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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中国教育故事 服务人类教育发展
———专访上海师范大学张民选教授

张 民 选,孔 令 帅,舒 美 豪
(上海师范大学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上海200234)

摘要:张民选教授一直致力于讲好中国教育故事、服务人类教育发展的崇高事业。为了贯彻联合国提

出的教育可持续发展理念、响应国家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倡议、推动上海全球城市建设计划实施,张民选教授

带领团队建立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现已发展成为重要的国际教育经验交流平台。张民选

教授重点论述了“为什么要讲好故事”“如何吸引别人来听故事”“讲什么故事”“怎么讲故事”和“谁来讲故事”

等5个问题,并主张中国要积极展现自己的教育成就,要在国际事务中增强教育影响力。张民选教授还总结

概括了中国教育成就背后的核心教育经验,介绍了其他国家的教育发展需求,并倡导全世界的教育工作者共

同讲述中国教育故事。张民选教授认为,要在讲好中国教育故事的过程中全面客观认识中国与世界,各国要

在相互借鉴先进教育经验基础上实现共同进步。张民选教授指出,数字技术为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教育工作者要积极探索数字时代育人新途径。为此,教师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优势来提高教学质量,如为学

生整合多种教育资源、提供社会和情感支持、开展有前瞻性的指导等。张民选教授向广大青年学者寄语:要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入文献研究,在教育实践中总结有价值的教育经验;要拥有宽广胸怀,以传播中国优秀

教育经验与服务全球教育发展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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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讲好中

国故事的重大历史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

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

设的重要任务[1]。讲好中国教育故事是讲好中

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主

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

强调,要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大力推进“留

学中国”品牌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经

验、发出中国声音,增强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

力和话语权[2]。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

育中心(以下简称“联教中心”)(TeacherEdu-

cationCentreundertheauspicesofUNESCO,

简称UNESCOTEC)的主任,张民选教授带领

团队,努力将“联教中心”打造成推动中国教育

经验对外传播的重要平台。那么,“联教中心”

是如何成立和运作的? 我们应如何深入总结

中国教育的优秀经验,利用数字技术讲好中国

教育故事? 青年学者在讲好中国教育故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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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应如何作为? 带着这些疑问,孔令帅教授接

受《教师教育学报》委托,对“联教中心”主任张

民选教授进行了专访,力求更深入地了解“讲

好中国教育故事,服务人类教育发展”这个时

代命题。

  一、建立新中心:打造全球持续对话高

端平台

  访谈者:张老师您好! 非常感谢您拨冗接

受采访。您领导并创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

师教育中心,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经历了很多曲

折。请您介绍一下“联教中心”的筹建历程。

张民选:“联教中心”的建立,是贯彻联合

国教育可持续发展理念、响应国家参与全球教

育治理倡议,以及推动上海全球城市建设计划

实施的一项举措[3]。我们生逢其时,有责任为

国家和世界的教育发展作出贡献。

2015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韩国仁

川举办了世界教育论坛,邀请了世界各国教育

部长参加。会议通过了《仁川宣言暨2030年教

育行动框架》(以下简称《宣言暨框架》)(Educa-

tion2030:IncheonDeclarationandFramework

forAction)。《宣言暨框架》代表了各国政府和

全球教育界对2030年教育议程———确保每个

人都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的坚定承诺。

由挪威首相、马拉维总统、印度尼西亚总统和

智利总统以及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共同成立的

教育委员会(TheEducationCommission)在

2015年发布的文件中指出,要在2030年实现

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需要招聘6900万

名合格教师,教师缺口中76%以上分布在撒哈

拉以南的非洲和南亚地区 [4]。因此,只有调动

包括国际合作在内的一切手段,才有可能培养

数量充足且专业合格的教师。没有足够多的

合格中小学教师,将难以实现教育的可持续发

展,小学和初中教育的全球普及目标也将无法

达成,终身学习型社会也无法真正建立。

2015年9月,联合国在其纽约总部举行了

联合国成立70周年庆典,同时召开了具有重大

意义和深远影响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U-

nitedNationsSustainableDevelopmentSum-

mit2015)(以下简称“峰会”)。各成员国在峰

会上正式采纳了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了

17个优先发展领域,也被称为17个可持续发

展目标(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简称

SDGs)。其中,SDG4,是联合国提出的2015年

至2030年间要实现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

的第4项内容,即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优质教育。SDG4致力于在学前、小学、初中、

