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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核心素养:
国际认知及本土反思

滕　珺
(北京师范大学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最近,教育部公布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征求意见稿)»,“核心素养”迅速成为了基础教育

领域众所关注的热点.“核心素养”,国际社会称之为“２１世纪核心素养”.为积极应对２１世纪国际人口与资

金的快速流动和科学技术给社会价值链条带来的巨大变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和部分

国际学者早在２０世纪末,就开始思考２１世纪到底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尽管国际社会对此尚无统一的答

案,但他们均强调价值观的重要性,强调真实情境和非常规复杂思维的重要性.此外,在关于“２１世纪核心素

养”的讨论中,以下几组关系依然值得关注:专业学科学习和跨学科主题学习的关系、认知技能和非认知技能

的关系、本土性与国际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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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教育部公布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征求意见稿)»,“核心素养”迅速成为了基础教育

领域众所关注的热点.“核心素养”是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社会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强调“核心素

养”的培养是当今国际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尽管我们在英文世界中很难找到统一的单词来准确

表达“核心素养”这个概念,但国际社会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都认可“２１世纪核心素养”(２１stcentuＧ
ryskills)的理念.“２１世纪核心素养”,顾名思义,它是人类社会为迎接２１世纪的挑战而提出的一

个教育概念.要理解什么是“２１世纪核心素养”,首先需理解２１世纪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与传统社

会有什么不同.

一、２１世纪的世界图景

(一)国际人口与资金快速流动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一点已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特别是人类社会进入２１世纪

以来,随着网络互联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货物、服务和生产要素有了更为自由的配置空间,这使得

各国经济的发展更加相互依存,而各国经济发展的相互依存又进一步强化了各国政治、社会、文化、
军事等各个领域之间的内在联系.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在一份基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数据库的

研究报告———«日益变化的全球移民和支付模式»(ChangingPatternsofGlobalMigrationandReＧ
mittances)———中指出,在短短的２０年间,全球移民人口的数量从１９９０年的１．５４亿人增长至２０１３
年的２．３２亿人,增长了约１．５倍,其中来自印度、墨西哥和中国的移民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球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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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从１９９０年的１６００万人增长至２０１３年的３７００万人,增长了２．３倍[１].此外,在过去的１０年

间,全球的结算额度从２０００年的不到２０００亿美金激增至２０１３年的５１１０亿美金,增长了约２．５
倍.有意思的是,国际移民的流向主要是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流向高收入国家,但资金的流动

却恰恰相反:中等收入国家的结算额度在全球所占的份额从２０００年的不到６０％增长至２０１３年的

７１％,相比之下,高收入国家则从２０００年的４０％下降至２０１３年的２３％[１].这表明:传统高收入国

家的部分资金以及由此带来的就业机会正在向中等收入国家转移,新兴的中等收入国家将在不久

的将来成为国际就业市场的新“淘金地”.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近年来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人士的青睐,成为他们安家就业的

选择地之一.２０１０年,我国第６次人口普查首次公布了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外籍人口的统计数据:
居住在我国境内３个月以上的外籍人士共有５９３８３２人,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０．０４％,其中以商

务、就业和学习为目的占６成以上[２].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里,这样的趋势更加

明显.北京市２０１０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居住在北京市３个月以上的外籍人员共９１１２８人,
占全市常驻人口的０．４６％,是全国平均水平的１０倍[３].同样,２０１０年居住在上海的外籍人员达到

１４３２００人,占上海市常驻人口的０．５９％[４].如果以新兴国家近１０年来年增长的平均速度对此进

行保守计算,那么２０年后,居住在中国的外籍人口数量将突破１５０万,而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国际

化大都市,其比重则会超过１％.也就是说,２０年后,每１００个人中至少有１名外籍人士与我们一

道参与就业竞争.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快速发展,国际人员的增长速度一定会高

于全球的平均水平.这也就意味着,２０年前,国际化、全球化似乎还停留在国家竞争、跨国公司经

济运作的层面,离我们个体的生活还比较遥远;而２０年后,我们的下一代将毫无选择地“被国际

化”,无论愿意与否,他们都必须参与这个扁平化的国际就业市场的激烈竞争.正如托马斯弗里

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所阐述的观点,在全球化３．０时代,个人参与全球竞争将成为不争的事实.
而与此同时,人类社会又面临着很多的全球性问题,如环境污染、战争冲突等.正如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最新发布的报告«反思教育»所言:我们将全人类视为一棵树,我们自己就是一片树叶,离开这

