教育思想品德 （１３

次）、义务教育历史与社会 （１１次）、义务教育品德与生活 （１０次）。其他的如高

中体育等学科提及自我管理的次数低于１０次。１３门学科课标如高中化学没有提

及自我管理。

提到自我管理的主要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品德与生活等学科，这体现了这几门

学科在培养学生认识自我、学会管理自己生活等方面具有学科特色，而在其他的

比如化学等学科则体现得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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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生活管理能力

图５２０　生活管理能力在３５门学科课标中的频率分布情况

从图５２０可以看出，各个学科课标很少提及生活管理能力。只有１２门学科

课标提及了生活管理能力，其中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１１次。另外１１门提及生活

管理能力的频率为１～５次。２３门学科课标未提及生活管理能力。

提到生活管理能力的主要是体育健康类的学科，以及少数的高中技术、地理

类的学科，在义务教育品德与生活等学科中也没有体现生活管理能力。总体上

看，当前课标欠缺对学生生活管理能力培养的重视。

（十八）情绪管理能力

从图５２１可以看出，１４门学科课标提及了情绪管理能力，但频率较低。其

中高中体育提及了１３次，高中技术和义务教育历史与社会分别提及了１１次。其

他的都在１～１０次。２１门学科课标没有提及情绪管理能力。

总体而言，当前课标对情绪管理能力关注较为薄弱。具体而言，高中体育和

义务教育历史与社会等学科较多地关注情绪管理能力，特别是高中体育，不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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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２１　情绪管理能力在３５门学科课标中的频率分布情况

重健康素养，也关注与健康联系紧密的情绪管理能力，值得提倡。然而，义务教

育体育与健康课程中则没有涉及情绪管理能力。

（十九）适应能力

图５２２　适应能力在３５门学科课标中的频率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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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５２２可以看出，１８门学科课标提及了适应能力，但频率较低。其频率

都在１～１０次，最高的为高中技术 （７次），其他的都在５次以下。１７门学科课

标没有提及适应能力。

由此可见，当前教育对学生适应能力的培养关注不多，仅仅在高中技术、高

中体育、思想品德等课程中有所提及。适应新环境、适应改变不仅能体现个人的

能力，也对未来的学习工作产生重要影响。如何在学科教育中渗透适应能力的培

养，值得重视和思考。

（二十）自信心

图５２３　自信心在３５门学科课标中的频率分布情况

从图５２３可以看出，２６门学科课标提及了自信心，频率都在１～１０次。比

如义务教育日语８次、高中日语７次等。另外有高中地理等９门学科课标未提及

自信心。

总体而言，当前学科课标对自信心有所提及，但并不是很重视。就目前来

看，提及自信心的主要在语言类的学科，其他学科如高中地理、高中化学等则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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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提及自信心。树立自信心对各科的学习都非常重要，应该引起重视。

（二十一）计划、组织与实施

图５２４　计划、组织与实施在３５门学科课标中的频率分布情况

从图５２４可以看出，计划、组织与实施被提及的频率较小，只有１６门学科

课标有所提及，且频率都低于１０次，比如高中体育、义务教育语文等。而其他

的１９门学科课标如高中地理则没有提到计划、组织与实施。

计划、组织与实施是学生在学习过程所应具备的重要素养之一。部分现行课

标有所提及但很少，也有些课标没有提到这一方面。这表明当前的学科课标对计

划、组织与实施这一素养的培养体现得还不够。

（二十二）生涯发展与规划

从图５２５可以看出，有１１门学科课标提及了生涯发展与规划，频率在１～５

次。比如高中俄语５次，高中技术４次等。高中化学等２４门学科课标未提及生

涯发展与规划。

总体而言，现行课标较少甚至没有提及生涯发展与规划，表明当前学科教育

在如何培养学生的生涯发展与规划方面重视程度不够高。如何在学科教育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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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２５　生涯发展与规划在３５门学科课标中的频率分布情况

生涯发展与规划的培养应当引起重视。

（二十三）学习素养

图５２６　学习素养在３５门学科课标中的频率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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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５２６可以看出，学习素养被提及的频率较高，在各个学科课标间的分

布差异较大。提及频率过百的有高中历史 （２７１）、义务教育历史 （２４２）、高中思

想政治 （２１５）、高中化学 （１２１）。其他如义务教育英语等２１门学科提及学习素

养的频率在２０～７５次。另外１０门学科课标提及频率在２０以下。

学习素养在所有学科课标中高频率地被提及，体现了当前教育对学习素养的

重视。但重视程度在不同学科之间存在差异，比如高中历史、义务教育历史高频

率地提及了学习素养，而义务教育思想品德、高中美术等则很少提及学习素养。

学习素养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素养，与各科的学习都紧密相关，不应该出现过大的

学科差异。

（二十四）主动探究

图５２７　主动探究在３５门学科课标中的频率分布情况

从图５２７的可以看出，主动探究被提及的频率较大，在各个学科课标间的

分布有差异。比如义务教育化学课标５０次提及了主动探究，其他学科课标提及

主动探究的频率依次为义务教育生物学３６次、义务教育初中科学３４次、高中物

理３３次、高中生物２８次、义务教育物理２７次、高中化学２５次、高中语文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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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义务教育美术２１次。频率低于２０次的有高中数学等２２门学科课标。高中

美术等４门学科课标没有提及主动探究。

图５２７的数据表明，当前教育比较注重学生的主动探究能力，特别是在有

关科学领域的学习 （如化学、物理、生物等）体现尤为明显。主动探究能力不仅

在科学领域的学习中备受重视，在其他人文、语言领域的学习中也有所渗透。

（二十五）问题解决能力

图５２８　问题解决能力在３５门学科课标中的频率分布情况

从图５２８可以看出，问题解决能力被提及的频率较高，在各个学科间的分

布差异较大。比如高中物理６１次提及了问题解决能力，其他的５个学科也较多

地提及了问题解决能力，频率依次为高中思想政治４６次、高中技术２７次、高中

数学２２次、义务教育物理２１次。其他２３门学科课标 （如高中历史）提及频率

在２０次及以下，高中英语等７门学科没有提及问题解决能力。

这表明，我国现阶段教育非常重视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从思想理论高度

（如思想政治、历史等学科）和实际操作层面 （物理、技术等学科）都强调了问

题解决能力的培养。这一能力在较多学科中都有所体现，而在高中美术、高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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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等学科中则体现较少甚至没有体现。

（二十六）冲突解决能力

图５２９　冲突解决能力在３５门学科课标中的频率分布情况

如图５２９所示，３５门学科课标都没有提及冲突解决能力。这表明当前的教

育在冲突解决能力的培养上还存在空白，如何在学科教育中体现这一素养的培养

值得深思。

（二十七）实践素养

从图５３０可以看出，３３门学科课标提及了实践素养，总体频率高，但学科

间分布差异大。其中高中物理提及了１２１次。频率在１０～１００次的有１５门学科

课标，其他的都在１～１０次。另外有２门学科课标没有提及实践素养，分别是义

务教育历史、义务教育英语。

无论是从提及频率还是覆盖学科种类都可以看到，当前教育对学生的实践素

养非常重视。在科学类和艺术类的学科中强调了科学学习和艺术学习中的实践。

另外，语言学习中也提及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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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３０　实践素养在３５门学科课标中的频率分布情况

（二十八）反思能力

图５３１　反思能力在３５门学科课标中的频率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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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５３１可以看出，２０门学科课标提及了反思能力，但频率较低。其中义

务教育艺术提及了１１次，其他的都在１～１０次。另外１５门学科课标没有提及反

思能力。

总体来看，反思能力作为跨学科的能力被提及较少，受重视程度不足。相对

来说，科学相关的学科对反思能力有所体现，而历史语言类的学科则较少涉及反

思能力。反思能力对个人学习和成长都非常重要，应引起重视。

（二十九）创新与创造力

图５３２　创新与创造力在３５门学科课标中的频率分布情况

从图５３２可以看出，３４门学科课标对创新与创造力有所提及，但频率相对

不高。比如高中技术课标提及了３０次，其他的都在２０次以下，如义务教育艺术

等。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没有提及创新与创造力。

大部分学科课标提到了创新与创造力，特别是在技术学习、艺术学习中体现

明显，另外科学学习等也都有所体现，说明我国教育比较注重学生这方面素养的

培养，并且注重不同领域学习中的创新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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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价值观

图５３３　价值观在３５门学科课标中的频率分布情况

从图５３３可以看出，３１门学科课标提及了价值观，但频率不高。其中高中

思想政治提及了１８次，高中生物提及了１５次，高中技术和义务教育历史分别提

及了１４次，其他的都在１～１０次。４门学科课标没有提及价值观。

由此可见，当前学科比较注重学生价值观的教育。这主要体现在思想政治教

育和历史等学科当中，同时也在其他的学科中有所体现，表明当前价值观的教育

结合了思想政治层面的专门教育，也广泛渗透到了其他的多学科中。

（三十一）语言素养

从图５３４可以看出，语言素养被提及的频率较大，并且都集中在几个语言

学科课标中。比如在高中英语中提及了３２１次，义务教育英语中１９１次，义务教

育语文１６７次，高中语文１１８次，高中俄语１１２次，义务教育日语、高中日语、

义务教育俄语则分别为９４、８２、５０次。高中数学、高中历史、义务教育化学只

零星提到了语言素养，分别为６、２、２次。其他的２４门学科课标没有提及语言

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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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３４　语言素养在３５门学科课标中的频率分布情况