高中和职业技术培训等各个层面实现全纳、公

平的优质教育,强调所有人都应该并且可以获

得终身学习的机会[5]。为进一步推动教育可持

续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细分出教育发展的

7个子目标和3个条件性目标。教育可持续发

展的7个 子 目 标 分 别 用 SDG4.1、SDG4.2、

SDG4.3……SDG4.7来表述,以突出2030年所

要达成的核心目标,即确保实现包容和公平的

优质教育,让全民享有终身学习机会。另外,3
个条 件 性 目 标 被 表 述 为 SDG4.a、SDG4.b、

SDG4.c,它们被认为是实现7个子目标的前提

条件。如果这3个条件性目标未能达成,那么

7个子目标也将难以实现。其中,SDG4.c指

出,教师在实现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发挥着

关键作用,到2030年,社会还将需要超过830
万名合格的中小学教师,因此,在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开

展师资培训方面的国际合作,成为实现教育发

展目标的举措之一[6]。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

与世界教育论坛的主旨紧密契合,都强调了解

决合格教师缺口问题的紧迫性。

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纽约联合国

总部出席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发表了题为

《谋共同永续发展做合作共赢伙伴》的重要讲

话。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面向未来,

中国将继续秉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原则,

同各国一道为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作出努

力;中国郑重承诺,以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

为己任,团结协作,推动全球发展事业不断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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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7]。2015年10月12日至13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

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此次学习中,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

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

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

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

理理念等[8]。创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

中心,正是为国家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增强中

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提供了一个平台。

当时,上海已经提出了“全球城市”的建设

方案。为此,我写了一份报告给时任上海市委

书记的韩正同志。报告提出,“全球城市”或

“国际大都市”不仅应该是经济发展中心,还应

该是道德与文化高地和国际组织入驻地。例

如:美国纽约有联合国总部(UnitedNations)和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tedNationsChildrens

Fund),英 国 伦 敦 有 英 联 邦 总 部(Common-

wealthofNations)、世 界 海 事 组 织(Interna-

tionalMaritimeOrganization),法国巴黎有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NationsEducational,

ScientificandCulturalOrganization),日本东

京有联合国大学(UnitedNationsUniversity),

德国法兰克福有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Cen-

tralBank),等等。上海要建设成一个国际大都

市,不仅要加强港口建设,吸引各国公司和银

行,提升经济辐射力和资源配置能力,还要成

为国际组织的重要驻地,为其他城市开展文化

教育、价值引导和文明交流等树立榜样。韩正

同志一个星期后回信,明确表示支持上海开展

这项工作。我们同时提请上海市政府和教育

部抓紧时机建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

中心,在促进联合国SDG4.c目标实现的同时,

推动教师教育发展和全球教育发展,从而为人

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另外,上海建立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也有助于上海成为世

界和区域文化中心,成为全球对话的重要平台。

2015年11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正式来

函,要求我们负责启动申办筹建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教师教育中心等各项工作。经过长达7年

的艰苦努力,我们成功完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教师教育中心的筹建工作。这期间,我们遭

遇了各种挑战与困难,但是从未放弃,一直在

积极探索和创新。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全球

性的可持续发展的高端平台,用以分享中国教

育经验、促进中国教育故事的传播、参与全球

教育治理,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访谈者:您带领的团队在中国教育走向世

界、讲好中国教育故事、服务人类教育发展等

方面,都有非常扎实的理论研究基础和非常丰

富的实践探索。您撰写的《国际组织与教育发

展》《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与选送》等专著,开辟

了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新领域。另外,您在中

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以及坦桑尼亚数学教师

研修项目等实践探索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果。

请您分享一下,您的团队在传播中国教育故事

和服务全球教育发展方面所开展的工作。

张民选: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的协议中,“联教中心”被赋予了

“四大使命”和“四大职能”。所谓“四大使命”,

是指“联教中心”要成为全球教师教育领域的

服务提供者、标准制定者、研究中心和资源管

理中心。为了实现这“四大使命”,“联教中心”

又被赋予了“四大职能”。所谓“四大职能”:首

先是“知识生产”职能,即“联教中心”要进行教

师教育领域的知识创造和研究工作;其次是

“能力建设”职能,即“联教中心”要为各国教育

者提供培训和研修,提升他们的能力素养;再

次是“信息共享”职能,即“联教中心”要向世界

各国传达教师教育的知识经验并制订教师教

育最新方案;最后是“技术服务”职能,即“联教

中心”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人员和物资支持。

坚守“四大使命”和发挥“四大职能”,是“联教

中心”正常运作的基础。

一方面,“联教中心”坚持远程国际服务,

为英国的数学教师、苏丹的教育部和大学工作

者、哈萨克斯坦等中亚4国以及东盟10国的各

类教育工作者,提供“云端教研”“教师教育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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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高阶思维”“信息技术在特殊教育中的