棵树,离开他人我们没有办法生存.因此,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我们必须有能力参与竞争,同时也

需要学会接纳不同的文明、和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合作.
(二)科学技术改变社会价值链条

以３D打印、互联网技术和新能源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悄然地改变着我们所处社

会的价值链条模式,进而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思维方式.工业时代的价值链条是一个生产

资料驱动型的经济链条:首先是“开采”物质和生产资料,再通过加工、组装、市场推广和分发,最后

提供产品服务和创造社会价值.而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价值链条则是数据驱动型的经济链条:
通过采集数据、分析数据,把数据转变为知识,并对“知识”作专业分析,然后通过市场进行推广,最
后提供服务产品.如图１所示.

图１　工业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的价值链条[５]４

换句话说,工业时代我们生产的是物质化的产品,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生产力的大幅



提升,物质文明已然高度发达,社会价值链条的终端体现已部分地由物质满足转向了满足人的精神

需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服务价值.而这个价值链条的原点也是最有价值的部分则是数据.那么

什么是数据? 数据其实就是我们的创意.未来社会,价值链条的原动力不再是满足人的基本生存

需求,而是转向了创造人的需求,就像乔布斯创造了人对智能手机的需求一样.因此,“创造性”将
在未来社会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而实现这些创意的途径则因为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而变得越来

越扁平化和高效,未来的社会结构和我们的思维方式也将越来越扁平化.
社会价值链条的改变必然带来劳动力市场对人的技能要求的变化.以美国为例,麻省理工大

学的经济学家奥特(DavidH．Autor)和普莱斯(BrendanPrice)研究了美国二战后从６０年代一直到

２００９年间,美国劳动力就业市场中的技能需求变化(见图２).他将劳动力市场的技能分为五大类:
常规性手工技能、常规性认知技能、非常规性手工技能、非常规性分析技能和非常规性人际互动技

能.从图２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常规性认知技能和常规性手工技能需求直线下滑,这显然

是受到了大机器生产和信息技术发展的冲击;非常规性的手工技能虽然整体上呈现下滑趋势,但在

２０００年之后略有回升,这主要缘于人们对工业化大生产所带来的标准化和统一性的反抗,人们越

来越追求能满足个体存在感的产品价值;而非常规人际互动技能和非常规分析技能则在过去的半

个世纪中明显上升,这是因为未来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人和人之间需要高度的协调合作,且常规

性的认知技能已经越来越被信息技术所替代,因此我们需要调动更高阶的非常规人机互动技能和

分析技能,在一个真实的、高度复杂的环境下,创造问题的综合解决方案,这样才能满足这个市场的

需求.

图２　１９６０－２００９年美国经济中劳动技能的需求变化[６]

二、国际社会关于“２１世纪核心素养”的思考

(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２１世纪核心素养”的思考

虽然“２１世纪核心素养”这个概念是近几年才提出来的,但事实上,国际社会对于这个问题的

思考可以追溯到２１世纪即将来临之际.１９９６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为应对２１世纪对

教育提出的挑战,专门组织了一个“国际２１世纪教育委员会”,并出版了一份影响深远的教育报

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该报告首次提出了“教育的四大支柱”,即学会认知(learningto
know)、学习做事(learningtodo)、学会共处(learningtobetogether)、学会成为你自己(learningto



be).这４个“学会”虽然未冠以“２１世纪核心素养”的名称,但却为回答２１世纪需要培养什么样的

人指明了方向.
进入２１世纪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就是落实«全民教育世界宣言»和«达卡尔行动纲

领»提出的６大教育发展目标,包括从幼儿教育到基础教育到成人识字,从教育公平(包括性别平

等)到教育质量.然而,在２１世纪初的１０多年间,由于世界各国的教育发展水平不一,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将全民教育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了教育公平的问题上,对于教育质量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标

准.直至２０１２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才重新从工作和市场需求的

角度反思青年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技能.报告确定了所有年轻人都需要具备的３类主要技能.第