由此可见，现行课标非常注重学生语言能力的培养，包括母语和外语能力，

这些都明显集中在专门的语言学科当中，而在非语言学科当中则几乎没有体现。

体现了我国现阶段语言教育的专门性和针对性。然而，学习其他学科的同时也可

以培养相应的语言素养，现行学科课标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体现。

（三十二）数学素养

从图５３５可以看出，只有５门学科课标提及了数学素养，分别是高中数学

（１０５次）、义务教育数学 （９５次）、高中物理 （７次）、义务教育物理 （２次）、义

务教育品德与生活 （２次）。

这表明，当前对数学素养的培养具有专门性，主要集中在数学学科中。而其

他的与数学关系密切的学科 （如物理、化学、生物、科学等）却很少甚至没有体

现数学素养，是当前学科教学需要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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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３５　数学素养在３５门学科课标中的频率分布情况

（三十三）科学素养

图５３６　科学素养在３５门学科课标中的频率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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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５３６可以看出，科学素养被提及的频率较高，在各个学科课标间的分

布差异较大。比如高中物理２０４次提及科学素养，其他的学科课标也较多地提及

了科学素养，频率依次为义务教育初中科学１６２次、义务教育化学１２３次、义务

教育物理１０７次。频率在１０～１００次的有义务教育生物学等１０门学科课标。１９

门学科课标提及科学素养的频率在１～１０次。２门学科课标没有提及科学素养。

这表明，当前教育非常注重学生科学素养的培养，这主要体现在科学相关的

学科当中，如高中物理、义务教育初中科学、义务教育化学等，体现了学科特

色。同时科学素养的培养在其他较多的学科中也有所体现。由此可见，培养学生

的科学观念、树立科学态度以及科学精神在我国教育中处于重要地位。

（三十四）信息技术素养

图５３７　信息技术素养在３５门学科课标中的频率分布情况

从图５３７可以看出，信息技术素养被提及的频率较大，在各个学科课标间

的分布差异较大。其中，高中技术最多，提及信息技术素养６８次，其他的科学

和语言学科也分别提及了信息技术素养，频率依次为高中物理４２次、义务教育

初中科学３６次、高中日语２６次、高中生物２５次。其他学科提及频率在２０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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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高中思想政治等４门学科提及信息技术素养频率为０。

信息技术素养强调个体收集和使用信息、技术的能力，这在理工学科中体现

得较充分，如高中技术、高中物理、义务教育初中科学等，特别是有专门的技术

课程 （高中技术）对其进行培养，表明我国教育对学生信息技术素养的重视，同

时也有较多的学科兼顾了这一素养。

（三十五）艺术与审美能力

图５３８　艺术与审美能力在３５门学科课标中的频率分布情况

从图５３８可以看出，１７门学科课标提及了艺术与审美能力，总体频率较高，

但分布差异较大。其中义务教育音乐和高中音乐分别提及了１８１次和１１９次。义

务教育艺术和高中艺术则分别提及了９６次和９０次。高中美术、义务教育美术、

高中语文提及的频率在２０～５０次。其他的１０门学科课标都在１～１０次。１８门学

科课标没有提及艺术与审美能力。

当前教育非常注重学生的艺术与审美能力，特别是艺术类的学科 （如义务教

育音乐、高中音乐、义务教育艺术等）提及频繁，这表明当前教育对艺术与审美

能力培养的专门性和集中性。而在其他学科则渗透得很少甚至没有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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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人文素养

图５３９　人文素养在３５门学科课标中的频率分布情况

从图５３９可以看出，２８门学科课标提及了人文素养，频率较高，但在各个

学科间差异较大。其中义务教育英语６３次，高中美术３２次，有三门学科课标提

及人文素养频率在２０～３０次，８门学科课标在１０～２０次，其他的都在１～１０次。

７门学科课标没有提及人文素养。

提及人文素养的学科主要是语言类的学科和艺术类的学科，这体现了当前语

言类教育和艺术类教育不仅强调学生语言能力和艺术与审美能力的培养，也强调

教育学生具有人文素养，具备人文关怀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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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现行课标中核心素养的整体分析

核心素养的概念比单一的知识和技能更宽泛，是相关知识、认知技能、态

度、价值观和情绪的集合体。本章采用内容分析法对高中阶段和义务教育阶段共

３５门学科课标进行了核心素养的分析，以句子为单位划分整个文本，然后在每

个句子中查找核心素养，并进行编码、归类和统计。这种分析方法具有系统性、

客观性和定量性的优势，最大限度地提取了关于各类素养的陈述。下面从内容、

结构、理念三个层面对现行课标的核心素养加以分析。

一、现行课标中核心素养的内容分析

（一）现行课标重视对核心素养的培养

现行课标注重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现行

课标提及素养的整体频率基数大 （９６９７次）；第二，现行课标广泛涵盖国家和社

会期望的、成长为人才所必需的素养。本报告共涵盖了３６种素养，除了冲突解

决能力，其他所有素养都有所提及，其中包含了当今主要国家、地区或国际组织

所提出的核心素养指标，如沟通与交流能力、团队合作、信息技术素养、语言素

养、实践素养、人文素养等。由此可见，现行课标对核心素养的培养非常重视，

而且较全面地关注了未来人才所必备的素养。

（二）现行课标对各素养重视程度存在差异

各学科课标大都充分体现了该课程的目标，涉及了多种核心素养。但对于各

种素养的重视程度存在差异。总体来看，与学习，特别是学科学习有关的素养提

及较多，而对与生活有关的素养则没有体现出足够的重视。比如基础教育阶段各

学科课程标准中，被提及频率居于前三位的学习素养、语言素养、科学素养，其

频率分别是１８４３次、１１４５次、９８９次，而居于最后几位的频率很低，如安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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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与行为４２次，适应能力３３次，生活管理能力３０次，生涯发展与规划２７次，

冲突解决能力为０次。

（三）现行课标体现了素养的发展性

从义务教育阶段到高中阶段的素养名次的升降，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学生年

龄的增长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课标对工具与人文领域中的语言能力和信息技术

素养的要求也相应提高，对自我发展类的实践能力、问题解决能力、情绪管理能

力、适应能力、生涯发展与规划、独立自主等素养也更加重视，更注重社会参与

类的多元文化、环境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社会参与和贡献，以及公民意识等

的培养。而对其他的素养要求则保持不变，或者相对下降。由此可见，随着个体

的发展，当前的学校教育对语言和信息技术的掌握越来越看重，对学生的实践和

问题解决能力、计划组织与实施、生涯发展与规划、情绪管理能力等有更高要

求，以期更好地独立于社会并适应社会发展。这些变化反映出了现行课标注重学

生的发展，对相应素养的培养也符合学生的发展规律。

（四）现行课标高度重视少数工具性素养的培养

１．重视学习素养

从前面的分析来看，现行课标依然体现了学习本位的思想。学习素养是当前

课标强调的重中之重。学生在基础教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因此学习知

识、学习技能，以及学会学习等都非常重要。这一点在课标分析中体现得非常明

显，不论是高中学习阶段的学科课标，还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课标，学习素养

被提及的频率都是最高的，并且超出第二位很多。比如，其被提到的频次在高中

阶段课标中占所有３６种素养频次总和的２０．８％，在义务教育阶段课标中则占总

素养频次的１７．１％。

２．语言素养和科学素养并重

语言素养就是有效运用口语和书面语言，进行阅读、写作和交流的能力，既

包括母语能力也包括外语能力，而科学素养则是关于物理、化学、生物等知识、

技能的掌握，类似于理科能力。我们的分析结果显示，义务教育阶段，科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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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频率比语言素养略高，而高中教育阶段，语言素养提及频率比科学素养频率

略高，但两者频率都仅次于学习素养，居于前列。说明现行的学科课标中依然非

常强调语言、科学等知识和技能的掌握。

３．注重学生的实践素养

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实践是极其重要的一环。传统教育过于重视理论知识而

忽视实践，这一问题在现行课标中有所纠正。根据对现行课标中素养频率统计观

察，实践素养被提及的频率达６００次左右，排名居于第五位，在各学科素养分析

中也看到有９门学科课标提及实践素养频率超过１０％。由此可以看出，培养学生

的实践素养越来越得到重视。

（五）现行课标对社会参与及人文性素养的重视不够

１．现行课标对人文性核心素养的强调程度不足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非常强调人文精神的培养：“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

创新精神……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现行课标体现了对人

文精神的培养。比如说，课标中较高频率地提及了艺术与审美能力 （６２２次，排

名第四）、人文素养 （３３１次，排名第九）、创新与创造力 （２６３次，排名第十

二）。而在现行课标中，关于社会参与和贡献 （１０２次）、尊重与包容 （６０次）、

伦理道德 （５９次）、公民意识 （４２次）等素养虽然有所提及，但相较于其他的素

养如学习素养、科学素养、语言素养等，被提及频率相差甚远。因此未来的教育

改革和课标修订应该更加重视这部分素养的培养。

２．现行课标不够重视德育的培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学生品德的培养是教育的一个重心。然而，通过

对现行课标的分析，我们并没有看到基础教育对德育的足够重视。比如，伦理道

德这一核心素养作为直接体现德育的指标在课标中被提及的频率非常少。其表现

在：第一，被提及的总频率很低，只有５９次；第二，提及伦理道德的学科课标

很少，只有１０门，而没有提及的则有２５门；第三，德育相关的学科课标也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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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伦理道德，比如义务教育思想品德 （２１次），义务教育品德与生活 （８次），

