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背景介绍

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 （United Na-

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

tion）， 简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成立

于1945年11月16日， 目前有193个会员国。 该组织

的宗旨是通过教育、 科学及文化来促进各国间之合

作， 对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 以增进对正义、 法治

及联合国宪章所确认的世界人民不分种族、 性别、

语言或宗教均享人权与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 1972

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学会生存》 （Learning To

Be） 一 书 提 出 了 “发 展 的 目 标 是 人 的 完 整 实 现”

（the complete fulfillment of men）， 是人具有丰富内

涵的个性的 “全面实现” 〔1〕。 1996年， 联合国教

科 文 组 织 发 表 了 “国 际 二 十 一 世 纪 教 育 委 员 会 ”

《 教 育 ： 财 富 蕴 藏 其 中 》 报 告 （ Learning： The

Treasure Within）， 报告从新的理论高度和政策视角

提出把 “终身学习” 作为一切重大教育变革的指导

原则， 把建立 “学习型社会” 作为二十一世纪教育

的终极目标 〔2〕。

二、 主要观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最早即于1996

年， 在 《教育： 财富蕴藏其中》 报告中， 在 “终身学

习” 思想指导下， 提出了 “界定了二十一世纪社会公

民必备的基本素质”， 即终身学习的四大支柱， 包括

学会求知、 学会做事、 学会共处以及学会生存 〔3〕。

2003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研究所 （UNESCO

Institute for Education） 又提出了学会改变的主张，

并将其视为终身学习的第五支柱。 其中， 学会求知

是终身学习的基础， 学习过程与工作经验的结合将

日趋密切， 教育应促进个人在工作内以及工作外的

学习， 能够贯穿一生 〔4〕。 具体内容见表1。

摘 要： 文章回顾了自1972年至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核心素养为主题的相关研究， 并介绍了

具有代表性的 《终身学习五大支柱的具体指标》 和最新的 《全球学习领域框架中的指标体系》， 在此基

础上强调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研究对我国开展核心素养指标框架研究的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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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UNESCO终身学习五大支柱及其内涵

2004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教育质量框架

和支持有质量教育的10个关键方面的标准， 其中将

学习结果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5〕， 包括： 知识

（所有学习者须达到的基本认知成绩水平）； 价值

（团结、 性别平等、 包容、 相互理解、 尊重人权、

非 暴 力、 尊 重 人 类 生 命 和 尊 严 等）； 技 能 和 能 力

（解决问题的能力、 团队精神、 与他人相处、 学会

学习） 和行为 （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实际的能力）。

2004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了 《发展教育

的核心素养： 来自一些国际和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一书， 该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OECD的DeSeCo

项 目 共 同 合 作 的 结 果 ， 这 也 体 现 了UNESCO对

DeSeCo项目成果的贡献。 该书指出核心素养是使

个人过上他想要的生活和实习社会良好运行所需要

的素养 〔6〕。

2010年， UNESCO启动了基础教育质量分析框

架项目， 简称GEQAF， 该框架将素养作为其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 并引用了 《发展教育的核心素养：

来自一些国际和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一书中对核心

素养的界定， 作为教育质量分析、 监测和诊断的依

据 〔7〕。

2012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全民教育全球

监 测 报 告2012》 的 主 题 是 “青 年， 能 力 与 工 作 ”

（Youth， Skills & Work）。 开展此项全球监 测 的 背

景是世界各地的大量的年轻人， 尤其是弱势群体，

在他们离开学校时， 并没有具备能够在社会立足，

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的能力。 《全民教育全球监测

报告2012》 探讨了如何建立能力发展改进计划， 增

加年轻人获得体面的工作和更好的生活的机会 〔8〕。

2013年， 为了评价联合国 《千年发展目标》 到

2015年计划结束之时全球教育的质量， 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统计研究所和布鲁金斯学会普及教育中心共

同研制并发布了 《学习力的指标任务 （the Learn-

ing Metrics Task Force）》 报告。 该报告充分借鉴了

UNESCO已有的研究成果， 并结合了对21世纪素养

的研究 〔9〕。

三、 指标框架

UNESCO终身学习五大支柱中， 每个支柱所对

应的具体指标 〔10〕 见表2。

表2 UNESCO终身学习五大支柱的具体指标

《全球学习领域框架 （the Global Learning Do-

mains Framework）》 包含7个维度， 分为学前、 小学

和小学后三个阶段 〔11〕， 具体内容见表3。

五大支柱 内涵

学会求知
learning to know

它超越了从学校教科书和课堂教学中汲取人类
的知识，包括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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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rning t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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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意味着学习和了解自身、发现并尊重他人、他国、
他种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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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的屏障”；学会在参与目标
一致的社会活动中获得实际的合作经验

学会生存
learning to be

体现了教育和学习的根本目标，它超越了单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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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的全面
而有个性的发展

学会改变
learning to change

指个人不仅要学会接受及适应改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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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支柱 具体指标