一类为基本技能.最基本层面的技能包括能够获得满足其日常生活需要的工作所要求的识字和计

算能力,这些能力也是其继续教育和培训的必要前提以及获得可转移技能与技术和职业能力、增加

找到好工作可能性的必要前提.第二类为可转移技能.包括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效地交流思想和

信息的能力、创新意识、领导力以及责任感和创业能力.２１世纪的人们需要这些技能,以适应不同

的工作环境,从而提高其留在“有利可图”的就业岗位的机会.第三类为技术和职业能力.许多工

作要求有特定的专业技术知识,从种植蔬菜到使用缝纫机,砌砖或使用电脑,无不如此[８].

２０１３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联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２０１２年研究的基础上,专门针对基础

教育阶段学生的核心素养问题,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向普及学习迈进———每个孩子应该学什

么»(TowardsUniversalLearning:WhatEveryChildShouldLearn).该报告在深入分析世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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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要确保基

础教育阶段的学习质量,必须重视以下７个领域:身体健康、社会情绪、文化与艺术、文字与沟通、学
习方法与认知、数字与数学、科学与技术(见图３).该报告还根据不同学段学生身心发展的不同特

征,建构了一套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中学的七大学习领域不同的学习指标体系①.这实际上是为

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核心素养培养提供了一套详细的参考指标.培养学生核心素养这一思想在

２０１４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中得到延续.这一年度的报告在聚焦

教育质量问题时,明确指出:“教育质量不仅仅是帮助学生掌握基础知识,还需培养学生作为全球公

民所必需的可迁移技能,如批判性思维、沟通能力、问题解决和冲突解决的能力等.”[８]

图３　UNESCO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联合发布的“学习领域全球框架”[９]

① 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在此不详细阐述这套学习指标体系,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笔者在«比较教育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７期上发表

的«学生应该学什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基础教育学习指标体系述评»一文.



(二)经合组织有关“２１世纪核心素养”的思考

在２１世纪来临之际,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几乎同时在思考“２１世纪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
一问题的还有世界经合组织(OECD).OECD在１９９７年时启动了一项名为“素养的界定与遴选:
理论和概念基础”(DefinitionandSelectionofCompetencies:TheoreticalandConceptualFoundaＧ
tions,简称DeSeCo)的研究计划.其研究结果表明,２１世纪核心素养的核心是反思精神,支撑反思

精神的３个支点则分别是:(１)使用工具,即可以互动地使用语言、符号和文本,互动地使用知识和

信息,互动地使用(新)技术;(２)异质互动,因为未来社会是一个非常多元的社会,如何在异质的群

体中跟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实现良好的团队合作、解决矛盾冲突,是２１世纪必须解决的问题;(３)
自主行动,学生必须学会在复杂的大环境中行动,形成并执行个人计划或生活规划,维护自身的权

益,关照自身的需求.见图４所示.

图４　OECD提出的DeSeCo模型[１０]

相隔１０余年后,２０１２年３月,经合组织发布了一份题为“为２１世纪培育教师 提高学校领导

力:来自世界的经验”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明确指出２１世纪学生必须掌握以下４个方面的十大核

心技能:(１)思维方式,即创造性,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能力、决策能力和学习能力;(２)工作方式,
即沟通和合作能力;(３)工作工具,即信息技术和信息处理能力;(４)生活技能,即公民素养、生活和

职业能力以及个人责任和社会责任,其中,掌握无定式的复杂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最为重要,这些

能力都是计算机无法轻易替代的[１１].可见,“２１世纪核心技能”强调不同于传统的针对碎片化知识

的评估体系,注重对学生创新与合作意识以及更为复杂的思维方式及工作方式的培养.这十大核

心技能的具体含义如下[１２]:
(１)创造与创新:创造与创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未来的学生必须有开放的态度,善于制造头脑

风暴,乐于接受和尝试新生的有价值的理念,将新理念与自身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相结合,不怕失

败,勇于坚持,将每一次失败都视为学习的机会,以不断积累成功的经验.
(２)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和决策能力:未来的学生应该学会运用演绎、归纳等不同的推理方

法,分析复杂系统中的不同观点,并根据实际情况对不同观点进行整合;通过不断提出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提升自己的问题解决与决策能力.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应