高中思想政治 （２次）。由此可见，现行学科课标在德育上还需加强，特别是在

德育相关的学科中应重点关注。同时，德育也应该在其他学科的教学和学习中有

所涉及。

３．现行课标没有高度重视对价值观的教育

从价值观的定义来看，价值观是个人对人、事、物总的评价和看法，是人行

为处事的基础。在本次的素养分析中，价值观也被列入了核心素养的行列进行了

分析。从统计的频率来看，３５门课标中有３１门在一定程度上都提及了价值观，

总共提到１５６次，在３６种素养中排名１７。因此，现行课标在一定程度上也强调

了价值观作为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性。但是，我们认为对价值观的重视程度还不

够。按照经合组织的理论观念，素养不仅是知识、技能或能力，而是比知识和技

能更宽泛的概念，是相关知识、认知技能、态度、价值观和情绪的集合体。可

见，价值观是核心素养谱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正确价值观的指引，人就缺

乏获取知识与能力的动力，已获得的知识与技能也难以被有效地利用。因此，价

值观的培养应该贯穿所有的学科，它的重要程度应该与学习素养、实践素养比

肩。在分布的广度上，价值观广泛地分布于大多数的学科中，这体现了价值观这

一素养的特性，但仍然有４个学科没有提及价值观的培养。从数量上看，价值观

的提及频率远低于学习素养等工具性素养，在这方面还需要加强。

４．现行课标缺乏对冲突解决能力的培养

３５门现行学科课标中均没有提到冲突解决能力。而事实上，在人与人交往

的现代社会，冲突现象常有发生。如何恰当地解决个体之间或者群体之间的冲

突，对于维系社会关系、保持社会和谐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冲突解决的能力，虽

然不像语言素养或科学素养那样能作为实现价值的知识基础，但如果不能很好地

解决冲突，可能会对现有的价值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从价值保持、社会和谐稳

定的意义上来说，冲突解决能力甚至与学习素养、语言素养等同等重要。因此，

未来的教育改革应注重冲突解决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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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行课标中核心素养的结构分析

（一）核心素养在不同科目中分布不均衡

虽然现行的课标中都重视了核心素养的培养，但是重视的程度有很大的差

别。在所有的课标中提及素养关键词最多的是高中物理，有５５０次，而与高中物

理有着同等学科比重的高中化学却只有２５２次，后者不足前者的一半。同样的，

高中历史课标中素养关键词被提及了４４７次，而高中地理却只提及了１５９次。这

些课程在学校中学习的课时数大体相当，所以它们应该有相当的时间来培养学生

的各种素养。这种不均衡性体现了课标设计在核心素养培养方面缺乏整体上的统

筹性，可能会导致在实际教学的过程中某一些科目的教师所承担的培养任务过

重，而一些科目的教师则缺乏培养学生素养的意识。

（二）核心素养在同一课标内部分布不合理

１．实施建议部分核心素养分布过少

现行的课标一共分为四个部分：前言、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实施建议。从

获得的数据上看，在３５门学科课标中，总计提及核心素养９６９７次，对比核心素

养在课程标准中不同位置的出现频率，课程内容部分最多 （４３４０次），实施建议

和课程目标两部分相对较少，分别为１９７０次和１８８４次，最少提及的是前言部分

（１５０３次）。课程标准应该在前言部分提出基本的理念，在目标部分说明要实现

的核心素养，在内容部分细化目标中提出的核心素养，而在实施建议部分应该提

出实现内容部分所提出的核心素养的细化指标。因此，一个结构良好的课程标准

的核心素养关键词的分布应该是，前言和目标部分最少，内容部分要多于目标部

分，实施建议部分要至少与内容部分相当。目前的课标，前言、目标和内容部分

的比例是基本合理的，但实施建议部分的关键词还不到课程内容部分的一半，这

显然分布得过少。由此可以推断，目前的课标在实施建议部分较为薄弱，较为缺

乏指导教学实践的可操作性。

２．各学科中的核心素养分布侧重差异巨大

虽然从整体上，现行课标的核心素养大约一半的比重都分布于课程内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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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并非所有学科的核心素养分布情况都是内容侧重型的，各学科存在着很大的

差异性 （见表５６）。

表５６　各学科的核心素养分布情况

类型 课程名称 前言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实施建议

内容偏重型

义务教育语文 ６３ ０ １７９ １１４

高中数学 ６０ ２９ １１８ ３５

义务教育化学 ４０ ３４ ２５４ １６

建议偏重型

高中地理 ３４ ３４ １ ９０

义务教育地理 ２８ ２９ １ ４２

义务教育日语 ５４ ５１ ７８ １３３

目标偏重型
高中语文 ４９ １８０ ０ １６７

高中思想政治 １５ ３３４ １ １７

由表５６可以发现，不同学科核心素养的分布侧重有极大的不同，甚至有两

门学科在某一部分根本就没有提及核心素养，有三门学科在课程内容部分只提及

了一次。这反映出在课标制定的过程中在核心素养培养方面缺乏协调统筹的一致

性，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

三、现行课标中核心素养的理念分析

（一）学科本位

现行的课标中涵盖了符合国际发展趋势的广泛的素养类型，也试图将一些新

的素养加入到各学科中，以体现学科培养的综合性。但是，从整体上看，这些素

养的设置依然是围绕着各个学科进行的，这体现了一种 “学科本位”的素质观。

１．各学科注重本学科相关素养的培养

根据对各学科课标的观察和分析可以看出，单项的课程非常注重与本学科相

关的素养的培养。比如，高中俄语课标中语言素养被提及的频率占２９．６％，高

中化学课标中科学素养被提及的频率占１３．９％，义务教育生物学课标中科学素

养被提及的频率占４１．１％。然而，这种针对性的素养培养模式却忽视了对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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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的培养，缺乏素养的整体观。比如，高中俄语课标中未提及的素养项目有９

项，义务教育生物学课标中未提及的素养有１６项。经合组织提出素养是成功应

对复杂问题的一组潜在的能力，是涉及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等的综

合体。因此单项的课程过于注重单一素养的培养，不利于全面素质人才的培养，

或者说当下还缺乏培养综合素养的课程。

２．跨学科素养有所体现但依然不足

现行课标除了注重课程相关的素养外，也一定程度地体现了一些跨学科素

养，如主动探究能力、创新与创造力、问题解决能力等，其被提及的频率都在

２００次以上，而另外的诸如独立自主，反思能力，计划、组织与实施，适应能力

等都相对较少被提及 （被提及频率小于１００次）。在当今倡导的终身学习观念下，

这些跨学科素养甚至比学科指向的素养更加必要和重要。很显然，当前课标应该

在跨学科素养的培养上加大力度。

（二）工具理性

所谓 “工具理性”，就是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 （手段）的有用性，从而

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人的某种功利的实现服务。从内容分析中可以看出，关

于工具性的素养诸如学习素养、语言素养、科学素养、实践素养等被提及的频率

非常高，而关于尊重与包容、伦理道德、多元文化等体现人文关怀的素养被提及

的频率则非常低。比如基础教育阶段学科课程标准中，被提及素养频率最多的是

学习素养、语言素养、科学素养，其频率分别是１８４３次、１１４５次、９８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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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六　 章

对核心素养推行的实践探索

　　　

毋庸置疑，如何将核心素养从一套理论框架或者育人目标体系，落

实与推行到具体的教育、社会活动中去，进而真正实现其育人功能与价

值，是各国际组织、国家或地区在建构核心素养指标体系时所面临的重

大问题。由于各组织、国家、地区启动核心素养研究的时间进程并不一

致，因而，有的组织、国家或地区在落实与推进方面已经走在了前面，

而有的组织、国家或地区则还正在酝酿和发展之中。无论如何，考察各

国际组织、国家或地区的核心素养实施过程，对我国核心素养的遴选与

落实都将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通过对国际文献的梳理发现，虽然核心素养教育理念的提出是一个

相对较新的议题，各国家和地区在具体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方面也存

在很大差距，但从全球的角度来看，目前走在该领域前列的国际组织、

国家或地区，实际上已经在实践探索中发展了一系列较好的方式或模式，

包括基于核心素养的教育质量评估、课程教学改革、教师专业发展，以

及学习环境创设等。本章将对这些实践探索方式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

上提出对我国落实和推行核心素养的借鉴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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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基于核心素养的教育质量评估发展

立足于提升教育质量这一目标，一些组织、国家或地区在建构核心素养指标

体系的过程中，主要是将其作为学习结果的统一评价标准。因此，这些国际组织

或国家落实与推进核心素养的主要方式，就是发展教育质量的评估目标、内容和

手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经合组织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代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学习成果衡量特设工作组”，其目标是通过探究学生

最需要学习的内容和实现的学习目标，进而将其转化为可测量的指标，最终提升

学生的学习质量。基于此目标，“特设工作组”在其发布的 《迈向普及学习：来

自学习指标特设工作组的建议》报告中，提出了全球学习质量跟踪的核心指标以

及测量方式和方法，具体如表６１所示 （ＬＭＴＦ，２０１３）。

表６１　全球学习质量跟踪的测评指标

测评范围 测评指标

全民学习
把学业完成情况与学习质量测评 （如小学毕业时测评阅读水平）整合为

一个指标。

学龄与教育问题
及时测评入学率、学习过程与毕业率；基于人口数量来跟踪未入学率和

退学率。

阅读素养 到３年级时测评阅读基本技能，到小学毕业时测评整体阅读水平。

数学素养 在小学毕业时测评数学基本技能，到初中入学时测评整体数学水平。

学习准备 测评幼儿入小学时在各领域学习中的接受水平及其发展性。

世界公民 测评青少年在集体、国家和世界上成功生活所必需的价值与技能水平。

学习的机会 跟踪测评学生在七个学习领域中的学习机会。

其实，在 “学习成果衡量特设工作组”项目启动前，加拿大就已开启了基于

终身学习的 “综合学习指数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Ｉｎｄｅｘ，简称 ＣＬＩ）”研究。

２００６年，由加拿大学习委员会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简称ＣＣ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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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的四大支柱，在收集、整理和分析加拿大人在各学

习领域中的学习指标数据后，提出了含有１７个指标和２４个具体参数的 “综合学

习指数”测评框架。在测评框架提出后，项目组每年都对加拿大各州和地区的学

习质量进行测评和监控，并及时公布各地区的学习指数。

紧随加拿大，欧洲联盟在２０１０年也启动了 “欧洲终身学习指数 （ＴｈｅＥｕｒｏ

ｐｅａｎＬｉｆｅｌｏｎ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Ｉｎｄｅｘ，简称ＥＬＬＩ）”这一项目。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