运用”等主题研修;另一方面,“联教中心”也继

续加强线下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例如:2023年

3月,“联教中心”的机构领导率领团队前往坦

桑尼亚进行交流与研讨;同年,坦桑尼亚的教

育官员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的代表一起来到“联教中

心”进行交流与合作;还有一批坦桑尼亚的数

学教师教育者和课程开发人员在“联教中心”

学习了20余天;“联教中心”与坦桑尼亚国家教

育科学研究院合作建立了“联合教育研训中

心”,为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等等。此外,

“联教中心”还积极参与全球教育峰会,与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进行合作

与研讨。例如:2023年4月,我随中国政府代

表团前往美国参加全球教师专业发展峰会;同

年5月底,东盟国家驻华教育官员集体访问“联

教中心”,双方共同商讨“联教中心”与东盟10
国的教育合作与交流事宜;同年6月“联教中

心”还召开了国际顾问委员会会议,邀请了来

自不同国家的10余名国际组织代表和教师教

育专家参会。

二、传递新经验:互鉴人类优秀教育成果

访谈者:您带领的团队的确作了大量的工

作。您认为当前应如何更好地讲述中国教育故

事? 可以分享给世界的中国教育经验有哪些?

张民选:要讲好中国教育故事,需要进行

更多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刘宝存教授等人在

《比较教育研究》中的一篇文章,借鉴了外国学

者的5W理论,阐释了如何讲好中国教育故事

等相关问题[9]。我先前也在《教育发展研究》一

文中,结合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论述了“为

什么要讲好故事”“如何吸引别人来听故事”

“讲什么故事”“怎么讲故事”和“谁来讲故事”

等5个问题[10]。实际上,我国学者与国外学者

在许多方面都有共识,这些共识可以作为建构

我国国际教育传播理论的基石。

首先,“为什么要讲好故事”,即思考讲好

中国教育故事的意义是什么。通过讲好中国

故事,可以向世界展现一个更加全面、真实和

进步的中国形象,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

语权与主动权,改变中国在国际传播中的“逆

差”“反差”和“落差”等问题[11]。同时,通过讲

述中国教育故事,能更加深刻地了解他人和世

界,也能更好地认识自己,从而促进中外教育

工作者的共同发展。

其次,“如何吸引别人来听故事”,即思考

为什么别人要听故事。讲故事者不能自吹自

擂,也不能抱有“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执念。中

国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与大型国际教育活动,

通过在国际事务中的交流,以及在国际教育测

评中的表现来展示教育成就。同时,中国还要

积极向其他国家学习,以弥补自身不足。中国

要自信地展现教育优势,用事实和行动吸引其

他国家来听中国故事并研究中国经验。

再次,“讲什么故事”,即对故事内容部分

进行详细分析和筛选。对“讲什么故事”,我们

有时并不清楚,误以为我们的成就、经验就是

故事。每个行业都需要挖掘“自身的故事是什

么”,其中就蕴含着经验。中国成就和中国故

事是不同的。成就是已经取得且显而易见的

成绩,如在2009年和2012年的两届PISA测

试中,上海学生都取得了阅读、数学、科学三大

领域的第一,2012年上海学生的数学素养的平

均成绩为613分。如果只是单纯地讲述“上海

学生取得了613分”这个结果,那么是没有意义

的,因为人们已经看到了这个成就。如果经验

仅仅是笼统的“上海学生作了大量的功课”,那

么显然也没有总结出故事的核心所在。因此,

在国际测评和国际活动中显示出中国教育成

就后,必须研究出实践经验是什么,这才是故

事的核心。

在上海,有很多人讲中国教师的优秀经

验,但外国代表团来了又很难清楚地理解我们

的教育经验。为此,我提出了一个教师教育与

培训三角互动机制模型(TriangleInteractive

MechanismforTeacherEducationand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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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具体见图1。从图1可以看到,在教师动