有充分的证据和深入的分析,而对于证据分析,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则是学会分类,因此分类思

维是未来学生学习的一个重要领域.此外,在问题解决与决策的过程中,学会信任他人,灵活、公平

地对待他人,客观地反思自己,也是重要的前提条件,正如“修身”乃“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

一样.
(３)学会学习:学习将成为未来社会一种必然的生活方式,因此要培养学生不断改变、不断进步

的强烈意愿,帮助学生建立起终身学习和主动学习的意识,使学生学会有效地自我管理,包括信息

管理和时间管理.同时,帮助学生不断认识自己的长处与短处,根据自己的需求和身边的学习资源

自主、有效地开展学习.
(４)沟通交流:沟通交流的前提是掌握良好的语言知识.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未来学生不仅

要熟练地掌握自己的母语,做到听、说、读、写流畅,而且有必要至少掌握一门外语.但即便掌握了



语言知识,也并不等同于就具备了良好的沟通能力.良好的沟通首先要求学生在观念上要做好接

受不同意见的准备,能够倾听不同的声音,并能因时因地地作出适当的回应.我国著名外交大使吴

建民先生曾主编过一本名叫«交流学十四讲»的书,书中详细介绍了不同类型交流的基本原则,对掌握

沟通技巧、提高交流能力非常有益.当然,所有的沟通交流都必须建立在“诚”字的基础之上,“造物所

忌者巧,万类相感以诚”,如何真诚、自信、开放地与他人进行沟通将是未来学生面临的一门必修课.
(５)团队合作:要实现良好的团队合作,首先要学会尊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观点,学会从专业

的角度准确、清晰地向团队成员阐述自己的观点.当然,在强调团队合作的同时,也需要学会围绕

团队既定目标,进行有效的组织、计划、资源整合、管理监督和评价工作,要在正直的、道德的行为基

础上,激发团队中每一个成员实现既定目标的动力,同时学会分享团队成功的喜悦,积极承担团队

失败的后果.
(６)信息素养:未来学生必须掌握信息的检索与整合技能,自觉地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采集信

息,并能批判性地分析所获得的各类信息.同时,学生也要建立网络安全和网络责任意识,能够合

理、合规地发布和使用网络信息.
(７)信息技术:信息技术将广泛应用于沟通、交流、组织、研究等学生未来工作和生活的各项活

动之中,学生应掌握相关的基本技能,如电脑软件的使用,学会下载、检索、分类、导航、整合、评价、
创建等基本的信息技术,学会选择合适的媒介,理性地利用信息技术促进问题的有效解决,促进各

种可能的创新.
(８)本土与全球公民能力:学生应建立起自己所属社群的公民意识,不论是本土层面的、国家层

面的还是全球层面的,愿意参与各个层面的民主决策,理解不同机构的角色和决策机制,并愿意投

身于社会公益事业,促进社会的有序发展.
(９)变化的生活与职业:未来学生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反思,灵活地调

整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方向,并接受可能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同时也要学会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时间

和多项任务,学会制定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分清轻重缓急.
(１０)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学生应学习有利于自己和家人身体健康的营养保健常识,学习不同

社会的行为方式,了解自己和外部社会的历史与文化,愿意克服对他人或他社会容易形成刻板印象

的弱点,能够分清工作和生活中的专业意见分歧与个人差异,学会妥协,与他人一道共同促进自我

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国际学者有关“２１世纪核心素养”的思考

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的不同学者也纷纷对“２１世纪核心素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美国学者

伯尼特里林(BernieTrilling)和查尔斯菲德尔(CharlesFadel)在２０１１年就提出了“２１世纪知

识技能彩虹结构图”(见图５).他们认为,２１世纪的知识和技能应该包括３个模块,即:生活与职业

技能,学习与创新技能,信息、媒介与技术技能,所有技能均围绕着核心课程与２１世纪主题展开.

图５　２１世纪知识技能彩虹结构图[５]６５

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赖莫斯(FernandoReimers)教授认为,２１世纪核心技能包括三大部分:自



我技能、人际技能和认知技能.其中,自我技能包括开放灵活、好奇心、积极主动、坚持不懈、自我效

能等;人际技能包括共情、沟通、团队合作、信任、协商、解决冲突、服务导向、人际互动和领导力;认
知技能包括知识、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分析、逻辑推理、解释、决策、执行功能和创造力等,具体关

系如图６所示.其基本逻辑与中国文化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相似之处.