身学习的四大支柱为基本框架，基于加拿大的 “综合学习指数”，该项目组采用

因素分析、多元线性回归等多种统计分析方法，最终确立了包含３６个指标的

“学习指标体系”，并用于评估和检测欧盟国家的教育质量，其２０１０年的监测结

果如表６２所示。随着学习指标的逐步完善，这一指数可望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可

和支持，进而参与到旨在促进各国教育质量提升的全球化质量监控网络中。

表６２　２０１０年欧洲各国终身学习指标测量结果

序号 国家 学习指标 序号 国家 学习指标

１ 丹麦 ７５．６５ １３ 捷克共和国 ４２．２０

２ 瑞典 ７１．２３ １４ 爱沙尼亚 ４０．８６

３ 荷兰 ６６．１３ １５ 意大利 ３６．７６

４ 芬兰 ６４．９６ １６ 葡萄牙 ３３．２４

５ 卢森堡 ５８．４８ １７ 斯洛伐克 ３１．１７

６ 比利时 ５７．３２ １８ 拉脱维亚 ２９．７１

７ 英国 ５６．９２ １９ 波兰 ２９．３５

８ 澳大利亚 ５３．９１ ２０ 匈牙利 ２７．１１

９ 法国 ５３．４８ ２１ 希腊 ２３．４２

１０ 德国 ４７．７７ ２２ 保加利亚 ２０．０７

１１ 斯洛文尼亚 ４７．６２ ２３ 罗马尼亚 １７．３１

１２ 西班牙 ４６．０９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所不同，经合组织在ＤｅＳｅＣｏ项目启动前就已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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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对核心素养推行的实践探索

ＰＩＳＡ这一国际性教育质量测评项目。因此，在ＤｅＳｅＣｏ项目提出核心素养指标

体系之后，ＰＩＳＡ项目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阅读、数学及科学素养进行了更具

体的界定，同时也发展完善了评估内容和手段。修订后的素养概念界定如表６３

所示。

表６３　ＰＩＳＡ对阅读、数学及科学素养概念的阐释

阅读素养
为实现个人目标，发展个人知识与潜能，增进社会参与，而理解、运用和反思

文本的能力。

数学素养
认识和理解数学在现代生活中的地位，做出有充分根据的判断，有效地运用数

学以满足一个具有建构性、反思性的热心公民的生活需求。

科学素养
运用科学知识、发现科学问题、得出有证据的结论，从而帮助我们理解自然界，

对其做出决策，并通过人的活动对其进行改造。

作为国际性组织，欧盟则直接监控和评估了欧洲国家的核心素养落实情况。

２０１２年，欧盟对欧洲国家在学校教育中开发核心素养的情况做了调查，而后发

布了题为 《欧洲学校中核心素养的发展：政策方面的挑战与机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Ｋｅｙ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ｓａｔ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ａｎｄ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ｆｏｒＰｏｌｉｃｙ）

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欧盟对各国关于核心素养的政策支持、课程改革、学生

评价、低学业成就者支持及继续教育五个方面进行了评估。例如，欧盟对各国支

持核心素养的政策取向类型进行了检视、比较和综合评估，其结果如图６１

所示。

此外，欧盟通过调查各国在课程教学中落实核心素养的情况后发现，各国对

如何在学校教育中落实跨领域素养所采取的措施并不一致。总体而言，大部分国

家在基础教育课程中都融入了三种跨领域核心素养，即公民意识、创业精神和数

字化素养。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在小学教育阶段中未融入创业精神这一核心

素养的培养，同时，也有少数的国家在基础教育各阶段的课程中均未融入创业精

神。此外也发现，数字化素养在各个国家都受到普遍重视，只有少数国家在小学

教育阶段中未融入数字化素养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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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

图６１　欧洲国家在普通教育中培育核心素养的政策状况

总之，作为国际性组织，欧盟对各国在落实和开发核心素养方面的监控与评

估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这些实践探索将有利于推动核心素养在各国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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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对核心素养推行的实践探索

第二节　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教学改革

由于各国或地区实际情况的不同，他们在课程改革中落实核心素养指标体系的方

式方法也各有不同。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直接指导型与间接融通型。

一、直接指导型

所谓直接指导型，就是将核心素养指标体系直接作为课程改革的基础框架，

指导国家的课程改革。一般而言，这种类型又分为两种情况。

首先，受ＯＥＣＤ、欧盟等国际性组织的影响，一些国家较早地启动了核心素

养的研究，例如新西兰、法国等。因而，这些国家在２１世纪初就启动了以核心

素养为基础的课程改革，并以立法的形式正式颁布了新课程。例如，法国在

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１日正式通过并颁布了 《共同基础法令》，以教育法的形式将核心素

养指标融入课程目标之中。与之类似，匈牙利教育文化部于２００７年颁布了 《国

家核心课程》。新西兰也在２００７年正式颁布了 《新西兰课程》（Ｔｈｅ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简称ＮＺＣ），其中正式提出了五种核心素养，并建构了相应的发展

核心素养的网络 （如图６２所示）。

其次，还有一些国家或地区，当前正在启动以核心素养为基本框架的课程改

革，例如，中国台湾地区、日本等。中国台湾地区在２００８年启动了 “建置十二

年一贯课程体系方案”的研制项目。随后，２０１１年１月正式启动十二年国民基

本教育。同年２月，台湾地区 “行政院”成立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推动委员会，

台湾地区教育部成立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推动小组，积极研议十二年国民基本教

育实施计划及相关配套措施。

日本也正在积极地开展以核心素养为教育课程编制基础的研究，准备在

２０１５年修订课程，启动新一轮课程改革。２０１２年，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发

布了有关教育课程编制基础的研究报告三。在报告中，基于培养完整的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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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

图６２　新西兰发展核心素养的网络

组从１３１个课程开发案例中选出３４个做具体分析，而后在项目组全体会议上正

式提出要制定以核心素养为支柱的未来教育课程方案。项目组同时也指出，在课

程中建立学生的思考力 （知）与道德性 （心）之间的关联是有必要的。因此，提

图６３　形成完整人格的课程改革方案 （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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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对核心素养推行的实践探索

出了融通智力发展与道德教育的新课程方案 （见图６３和表６４、６５）（国立教育

政策研究所，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又发布了教育课程编制

基础研究的报告五。报告中，基于新近提出的２１世纪型能力模型，提出了分化

到各个年龄阶段的具体化课程目标方案 （见表６６和表６７）。

表６４　核心素养的具体化与各门课程 （小学）的主要分担任务 （试行方案）（一）

知
国

语

社

会

算

术

理

科

生

活

音

乐

画图

手工

家庭

科

体

育

外语

学习

综合

学习

时间

道

德

特别

活动

思

维

能

力

分类 ○

比较 ◎ ○体

建立联系 ◎ ◎ ○ ○保 ○ ○

多方位思考 ◎ ◎

判

断

能

力

自我设定

目标
◎ ◎体 ○ ◎

对设定目标

进行相应信

息采集

从多种信息

中选取适当

信息

○ ○ ○ ◎保 ◎

表

达

能

力

获 取 （发

现 ） 应 当

（希 望）表

达的内容

○ ◎ ◎ ○

能够以目的

为中心准确

整 理 表 达

内容

◎ ○ ○ ◎

　　注：在多个素养选项中选出与各门课程密切相关、最应受到重视的素养元素，具体见表

格中的符号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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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

表６５　核心素养的具体化与各门课程 （小学）的主要分担任务 （试行方案）（二）

心
国

语

社

会

算

术

理

科

生

活

音

乐

画图

手工

家庭

科

体

育

外语

学习

综合

学习

时间

道

德

特别

活动

自我

调节

能力

（与

自己

相关）

理解并尊重

自己
◎ ◎保 ◎

控制自己的

情绪
◎

自己决定并

完成
◎ ○ ○ ○

人际

关系

形成

能力

（与

他人

相关）

倾听对方的

想法，表达

自己的想法

◎ ○保 ◎

知道自己与

他 人 的 区

别，理解并

尊重他人

○ ◎ ○ ◎ ○体 ○

寻求一致，

进行合作
○ ○ ○

参与

和构

建社

会的

能力

（与

社会

相关）

放眼未来，

主 动 接 触

社会

◎ ○

拥有共同目

标，双方达

成 一 致 的

方案

○ ◎

双方分工协

作，努力实

现目标

◎ ○ ◎体 ◎

　　注：在多个素养选项中选出与各门课程密切相关、最应受到重视的素养元素，具体见表

格中的符号标注。“控制自己的情绪”“自己决定并完成”“双方分工协作，努力实现目标”等

因素对于 “培养积极努力的学习态度”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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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６
　
在
学
校
各
阶
段
需
要
培
养
的
实
践
能
力
与
价
值

