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
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这是关于新时代世
界发展大势的重要战略判
断，也是新时代我国布局各
项事业的重要战略坐标。教
育是人类发展的重要基础，
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源和坐标
尺。教育之大变局总是与世
界之大变局相伴而生，是世
界大变局的内在基础和重要
标志之一。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建
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
才强国”纳入 2035 年我国
发展的总体目标，并明确
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
撑”。深入分析世界教育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原
因、本质特征、主要趋势，对
准确把握新时代我国建设教
育强国的发展背景、比较优
势，科学确定我国教育的
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
任务、战略定力、战略进程
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
也是丰富和发展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战略理论的
需要，对推进教育现代化，
建设教育强国具有重要的
理论价值。

世界教育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的战略背景

从教育发展历史看，人
类每一次产业技术革命都
会与教育发展变革相伴相
随，相辅相成。当前在迎接
信息革命的时代，必将有一
种新的教育范式相伴产生，
这种新的教育变革正在悄然
发生。教育作为国家先导
性、基础性、全局性的战略
资源和战略手段，正在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面临新
的价值转型、目标优化和方
式变革。这是教育改革面对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
略背景。

信息革命是推动世界教
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技术
背景。伴随上世纪后半叶信
息革命时代的到来，基于知

识本位的“泛智教育”面临一
次史无前例的颠覆性挑战。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的出现，带来了知识
信息的迅猛扩张，人们把这
种知识扩增称作“知识爆
炸”。于是人类面临一系列
关于知识学习的挑战。海量
知识信息的扩增使“一切的
知识教给一切的人”这个基
本假设不再成立，泛智教育
面临颠覆性挑战；知识迭代
加快超越学校教学内容，课
程编制和教材开发模式面临
实践性挑战；人工智能的深
度学习超越人类现代学习方
式，现代学校和现代学制面
临制度性挑战。信息革命推
动了教育变革的进程。这是
世界教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技术背景。

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
序变革加速是推进世界教育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社会背
景。当今世界正在经历前所
未有的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
的变革调整。这些变革最终
都通过各国教育制度的调
整，传递到教育改革的目标、
任务、策略、方法的变革之
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
了“学会生存”等未来教育目
标，世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启动了“素养遴选项目”，提
出了面向未来教育的“学生
发展核心素养”体系。可以
说全球治理的大变革正是世
界教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
社会发展背景。

把握世界教育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下中国教育历史机遇

人类正是在一次次教育
学的超越中走到今天，走向未
来。今天中国发展进入新时
代，恰逢世界教育再一次面
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
中国教育重要发展机遇。当
代中国教育必须以高度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把握机遇、用好
机遇。

把握世界教育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的历史机遇是中国
教育的历史责任。教育总是
以其先导性、基础性和全局

性的作用对人类的发展起到
预示的功能。中国近现代教
育的滞后带来民族和国家全
面落后。中国20世纪的崛起
也缘于教育变革的先行。而
今天中国教育已经进入世界
先进的现代教育国家行列。

历史告诉我们：教育思
想和实践范式的落后必将带
来国家的整体落后。历史
提醒我们：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的变革期，中国教育
必须把握机遇，不能再次迟
到，这是中国教育不可错过
历史机遇，是必须担当的历
史责任。

把握世界教育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的历史机遇，是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要
求。在世界教育迎来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的起点，我们有
了与世界各国站在同一起跑
线的机会，同时也迎来了服
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
局的重要使命。

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
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

“强起来”的发展目标，关键
在人，关键看教育。教育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发
挥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必须
优先发展，充分发挥教育的
基础性贡献力，实现从“人口
红利”向“人才红利”的历史
跨越，从“人口大国”到“人力
资源强国”“人才强国”的转
型。能否把握世界教育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机遇，
优先发展教育，优先建成教
育强国，将成为是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性
工程。

建设教育强国要坚定

中国教育的战略自信

面对世界教育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我们与世界各国
面临同样的机遇与挑战。
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紧
密研究和跟随世界教育发
展的前沿理论和实践趋势，
另一方面要加强自我优势
和特色研究，坚定教育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走出中国特色教
育强国之路。

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教育的道路自信，坚持社
会主义办学方向。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决定了我国教
育的价值取向是办公平而有
质量的教育，做到教育机会
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
努力为人民提供满意的教育
服务；坚持教育是国之大计、
党之大计的定位，把立德树
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可以
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道路，就是面向世界教
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
方案。

要坚定教育理论自信，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
要论述内涵丰富、博大精深，
既根植于中华民族崇文重教
的优良传统，又体现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
鲜明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与中国教育实践相结合
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加快推进
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提
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
南。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是当代中
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是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理论。坚持中国特色教育
理论自信就是要深入学习和
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推进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发
展新境界，从而为世界教育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中国
智慧。

要坚定教育制度自信，全
面构建教育现代化制度体
系，实现教育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
是对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
全面落实，也是对未来15年
国家教育发展的顶层设计，
提出了“大力推进教育理

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
治理现代化”六大方面的顶
层设计。这是新时代推进
教育现代化，深化教育改革
创新的总体设计，是新时代
中国教育面对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的教育制度应对，是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的路线
图和时间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教育制度体系是兼顾教
育个体价值、家庭价值、经济
价值、社会和政治价值多元
统一的教育制度价值平衡体
系，具有未来教育的制度先
进性，体现了世界教育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方案和
中国行动。

要坚定中国教育文化
自信，扎根中国大地办教
育。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其本质是建立在 5000 多年
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
信。在中国办世界上最大
规模的教育体系，必须有
中国特色，同时吸收世界
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
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
大地办教育。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
中国教育未来发展提出了
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中
国教育面向未来的教育文
化体系已经构建，这是中
国教育面对世界教育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的文化定力
和文化自信。

站在人类由现代教育走
向未来教育的门槛，回首人类
教育的千年历史，我们看到了
人类走向未来教育的时间简
史，看到了世界教育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的到来。辨析未来
教育超越现代教育的存在本
质与基本特征，我们找到了开
启未来教育的密码钥匙。我
们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
下，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
育的重要论述引领下，中国
将在世界教育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中，为世界教育的未来
发展提供中国方案，作出中
国贡献。（作者系首都师范大

学副校长、研究员）

把握世界教育百年把握世界教育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机遇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机遇

■2023 年 1 月 2 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刘 蕾 ■本版美编 郭佳卉 19-20
周刊

■杨志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