学会求知
1. 学会学习 3. 记忆力

2. 注意力 4. 思维品质

学会做事

1. 职业技能 4. 创新进取

学会共处
1. 认识自己的能力 3. 同理心

2. 认识他人的能力 4. 实现共同目标的能力

1. 促进自我精神 3. 多样化表达能力
学会生存

2. 丰富人格特质 4. 责任承诺

1. 接受改变 3. 主动改变
学会改变

2. 适应改变 4. 引领改变

2. 社会行为

3. 团队合作

5. 冒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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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全球学习领域框架中的指标体系

四、 对我国开展核心素养研究的借鉴和

启示

（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基于人本主义的思想

提出核心素养

《学习———财富蕴藏其中》 报告中强调了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对教育目标认识的重大转变， 即从

“工具性目标” （instrumental aim）： 把学生培养成

提高生产率的工具， 转变为 “人本性目标” （hu-

manist a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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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而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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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发展的 “内在财富”。

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终身学习的支柱。 这一前瞻性

的思想， 更加关注人的终身的全面发展， 为教育以

人为本的理念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 从终身学习的视角来看核心素养

从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 《学习： 财富

蕴藏其中》 报告至今， 终身学习一直是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出台文件的主导思想。 无论是 《终身学习五

大支柱的具体指标》 还是 《全球学习领域框架中的

指标体系》 都充分考虑到了核心素养的发展是贯穿

个体一生的命题。 尤其是 《全球学习领域框架中的

指标体系》 专门细分了阶段性的指标， 以批判性思

维为例， 在学前阶段的指标是早期批判性思维技

能， 小学阶段的指标是批判性思维， 小学后阶段的

指标是批判性的决策制定， 由此可见批判性思维是

贯穿个体终身的。

（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核心素养的关键指

标的选取强调21世纪素养

前瞻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件的一贯特点。

2013年发布的 《全球学习领域框架》 中， 特别强调

对于小学后阶段的指标框架的研制， 特别强调21世

纪个体所需要具备的素养， 因此， 与UNESCO之前

发布的指标框架相比， 该指标框架更具有时代意

义。 例如框架的指标中新增了领导力、 心理弹性、

批判性的决策制定、 创造性、 个人理财和数字化学

身体
健康

身体的健康和营养 身体健康和卫生 健康和卫生

健康知识和实践 食物和营养 性和生殖健康

安全知识和实践 身体活动 疾病预防

粗、细、知觉运动 性健康

社会
和情

感

自我调节 社会和团体价值观 社会意识

情感意识 公民价值观 领导力

自我概念和自我效能 心理健康和幸福 公民参与

移情 积极看待自己和他人

社会关系和行为 心理弹性

冲突解决 道德和伦理价值观

道德价值观 社会科学

文化
和艺

术

创造性的艺术 创造性的艺术 创造性的艺术

自我和社会认同 文化知识 文化研究

尊重多样性的意识

语言
和交

流

接受性语言 口语流利 听说

表达性语言 口语理解 读

词汇 阅读流利 写

对印刷文字的认识 阅读理解

接受性词汇

表达性词汇

书面表达

学习
方法
和认

知

好奇心和参与度 专注力和坚韧性 合作

专注力和坚韧性 合作 自我导向

自主性和主动性 自主 学习目标

合作 知识 坚韧性

创造性 理解 问题解决

推理和问题解决 应用 批判性的决策制定

早期批判性思维技能 批判性思维 灵活性

符号表达 创造性

算数
和数

学

数感和运算 数的概念和运算 数字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学前阶段 小学阶段 小学后阶段

空间感和几何 几何与图形 代数

模式和分类 数学的应用 几何

测量和比较 日常计算

个人理财

知情的消费者

数据和统计

科学
和技

术

探究技能 科学探究 生物

环保意识

数字化学习

对自然和物理世界的
认识

对技术的认识

生命科学

地理科学

地球科学

了解和使用数字技术

化学

物理

地球科学

科学方法

比 较 与 借 鉴

95



习等等。 对这些素养的强调， 充分展示了该指标框

架对21世纪成功生活的思考， 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

指导意义。

（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核心素养的探讨特

别关注弱势群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其组织宗旨中就可以看

到该组织对人权的关注和对人的基本自由的尊重。

因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核心素养更多地考虑

到全人类应该具备的21世纪的基本素养， 尤其是

要关注对弱势群体基本素养的培养， 这包括贫困

人口、 女童、 受到种族歧视的人口等。 它认为这

些对弱势群体教育上的失败， 不仅挫败了年轻人

的希望， 还危及到了公平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的团

结， 也阻止了很多国家从正在成长起来的青年中

获得潜在的利益。

（五）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核心素养的研究经

历了从理念到应用的过程

从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 出 学 会 生 存 的

思想， 到2014年， 已有40余年的时间。 40余年的

时间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将这一思想予以

贯之。 同时， 实现了从学会生存这一极具人本主

义色彩和理想主义信念的思想， 到包含五大支柱

的概念框架， 再到将五大支柱的具体指标加以制

定的指标框架， 到今天的对学生的核心素养加以

监测和诊断的具体内容， 研究步步深化， 对实践

的指导价值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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