（
培
养
能
够
珍
爱
生
命
和
大
自
然
、
与
他
人
共
同
创
造
可
持
续
发
展
未
来
的
具
有
主
体
性
的
学
生
）

小
学

中
学

低
年
级

高
年
级

初
中

高
中

自 律 活 动 力

个 人

【
能
力
】

自
我
认
识

自
我
调
整

决
策

主
体
性

【
价
值
】

控
制

自
尊

自
信

张
扬
个
性

不
屈
不
挠

上
进
心

【
生
活
习
惯
】
【
健
康
·
体
能
】

养
成
基
本
生
活
习
惯
，
注
意
健

康
生
活
。

【
计
划
执
行
能
力
】

在
日
常
学
习
和
生
活
中
培
养
。

【
自
我
认
识
·
张
扬
个
性
】

能
说
出
自
己
喜
欢
的
和
讨
厌
的

事
物
。

【
自
律
】

区
分
好
与
坏
，
向
自
己
认
为
好

的
那
一
方
向
前
行
。

【
选
择
能
力
】

注
意
到
自
己
喜
欢
的
东
西
。

【
生
活
习
惯
】
【
健
康
·
体
能
】

自
己
能
做
的
事
情
自
己
来
做
，

仔
细
思
考
，
过
有
节
制
的
生
活
。

【
计
划
执
行
力
】

找
到
目
标
，
在
日
常
生
活
学
习

中
为
此
努
力
。

【
自
我
认
识
·
张
扬
个
性
】

注
意
到
自
己
的
特
点
，
发
扬

长
处
。

【
自
律
】

坚
持
自
己
认
为
正
确
的
判
断
。

【
选
择
能
力
】

思
考
自
己
想
做
的
、
认
为
是
对

的
事
情
，
全
力
行
动
。

【
生
活
习
惯
】
【
健
康
·
体
能
】

养
成
良
好
的
生
活
习
惯
，
追
求

身
心
的
进
步
，
生
活
中
注
意
分

寸
与
节
制
。

【
计
划
执
行
能
力
】

拥
有
朝
着
更
高
目
标
踏
实
地
努

力
的
决
心
。
根
据
实
际
情
况
调

整
计
划
。

【
自
我
认
识
·
自
我
接
纳
·
张

扬
个
性
】

正
视
自
己
，
积
极
进
取
的
同
时

张
扬
个
性
。

【
自
律
】
【
自
我
决
定
】

自
主
思
考
，
努
力
完
成
课
题
，
并

对
结
果
负
责
。

【
选
择
能
力
】

根
据
自
己
的
个
性
、
兴
趣
以
及

喜
爱
的
事
物
，
做
出
更
好
的

选
择
。

【
生
活
习
惯
】
【
健
康
·
体
能
】

养
成
有
节
制
的
生
活
习
惯
，
针

对
身
心
的
健
康
状
况
采
取
适

当
的
应
对
措
施
。

【
计
划
执
行
能
力
】

努
力
完
成
自
我
探
索
与
自
我

实
现
，
为
了
实
现
目
标
而
制
订

计
划
并
予
以
评
价
。

【
自
我
认
识
·
自
我
接
纳
·
张

扬
个
性
】

接
纳
自
己
的
能
力
与
个
性
，
能

够
对
自
己
的
成
长
做
出
评
价
。

【
自
律
】
【
自
我
决
定
】

以
众
多
信
息
为
依
据
，
决
定
自

己
的
人
生
道
路
。

【
选
择
能
力
】

持
有
自
己
的
价
值
观
，
以
此
为

选
择
的
标
准
，
在
众
多
选
项
中

凭
借
自
身
意
志
和
责
任
做
出

主
动
的
选
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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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

续
表

小
学

中
学

低
年
级

高
年
级

初
中

高
中

【
能
力
】

生
涯
规
划

明
白
在
家
中
和
在
班
级
中
所
做

的
工
作
的
重
要
性
。
思
考
自
己

将
来
想
要
成
为
怎
样
的
人
。

意
识
到
日
常
生
活
和
学
习
与
自

己
的
将
来
有
何
种
关
系
，
对
将

来
怀
有
梦
想
和
希
望
。

理
解
日
常
生
活
和
学
习
与
自
己

的
梦
想
和
未
来
的
生
活
之
间
的

关
系
，
拥
有
一
种
要
在
社
会
上

发
挥
自
己
的
作
用
的
上
进
心
。

根
据
各
种
信
息
，
思
考
前
进

的
道
路
，
创
新
地
开
拓
自
己

的
人
生
。

建 构 人 际 关 系 的 能 力

他 人

【
能
力
】

理
解
他
人
·

共
鸣
·
交
流

【
价
值
】

礼
仪
·
同
情

体
谅

【
礼
仪
·
礼
节
】

寒
暄
，
措
辞
，
注
意
举
止
，
大
方

地
与
人
接
触
。

【
同
情
体
谅
】

亲
切
对
待
身
边
的
人
。

【
交
流
·
表
达
力
】

在
大
家
面
前
说
出
自
己
的

感
受
。

【
礼
仪
·
礼
节
】

知
道
礼
仪
礼
节
的
重
要
性
，
积

极
地
去
实
践
。

【
同
情
体
谅
】

考
虑
对
方
的
感
受
，
热
情
对
待

他
人
。

【
交
流
·
共
鸣
·
表
达
力
】

发
现
朋
友
的
优
点
，
试
着
理
解

他
们
的
感
受
。
简
明
表
述
自
己

的
意
见
或
感
受
。

【
礼
仪
·
礼
节
】

理
解
礼
仪
的
意
义
，
根
据
时
间

与
场
合
采
取
恰
当
的
言
行
。

【
同
情
体
谅
】

采
取
体
谅
身
边
的
人
的
行
动
。

【
交
流
·
共
鸣
·
理
解
他
人
】

尊
重
不
同
人
的
个
性
和
立
场
，
理

解
与
自
己
不
同
的
看
法
和
思
考

方
式
，以
宽
容
的
心
向
其
学
习
。

【
礼
仪
·
礼
节
·
交
流
】

理
解
各
种
各
样
的
立
场
，
针

对
众
多
年
龄
、
性
别
各
不
相

同
的
对
象
进
行
交
流
。

适
当
传
达
自
己
的
想
法
和

意
见
，
正
确
理
解
他
人
的

心
意
。

集 体

【
能
力
】

共
同
工
作
·

职
务
与
责
任

·
意
见
达
成

一
致

与
朋
友
、
家
人
互
帮
互
助
，
共
同

努
力
完
成
各
自
担
任
的
工
作
。

与
朋
友
相
互
理
解
、
相
互
信
赖
、

相
互
帮
助
。

与
朋
友
共
同
努
力
，
建
设
一
个

学
习
和
生
活
氛
围
愉
悦
的

班
级
。

拥
有
可
以
信
赖
的
朋
友
，
相
互

理
解
、
共
同
提
高
。

理
解
所
属
的
各
种
集
团
的
意

义
，
认
识
到
自
己
的
角
色
与
责

任
，
为
了
团
体
生
活
的
进
步
而

努
力
去
解
决
各
种
问
题
。

作
为
集
体
的
一
员
发
挥
出

自
身
的
作
用
，
参
与
策
划
有

利
于
提
高
学
校
生
活
质
量

或
自
己
所
属
的
集
团
水
平

的
活
动
，
共
同
去
解
决
众
多

问
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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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对核心素养推行的实践探索

续
表

小
学

中
学

低
年
级

高
年
级

初
中

高
中

社 会 参 与 的 能 力

社 会 · 文 化

【
能
力
】

规
范
意
识

【
价
值
】

公
德
心

权
利
·
义
务

勤
劳
·
创
造

【
规
范
意
识
】

遵
守
约
定
和
规
则
，
爱
护
公
物
。

【
勤
劳
·
创
造
】

明
白
劳
动
的
意
义
，
为
了
他
人

而
工
作
。

【
规
范
意
识
】

理
解
守
约
以
及
遵
守
社
会
规
定

的
意
义
，
个
人
的
行
为
举
止
要

意
识
到
公
共
的
场
合
。

【
勤
劳
·
创
造
】

知
道
劳
动
的
重
要
性
，
用
心

工
作
。

明
白
有
各
种
各
样
的
职
业
与
生

存
方
式
。

【
规
范
意
识
】
【
权
利
·
义
务
】

理
解
法
律
和
规
定
的
意
义
，
在

遵
守
的
同
时
，
重
视
自
己
与
他

人
的
权
利
，
努
力
完
成
应
尽
的

义
务
。

【
勤
劳
·
创
造
】

了
解
勤
劳
的
珍
贵
以
及
意
义
，

为
社
会
贡
献
的
同
时
，
在
社
会

中
发
扬
自
身
的
优
点
。

【
规
范
意
识
】
【
权
利
·
义
务
】

作
为
社
会
的
一
员
，
认
识
到
自

己
的
义
务
，
为
了
建
设
更
美
好

的
社
会
而
努
力
。

【
勤
劳
·
创
造
·
就
业
力
·
创

业
力
】

理
解
社
会
上
各
种
人
之
间
共

同
合
作
的
意
义
，
发
挥
创
造

力
，
为
建
设
更
美
好
的
社
会
贡

献
力
量
。

社
会
合
作

正
义
·
公
正
遵
守
秩
序
，
与
大
家
友
好
相
处
。
理
解
公
平
决
断
的
重
要
性
，
并

且
付
诸
实
践
。

理
解
正
义
的
含
义
，
对
于
实
现

无
歧
视
、
无
偏
见
的
社
会
抱
有

热
情
。

培
养
公
共
精
神
，
尊
重
人
权
，

共
同
努
力
实
现
更
加
美
好
的

社
会
。

【
价
值
】

传
统
文
化

的
尊
重
与

创
造

宽
容

亲
近
乡
土
文
化
与
生
活
，
对
此

具
有
依
恋
的
情
感
。

深
切
了
解
各
种
文
化
遗
产
的
优

秀
之
处
。

珍
惜
乡
土
文
化
与
我
国
的
传
统

和
文
化
，
与
此
同
时
，
对
外
国
人

和
其
他
文
化
也
持
有
关
注
的
态

度
，
注
意
到
各
种
各
样
的
文
化

遗
产
的
特
征
以
及
价
值
。

作
为
社
会
的
一
员
为
故
乡
的
发

展
而
努
力
，
有
作
为
一
名
日
本

人
的
自
觉
，
为
世
界
和
平
及
人

类
幸
福
做
出
贡
献
。

尊
重
其
他
国
家
，
为
国
际
社
会

的
和
平
与
发
展
做
出
贡
献
。

尊
重
传
统
与
文
化
，
以
创
造
出

有
特
点
的
文
化
为
目
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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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