图６　２１世纪核心素养结构

三、关于“２１世纪核心素养”的几点反思

尽管不同学者、不同国际机构关于“２１世纪核心素养”的解读和具体指标维度不完全相同,但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以下一些基本的趋势:

第一,价值观是“２１世纪核心素养”的核心.如果将２１世纪核心素养比喻成一个人成长的发

动机,那么价值观就是这台发动机的引擎,它不仅为人的发展提供最初的原动力,而且也是学生核

心素养发展方向的重要保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彭丽媛女士在联合国

“教育优先促进可持续发展”大会上曾说过,教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仅要教授知识和技能,而
且也帮助青年人成长为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公民.

第二,强调真实情境和非常规复杂思维的重要性.未来社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使得解决社

会问题、创造社会价值都变得更为复杂.传统上凭借单一学科在“真空”环境中进行思考的思维方

式已经无法满足未来社会的需求,未来社会问题解决和价值创造需要调动多学科的知识和多方面

的能力,特别是非常规的人际互动能力和可迁移技能将是确保人们有效合作并解决问题的关键.
除此之外,在“２１世纪核心素养”中,还有以下３组关系值得讨论:
(１)专业学科学习和跨学科主题学习的关系

真实情境和非常规复杂思维必然要求学生进行跨学科的主题性学习,这不仅能培养学生跨学

科解决真实情境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是培养学生可迁移技能的重要途径.同时,我们也必须强调,
跨学科学习是建立在学科基础之上的,跨学科学习对学科学习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它
要求学生真正掌握学科的本质和大概念,只有这样才能“衍生”出跨学科学习所需要的“养分”.

(２)认知技能和非认知技能的关系

虽然２１世纪核心素养凸显了非认知技能的重要性,包括价值观、社会情绪、团队合作、可迁移

技能等,但这并不意味着认知技能重要性的下降.恰恰相反,对认知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因为简

单的低阶认知技能已经被计算机所替代,但分析、批判、创新等高阶认知技能计算机目前还无法完

全取代.因此,现代教育应将重心转向高阶认知技能和各种非认知技能的培养上.
(３)本土性与国际性的关系

我们总会在有意无意间,将“本土性与国际性”这样一组概念视为一个矛盾体,认为二者的关系



是此消彼涨的,国际的力量一旦强大,我们本土的力量就会削弱甚至丧失.但事实上,所谓“国际”,
首先要有“国”才会有“国际”,因而要提升国际能力,首先要确保具备强大的本土能力,特别是对民

族文化的强烈认同.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必然要求不同的文明各自发展、彼此交流,这样才能创造出

更新、更可持续的文明样态.如果国际性变成了仅仅一种文明的代名词,那么这种文明样态在人类

历史上的存在价值也就基本丧失.
总之,培养学生的“２１世纪核心素养”是未来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虽然不同国家、不同国际机

构、不同学者关于何为“２１世纪核心素养”有自己不同的观点,但如何建立一套适合一个国家、一个

地区、一个学校自己的“２１世纪核心素养体系”,关键还是要结合自身实际,根据“２１世纪核心素养

体系”中的基本趋势,在真实复杂的情境中作出自己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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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ocialvaluechainbroughtbyscienceandtechnologyinthe２１stcentury,UNESCO,OECDand
other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aswellassomeinternationalscholarshaveactuallykeptthinking
whatkindofcapacityisneededforthe２１stcenturysince１９９０s．Thereisnouniformanswer,buta
consensusontheimportanceofvaluesandtherealsituationfornonＧruleＧbasedcomplexwaysofthinkＧ
ingandcomplexwaysofworkingintheinternationalcommunity．Inaddition,when “２１stcentury
skills”isdiscussedinChina,thefollowingissuesarestillworthtobediscussed:howtodealwiththe
relationshipbetweendisciplinesandinterdisciplinarythematiclearning,howtodealwithrelationship
betweencognitiveskillsandnonＧcognitiveskills,andhowtodealwithrelationshipbetweennationaliＧ
dentificationandglobal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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