续
表

小
学

中
学

低
年
级

高
年
级

初
中

高
中

社 会 参 与 的 能 力

生 命 自 然

【
价
值
】

生
命
的

尊
严

防
灾
·
安
全

【
尊
严
】

爱
护
身
边
的
生
物
。

【
防
灾
·
安
全
】

了
解
在
校
及
上
下
学
途
中
的
安

全
行
动
。

【
尊
严
】

爱
护
生
物
，
了
解
生
命
的
可
贵
。

【
防
灾
·
安
全
】

掌
握
所
在
地
区
的
特
点
，
能
够

过
安
全
的
生
活
。

【
尊
严
】

理
解
生
命
的
珍
贵
，
尊
重
自
己

和
他
人
的
生
命
。

【
防
灾
·
安
全
】

思
考
灾
害
发
生
时
的
行
动
和
有

可
能
发
生
的
问
题
，
具
体
思
考

应
采
取
的
对
策
和
支
援
行
动
，

并
付
诸
实
践
。

【
尊
严
】

拥
有
尊
重
生
命
的
精
神
。

【
防
灾
·
安
全
】

了
解
社
会
的
各
种
防
灾
对
策
、

支
援
活
动
和
志
愿
者
活
动
，
努

力
构
建
保
障
生
命
安
全
的

社
会
。

【
价
值
】

感
动
（
敬

畏
）

保
护
·
保
全

亲
近
身
边
的
自
然
，
关
怀
动
植

物
，
并
友
善
地
对
待
它
们
。

意
识
到
大
自
然
的
伟
大
与
神

奇
，
爱
护
身
边
的
大
自
然
与
动

植
物
。

注
意
大
自
然
的
多
样
性
，
深
入

专
注
大
自
然
与
人
类
文
化
的
共

存
关
系
，
积
极
参
与
保
护
自
然
。

为
保
护
地
区
环
境
做
出
贡
献
，

守
护
并
培
育
能
使
多
种
生
物

共
存
的
自
然
，
并
认
识
到
这
是

人
类
的
职
责
。

０５２



第六章　对核心素养推行的实践探索

表６７　各发展阶段需要培养的思维能力 （草案）

运用方法

（做法）
比较　　　分类　　建立关系　　限制条件　　多角度观察　　　发现规律

幼儿时期
小学

低年级 中年级 高年级
初中 高中

发现问题

能力

能够生动

地 表 达

感受。

能 够 整

体、直观

地思考。

能够系统

地思考。

能够全方

位思考。

·能够运用抽

象 概 念 进 行

思考。

·运用逻辑和

实事求是的方

法思考。

·能够运用抽象

概念进行思考。

·运用逻辑和实

事 求 是 的 方 法

思考。

问

题

解

决

过

程

发现

问题

·能够生

动地反应。

·能够通

过现象之

间的联系

发现问题。

·在现象

与已掌握

的知识的

基础上发

现 不 同

之处。

·根据已

掌握的知

识 提 出

问题。

·运用抽象概念

发现问题，并预

测结果。

·运用抽象概念

提出 疑 问，并 合

乎 逻 辑 地 预 测

结果。

·推论

·批判

性思考

·依据行

为以处理。

· 能够处

理 非 保 存

概 念 的 关

系。　

·能够依

据现象之

间的关系

去处理。

·能够依

据现象和

已有的知

识 来 处

理。　

·能够发

现规律并

处理。

·能够依

据已有的

知识进行

处理。

·考虑到

变化的条

件从而予

以处理。

·能够做出逻辑

的推论 （演绎、

归纳、类推、假

说推论）。

·能够运用抽象

的 概 念 进 行

处理。

·能够做出逻辑

的 推 论 （演 绎、

归 纳、类 推、假

说推论）。

·同时处理两个以

上的范畴 （命题、

变数、条件）。

·运用抽象概念

探究问题。

使用

信息

表达

· 开始运

用 语 言 来

表达。

·能够根

据现象与

现象之间

的关系来

表达。

·能够根

据现象与

已有知识

的关系来

表达。

·根据目

的，通 过

与已有知

识之间的

联 系 来

表达。

·能够依据推理

做出判断。

·进行表达时考

虑到议论的论证

手法 （主张、根

据、 数 据、 论

据、 论 证、 推

测、 演 绎、 假

定）。

·理解用于提高

逻 辑 性 的 关

联词。

·根据推理做出

正确判断。

·能够灵活使用

议论的论证手法

进行表达 （主张、

根 据、数 据、论

据、论证、推测、

演绎、假定）。

·能够使用关联

词，提高逻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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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

续表

幼儿时期
小学

低年级 中年级 高年级
初中 高中

评

价

过

程

·回顾

·新的

认识

·自我

调整

·回顾

能够从最

后推算回

最初。

·一致性

能够回顾

输入和处

理 的 过

程，评价

其 是 否

合理

·妥善性

能够兼具

妥善性地

进行回顾

·主旨与主张

的把握

能够把握现象

的关系性。

·把握主旨与主

张，调查评价事

物的关系性。

·能够做假设并

查证。

·能够判断、评

价议论和论证的

事实。

　　注：思维能力，是以解决问题的过程为中心进行研究，重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思考中的

逻辑。

二、互补融通型

与直接指导型不同，互补融通型指的是核心素养指标体系以互补的形式逐渐

渗透进课程标准中，进而使二者达到融通的状态。有些国家或地区是在课程改革

初步完成时才启动核心素养研究的，因而，这些国家或地区主要采用了互补融通

的落实途径。

例如，美国的２１世纪核心素养联盟为了更好地将核心素养融入学校教育系

统之中，就努力通过融通的方式建立核心素养指标与共同核心州立标准 （Ｃｏｍ

ｍｏｎＣｏｒｅＳｔａｔ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简称ＣＣＳＳ）之间的联系。为此，２１世纪核心素养联

盟于２０１１年发布了 《Ｐ２１共同核心工具包》（Ｐ２１ＣｏｍｍｏｎＣｏｒｅＴｏｏｌｋｉｔ），旨在

指导各州将２０１０年各州所颁布的共同核心州立标准 （ＣＣＳＳ）与２１世纪核心素

养框架匹配起来，帮助各州、地区和学校在实施共同核心州立标准的过程中发展

学生的２１世纪核心素养。在互补融合的过程中，一方面，把Ｐ２１所提出的核心

素养通过评价、课程、教学、专业发展和学习环境等多条路径整合进标准中；另

一方面，Ｐ２１也为各州、地区和学校提供了沟通ＣＣＳＳ与其他重要学习领域 （科

学、社会科学、语言、艺术等）之间关系的有效框架。Ｐ２１所提出的核心素养，

是保障学生未来成功生活和工作所必需的，而ＣＣＳＳ中并未明确提出这些核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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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对核心素养推行的实践探索

养指标体系。以英语语言艺术学科为例，Ｐ２１与ＣＣＳＳ之间的关系如表６８所示。

表６８　２１世纪核心素养框架与共同核心州立标准之间的一致性举例

２１世纪核心素养 共同核心州立英语语言艺术学科标准

核心学科 具备扎实的英语知识基础

批判性思考与问题解决 能应对不同听众、不同任务、不同目标和学科的各种需求

交流 理解与评论

信息素养 重视证据

自我导向 独立学习

全球意识 能理解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文化

信息、媒介与技术素养 能有效地运用技术和数码媒体

此外，工具包中还通过课堂案例来说明如何将２１世纪核心素养与ＣＣＳＳ进

行匹配，并为教育领导者提供了有效实施ＣＣＳＳ的一系列有效资源，包括网络资

源和评价资源。同时，为了能够更好地将２１世纪核心素养整合进ＣＣＳＳ中，Ｐ２１

还开发了各个学科的具体化的素养指标体系。表６９是数学学科的核心素养指标

体系。

表６９　２１世纪数学的核心素养指标

核心素养 具体内涵

创造与创新

·能够在必要的时候运用实际事例，比较、探究传统数学问题，以及发现创

造性解决方案的不同方式。

·能倾听并评估他人的意见，用积极的方法帮助他人，为他人提出改善或改

进的建议。听取他人的反馈意见，并适当地调整自己的看法。能够从错误

中学习，并在这种不断尝试中去解决问题。

·通过寻求各种方式，以获得创造性的便捷方式，或简洁明了的参照方案。

能够利用在反复计算中观察到的方法，形成概括、提炼的能力。

·结识具有不同洞见的人，通过与其他人的交往，学生能逐渐明白数学的学

习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且以之前所获得的知识为基础。

批判思考与

问题解决

·能够在面对数学挑战时寻求一种逻辑的结构。能够在诸多挑战面前做出各

种复杂的选择，并寻找有力的证据来为自己的选择辩护。

·能够发现并提出关于数学方面的有价值的问题，并能致力于分析其中的每

一种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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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

续表

核心素养 具体内涵

批判思考与

问题解决

·通过分析和综合各种数据，学生能够明白数学问题的意义，并将其运用在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能够分析数学系统中的一个部分是如何与其他部分互相作用的。

交流与合作

·具备运用口头或书面的方式来表达数学思想和观念的交往能力。通过精确

地运用抽象或量化的推理，建立起切实可行的观点及分析他人观点的能力。

·能认真地倾听同伴的观点，能重新阐释其他学生的解释，并尽力地质疑辨

惑，以期破解同伴之所以如此解决数学问题的缘由。

·在不同的组里，学生都能彼此互相尊重，并有效地协作，有效地阐明数学

思想和观点。能够运用口头的、书面的和非语言的交往技能，证明数学是

如何通过广阔的模型问题运用到社会中去的。

信息素养

·能够找到数据来源、获得数据，并批判性地评价数据，进而运用数据来探

究有意义的问题。

·能够探究数学的新领域及其应用，并与他人分享学习所得。

·能够从可靠的网站上学习数学并与他人分享学习到的知识。

媒介素养

·能够理解为某种社会目的而产生的统计数据、概率信息和媒介信息，并能

对信息做出各自的解释。能够审视各种统计信息、工具、特征和习惯的意

图，理解媒介是如何影响人的信念和行为的。

·能够基本理解获取、使用数学信息、术语和概念中涉及的法律和伦理问题。

能识别这样一种共同趋势，即将数字数据当成真理，去推断并不存在的

事物。

·为论证支持某一观点或帮助他人理解信息，会进行信息统计与表达。

信息、媒

介与通信

技术素养

·能恰当而有效地运用图形计算器、电子表格、计算机绘图、计算机代数系

统、ＧＰＳ设备，以及网上在线资源。

·能运用技术建构有关函数和数据的图形表征，以更好地交流数学观念。

灵活性

与适应性

·在一个模糊、顺序变化，且涉及多元化的角色与职责的环境中，能够以同

伴或小组的形式来应对数学挑战。

主动性与

自我导向

·能够自主监控、确定和安排任务，均衡策略、技巧与目标，以解决数学

问题。

·能反思已有的数学问题解决经验，联结各种数学表征，从而为新问题的解

决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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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核心素养 具体内涵

社会与跨

文化素养

·了解其他文化中数学的应用，从多文化的视角来理解数学的贡献及其实践

需要。

·运用数学的工具，如统计分析等，来理解跨文化的问题与议题。

创作与责任 ·设定目标，确定顺序和日程表，进而完成某一任务以实现目标。

领导与职责
·能够运用人际素养和问题解决素养来调查，解决社区内重要的数学问题。

·必须考虑基于数学的决策的道德性。

截至目前，２１世纪核心素养联盟已经发布了包括信息通信技术 （ＩＣＴ）素养

在内的８个学科的核心素养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体系将有力地指导教育工作者更

好地将核心素养落实到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去。

此外，Ｐ２１与皮尔逊基金会 （Ｐｅａｒｓｏｎ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合作，启动了 “２１世纪

学习典范项目”（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Ｐｒｏｇｒａｍ）。这一项目旨在搭建

一个平台，将学校或地区中渗透核心素养的有效做法和经验，在更大范围内进行

分享和交流。每一周，项目组都会将教师、学生、学校领导中的成功案例通过

ＬｉｎｋｅｄＩｎ、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以及Ｔｗｉｔｔｅｒ等网络平台进行发布和分享。截至２０１３年，

这一项目已经开启了１８个主题的案例分享及９个州的经典案例分享。这１８个主

题既包括了具体的核心素养，也包括了实施环节 （见表６１０）。总的来说，２１世

纪核心素养联盟在推进和落实核心素养的过程中，非常注重与学科课程、教学之

间的联系，并重视经验的总结与分享。

表６１０　经典案例分享平台的主题列表

评价 公民素养 合作素养

交流素养 创新素养 批判思考

环保素养 理财素养 全球意识

健康素养 教学 领导

生活与职业 建立协作 技术／播客

专业发展 标准 学生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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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

在新加坡，２１世纪核心素养也是在课程改革之后提出来的。因而，为了将

其融入已有的课程体系中，新加坡采取了一系列的相关策略，具体见表６１１。

表６１１　新加坡将２１世纪核心素养融入课程的策略

策略 具体内容

增加 引入新的科目；增加已有课程的时间 （如体育课）。

删减 调整课程内容和课程时间以满足新的要求。

替代 更新科目内容以更贴近相关的主题。

整合 整合不同科目形成新的科目。

融合 融合每一个主题传达的新技巧。

例如，为了发展并增强学生的体能，让学生在具备知识、技能和态度的同

时，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新加坡进行了体育课程的改革，增加了所有中学和小

学阶段体育课的时间。这一改革按阶段完成，与建设室内体育馆的进程同步，同

时增加体育教师招聘名额。关于增加体育课时间的细节，具体如表６１２所示。

表６１２　体育课时间改革

年级 体育课时间调整

小学一年级至小学二年级 １．５小时 →２小时

小学三年级至小学六年级 １．５小时→２．５小时

初中一年级至初中四年级 １小时→２小时

与此同时，新加坡还基于２１世纪核心素养对品德与公民教育课程的教材与

教学等进行了改革，包括修订品德与公民教育课程的内容框架、设置关键问题、

提出教学建议、开发新的品德与公民教育教材等。

第一，修订品德与公民教育课程的内容框架。与２１世纪学生素养的核心价

值观相对应，品德与公民教育旨在给学生传授价值观和建立社会与情绪素养。因

此，新加坡确定了包括三大教学内容、六大学习领域的品德与公民教育内容大

纲，具体如表６１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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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１３　品德与公民教育大纲

核心价值观 三大观念 领域

尊重 身份认同 自我：我是谁，成为我能成为的人。

责任

适应力

正义

关系

家庭：加强家庭联系。

学校：培养健康的友谊和团队精神。

社群：理解社群，建立一个包容性的社群。

关怀

和谐
选择

国家：发展国家身份认同感和建设国家。

世界：在全球世界中成为一个积极公民。

身份认同、关系和选择这三大教学内容，是教学大纲的核心概念，三者之间

相互联系且相互影响。学生需要知道他们是谁，以便与他人建立更积极的关系；

学生形成的关系会塑造他们自身的身份认同；而选择和决策的能力又影响其理解

自我身份，以及与他人建立关系。

第二，基于上述内容框架，新加坡进一步通过设置关键问题来实施教学。教

学过程中，通过关键问题的设置，引导学生思考应对不同生活经历所需要的习

惯、价值观、态度、素养和技能。表６１４展示了关键问题与六大领域之间的

关系。

表６１４　运用关键问题解决品德与公民教育教学纲领的问题

领域
关键问题

身份认同 关系 选择

自

我

我是谁，成为自

己想要成为的人

我和他人的相似点是

什么？

我和他人的不同点是

什么？

我感知到的自己和管

理的自我，如何影响

自己与他人建立的

关系？

如何让我做出的选择

对我有益，同时也对

他人有益？

家

庭
加强家庭的联系 在家庭中我是谁？

如何建立和维护家里

的关系？

我的行为如何影响我

和 家 庭 其 他 成 员 的

关系？

学

校

培养健康的友谊

和团队精神

如何成为他人的朋友？

在团队工作中，我的

角色是什么？

我的朋友是谁？

我们一起工作时感觉

如何？

我想要一段什么样的

友谊？

如何利用自己的长处

建构一个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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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领域
关键问题

身份认同 关系 选择

社

群

理解社群并建立

一个具有包容性

的社群

什 么 是 包 容 性 的

社群？

在包容性的社群中，

我们如何理解他们并

与他人建立关系？

在建立包容性社会时，

我们的角色是什么？

国

家

形成民族身份感、

建设国家

是什么使自己是一个

新加坡人？

我与他人的关系对建

设国家的贡献？

如何展示对新加坡福

祉的承诺？

世

界

在全球化的世界

中成为一个积极

活跃的公民

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成

为一个积极活跃的公

民是什么意思？

如 何 与 全 球 公 民

交流？

如何运用自己的长处

和能力去达到全球化

世界的要求？

第三，针对上述品德与公民教育课程中的三大教学内容和六大领域，进一步

考虑如何在具体的课堂环境下将其具体化，并提出相应的教学建议供参考，具体

见表６１５。

表６１５　关键问题在教学内容中的具体化

大概念 身份认同 关系 选择

关键问题
我与 众 不 同 的 地 方 是

什么？

在包容性社会中，我如何

去理解他人并与他人建立

关系？

如何兑现给他人带来福

祉的承诺？

思考过程

“我是年轻人，且有行动

力。站在这里的老太太比

我更需要这个座位。”

“我以一种尊重的方式靠

近老太太，并且有礼貌地

邀请她坐在我的座位上。”

“我应该将我的座位让给

老太太。”

学习点
他们学会了发展不同的观

点以塑造自己的身份。

他们学会了如何去展示对

社会中的他人的关心和体

贴，从而发展与社群的良

好关系。

他们应当明白作为一个

包容性的成员，自己有

责任去考虑并关怀公共

交通的其他受益者。

在教学建议中，提倡教师运用讲故事、角色扮演、体验学习、课堂讨论和反

思等教学策略，向学生循序渐进地传递价值观，使学生能够在与公民有关的社交

和情绪素养方面发展自己。在角色扮演中，让学生学会站在他人的视角来考虑问

题，发展共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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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师专业发展与学习环境创设

教师是影响核心素养落实的重要因素，在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

转化者的重要角色。为了将核心素养融入实际的教学过程中，需要加强对教师专

业发展的引领。此外，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不仅仅局限于学校范围内，一些关键

性素养 （如行为规范、态度、价值观等）的养成也离不开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

支持。因此，有必要通过整合全部社会力量来共同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落实和

推行。

一、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师专业发展

事实上，在落实和推行核心素养的过程中，已有各组织、国家或地区都十分

重视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这其中，有些组织、国家或地区正处于积极准备的过

程中，有的则已经开展了实质性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例如，美国在促进

教师专业发展方面一共发布了三份报告，它们分别是：

· 《专业发展：２１世纪核心素养实施指南》：指导具备评价策略的州领导、

政策制定者或地区、学校领导推动２１世纪核心素养的实施。

· 《２１世纪的教师专业发展》：帮助教师或校长将２１世纪核心素养整合进

课程与教学。

· 《职前教师的２１世纪知识与技能》，由美国教师教育学院协会 （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ｆｏｒＴｅａｃ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与Ｐ２１协作发布。

２００５年，欧盟通过并发布了通用的教师能力和资格标准，通过对教师能力

与资格设置共同的标准，来支持国家或区域一级的决策者推动核心素养的落实，

具体见表６１６和表６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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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１６　基于学生核心素养的教师必备素质

必备素质 具体内涵

团结合作

·教师工作在一个专业的领域，该领域应以社会包容和培育每一个潜在的学

习者为基础；

·具有人体生长发育的知识，面对他人时表现出自信；

·能够与学习者合作，并支持他们发展成全面参与的、积极的社会成员；

·能以增加学生的集体智慧的方式工作，并与同事协同合作以提高自己的学

习和教学能力。

运用知识、

技术和信息

·具备并能够使用多种类型的知识；

·教师的教育和职业发展应该使其能够具备这些能力：获得、分析、验证、

反思和传播知识，有效利用技术；

·教师的教学技能应该允许其具有建立学习环境和保留知识产权的自由等；

·能够有效地将信息通信技术融入学与教的过程中；

·应具备引导和支持学习者在网络上搜集和建立信息的能力；

·对科目知识应有一个全面的理解并把学习视为终身之旅；

·教师的理论和实践技能应该始终让他们善于从自己的经验中学习，并以学

习者的需求广泛匹配一系列的教学和学习策略。

融入社会

·为培养学生以欧盟公民的身份对全球负责，教师应鼓励学生尊重和理解多

元文化；

·应该理解、尊重和意识到，学习者的文化差异与确定共同的价值观两者之

间的平衡；

·需要了解影响社会凝聚力和社会排斥的因素，知道知识社会的伦理维度；

·能够有效地与当地社区、合作伙伴和教育的利益相关方 （家长、教师、教

育机构和代表团体）合作；

·教师的经验和专长应该使其能够为质量保障系统做贡献。

表６１７　教师核心素养的定义举例

教师核心素养 定义举例

学科素养
应具备全面的学科和跨学科领域教学的知识；

对过去和演化的科学知识的关系，应持有批判和自主的态度。

教学素养

能够创造有利的学习条件 （安全和具有挑战性的学习环境），激励并动员学

生在课堂上创建一个包含积极情绪和良好风气的氛围，有效管理学生的学

习过程，按照学生的要求、时间、需要帮助的程度、学习风格等因材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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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教师核心素养 定义举例

数字化素养

已通过专业技能测试，这些专业技能包括算术、识字、信息和通信技术

（ＩＣＴ）；

知道如何使用识字、算术、信息和通信技术 （ＩＣＴ）等技能，以辅助教学和

更广泛的专业活动；

具备使用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技能。

学会学习

与学生一起制订学习路线，鼓励学生多参加课外活动并学以致用；

激励学生尽最大能力成功完成学习和工作任务；

教会学生如何学习和工作，以提高他们的学习自主性。

人际关系、

跨文化和

社会素养、

公民素养

培养学生的社会竞争力；

促进学生联盟的形成；

教师自己的社交能力；

团队精神、与家长和伙伴合作。

创业精神

刺激学生解放；

组织称职的教师，以确保学生在有序、有任务导向的环境下工作；

教师知道自己的立场和有多少可发挥的举措，知道他们必须 （或可以）做

的事，及做这些事的目的和实现方法。

文化表达

具备较高的一般知识及世界文化知识水平；

区分局部的主题和发展，并对以下领域采取批判的态度：社会政治学、社

会经济学、哲学、文化审美、文化科学领域。

二、基于核心素养的学习环境创设

除了通过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教育系统内部来推进核心素养的落实与培育

外，一些国家或地区还充分拓展了实践领域，努力通过整合全部社会力量来落实

核心素养目标。这其中比较典型的代表就是美国。目前，２１世纪核心素养联盟

主要沿着三条路径同时并行，共同推进２１世纪核心素养的实施。如图６４所示，

美国２１世纪核心素养主要通过与公司企业、普通民众，以及学校教育三大系统

的互动来推进和落实。

具体而言，与企业的互动主要是通过以下工作来完成：第一，在组织架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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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４　美国２１世纪核心素养实施的基本框架

面与企业进行联合，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获得强大的支持；第二，对企业当

前的人才核心素养观进行调查，遴选和提炼２１世纪核心素养；第三，更新企业

的人才遴选标准及人力资源管理的目标，从而推进２１世纪核心素养的社会性

应用。

与普通民众的互动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工作：其一，开展全国性的调查工作，

启动全国性的对话来遴选和提炼２１世纪核心素养；其二，通过广播、杂志、视

频等多种方式大力宣传２１世纪核心素养，从而更新普通大众的人才观，进而为

学校教育推进２１世纪核心素养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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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国际经验的借鉴与启示

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和培育需要通过教育教学实践得以落实。基于学生核心

素养体系，建构融目标、过程与方法、评价为一体，贯通各学段的整体课程改革

框架，是当前世界各国家或地区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未来研究的重要问题。

借鉴已有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落实和

推行。

一、基于核心素养的各学段培养目标的纵向衔接

核心素养体系研究是一项比较宏观的研究，主要关注通过不同教育阶段的教

育过程后，学生最终能够达成的关键性素养全貌。在完成核心素养体系上位框架

的基础上，如何基于总框架确定各学段的核心素养及其表现特点，从学生发展的

角度做好不同学段核心素养的纵向衔接，是核心素养最终落实的重要环节。因

此，在关注核心素养总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落实到具体学段的学生身

上，还需要从素养发展的角度提出各学段学生在不同核心素养指标上的表现特点

和水平，把核心素养体系总框架具体化到各学段，确定核心素养在不同学段的关

键内涵，从而实现核心素养体系总框架在各学段的垂直贯通，为核心素养与各学

科课程的有机结合搭建桥梁。

二、基于核心素养的学业质量标准研发

核心素养是学生适应个人终生发展和未来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

能力，它必然是相对宏观且宽泛的素养。学业质量标准则主要界定学生经过一段

时间的教育后应该或必须达到的基本能力水平和程度要求，是学生核心素养在具

体学段、具体学科中的体现。

基于核心素养确定教育质量评估的目标、内容和手段，是各国际组织、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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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地区落实与推进核心素养的重要方式。当前，世界很多国家或地区在其课程标

准中均有与课程内容相对应的质量标准或能力表现标准，而我国现行课程标准主

要是对课程内容的界定，虽然从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

维角度对课程进行了说明，但主要对学什么、学多少讲得比较详细，大部分学科

对学到什么程度要求不明确，难以量化、分级，缺乏明确、具体的能力表现标

准，导致各地、各校评判教育质量的标准不一致。建立基于核心素养的学生学业

质量标准，将学习内容要求和质量要求有机结合在一起，完善现行课程标准，可

以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

参照国际经验和发展趋势，我国学业质量标准的研发需要根据各学段的核心

素养体系，明确学生完成不同学段、不同年级、不同学科学习内容后应该达到的

具体水平和程度，并进一步丰富质量评估内容和手段，以指导教师准确把握教学

的深度和广度，使考试评价更加准确反映新时期的人才培养要求。

三、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体系改革

在 “关注学生发展、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教育改革趋势的影响下，各国落实

学生核心素养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基于核心素养进行课程体系改革。统观世界各

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体系的变革与推新，我国的课程改革也需要建立基于核

心素养的新课程体系，以与国际教育改革浪潮接轨，培养学生适应未来社会的核

心素养。

现代课程体系应至少含有四个部分：①具体化的教学目标，即描述课程教学

所要达到的目标，需要落实到要培养学生哪些核心素养；②内容标准，即规定学

生在具体核心学科领域 （如数学、阅读、科学等）应知应会的知识技能等；③教

学建议，也称 “机会标准”，即为保障受教育者的学习质量所提供的教育经验和

资源，包括课堂讲授内容的结构、组织安排、重点处理及传授方式，以及学校公

平性、教育资源的分配、学习环境的创设等；④质量标准，即描述经历一段时间

的教育之后，学生在知识技能、继续接受教育、适应未来社会等方面应该或必须

达到的基本能力水平和程度要求。

４６２



第六章　对核心素养推行的实践探索

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现有课程体系的特点，在我国建立基于核心素养的现代

课程体系，以上四个部分的关系可以如图６５所示进行设计。

图６５　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体系基本结构

具体来看，首先，具体化的教学目标一定是体现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教学目

标。每一个学科需要根据本学段学生核心素养的主要内容与表现形式，结合本学

科的学科内容与特点，提出该学科实现本学段核心素养的具体目标，要体现本学

科特色。

其次，内容标准和教学建议是促进学生形成核心素养的保证。各学科需要结

合本学科、本学段的学生核心素养要求来安排学科知识，并且要根据教学目标和

学科内容特点提出有针对性的教学建议，以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

最后，质量标准是学生核心素养在学业上的具体体现。学生核心素养可以为

衡量学生全面发展状况提供评判依据，通过将核心素养与质量标准紧密结合，不

仅可以更加有效地指导教育教学实践，还可以结合内容标准，用来指导教育评

价，监测学生核心素养达到的程度，并最终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和发展。

四、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师专业发展与学习环境创设

在核心素养指标体系确立后，要想真正落实到学校教育中去，教师的转化作

用是不可忽视的。因此，各国际组织、国家或地区都十分重视基于核心素养的教

师专业发展，通过颁布一系列教师核心素养的标准、建立教师的研修制度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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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达至目标。

在我国的教育教学实践中，为了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有效落实和推进，也必

须重视将核心素养的相关内容融入到教师培训及专业化发展指导过程中。例如，

教师核心素养标准的确立、教师专业发展的政策支持与资源保障等方面，最终将

核心素养融入实际的教学过程，确保教师能够成为学生核心素养形成和发展的有

力的引导者、辅导者、咨询者及合作者，并最终实现师生核心素养的共同发展。

此外，由于教育系统的复杂性，在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教学、评价和教师

专业化发展的推进过程中，还需要通过多种途径在不同教育层面和领域上建构系

统的核心素养培育环境。例如，把家庭教育作为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重要阵地，

并把社会学习、终生学习等理念及教育机制也纳入其中，共同配合学校教育达成

良好结果。同时，给予地方、学校和教师更大的自主权，使其根据自身特点和学

生需求，在具体实践中多角度地推进落实核心素养。此外，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

对遴选和提炼出的核心素养进行宣传，更新普通大众的人才培养观，为学校教育

落实和推行学生核心素养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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