机和政府机制的基础上,教师职业发展阶梯、

在职培训与发展以及绩效评价与表彰之间形

成了稳定的三角互动关系,这清楚表征了我国

教师群体专业发展的基本特征[12]。

图1 教师教育与培训三角互动机制

从图1中可知,最上面的三角形代表了中

小学教师职业发展阶梯,即从初级、中级、高级

到特级的教师职业发展路径。如今,我国中小

学已经有了正高级教师,相当于教授级教师。

有些国家也有类似的制度,有些国家则反对这

种制度。2016年1月,我在华盛顿出席了美国

科学促进会(TheAmericanAssociationforthe

AdvancementofScience,AAAS)召开的“教师

专业发展论坛”,并作了题目为《上海教师政

策:三位一体的政策体系》的演讲,提到了教师

教育与培训三角互动机制。会上,美国教育者

认为美国中小学教师非常专业,不需要职称制

度。我反问,既然大学教师和中小学教师一样

都是专业人员,为什么大学教师可以评职称而

中小学教师不行? 美国大部分教师进修需要

自己承担费用,因此很多教师不愿意参加进

修。中国的职称制度是鼓励教师进修的,通过

每年的评估,教师可以晋升职称,这便形成了

一个连续循环,即教师职业发展阶梯、在职培

训与发展以及绩效评价与表彰三个部分相互

关联。中国会组织许多教师竞赛,如中青年教

师教学大奖赛、制作教学课件比赛等。在中

国,教师如果想晋升职称,就要每年接受评估

和参加竞赛,并表现出色。教师如果想提升能

力,就可以参加免费的进修。教师职业发展阶

梯、在职培训与发展以及绩效评价与表彰之间

形成的这个三角互动机制得到了广泛认可。

某些国家可能有评价体系,但没有职称体系,

或者评价过程并未得到统一。当然,这还涉及

教师地位等其他问题。因此,我国要认真总结

自己在教师教育与培训方面的经验和积累相

关知识,并由此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这

样,当向他人讲中国故事时,就不会仅仅停留

在一般的成就上,而是可以告诉他们在取得成

就的背后,中国是如何做到的。

从次,“怎么讲故事”,即既要讲外国人渴

望听、喜欢听的教育故事,又要讲外国人听得

懂的教育故事。中国教育工作者讲述故事不

能是为了让大家鼓掌喝彩,更不能让他人感到

恐惧和威胁。我曾经对坦桑尼亚教育官员和

教师说过,坦桑尼亚也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实现

本国教育的迅速发展。这就是他们爱听的内

容,并在听完后愿意学习与尝试。另外,中国

教育工作者要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语言讲述中

国故事。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教育工

作者仅停留于使用外语进行讲述是不够的,还

需要了解心理学和跨文化交际等问题。现在

英国人也开始重视教研组的功能,坦桑尼亚也

在举办青年教师竞赛。通过教育工作者的讲

述,中国教育经验被世界同行认可、借鉴,并且

得以推广。

最后,“谁来讲故事”,即要让中国的教育

研究者、一线教育工作者,甚至世界同行一起

来共同讲述故事。例如,美国著名记者和专栏

作家弗里德曼(ThomasLorenFriedman)写的

《上海的秘密》(TheShanghaiSecret)、世界银

行的中国籍教育专家和上海师范大学的高校

教授一同出版的《上海如何做到》(HowShang-

haiDoesIt)等作品,都与我们一起讲述了中国

教育故事。英国国家卓越数学教学中心小学

部主任黛比·摩根(DebbieMorgan)———一名

每年都来上海学习的队长———提升了英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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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数学成绩。2021年,黛比·摩根也因此获

得了英国女王的生日奖项。

访谈者:您认为我国应该如何吸取世界先

进的教育经验?

张民选:我认为可以通过“联教中心”这一

平台来了解世界各国的优秀教育成果。“联教

中心”及时地将世界各地的文化成果传递给中

国人民,并与国内教师分享研究进展,从而服

务中国教育发展。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2021年和2022年举办了多次重要峰会,强调

了教师作为知识发现者和生产者的角色,“联

教中心”秉持海纳百川理念,汇集了世界各地

的优秀研究成果并加以展示;2022年9月,联

合国召开世界“教育变革峰会”,提出了对教师

的新认知和新期望,即教师应该从知识的传授

者转变为知识的发现者与生产者以及危机与

变革的驾驭者[13],“联教中心”及时发布了这些

最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改革动态;等等。了解

世界各国的优秀教育成果,可以使中国看到自

身教育的不足。正如我2016年发表的一篇论

文中所提到的,中国要保持自信、自省和自觉,

要相信自身拥有的教育经验具有独特性,辩证

地认识到我国教育存在的弱点、盲点和痛点,

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自觉成为教育的发展者和

改革者[14]。总之,中国既要讲述中国教育故

事,又要积极向其他国家学习、借鉴先进的教

育经验。

三、利用数字技术:赋能教师专业发展

访谈者:您提到教研组和教研体系是我国

特有的教育经验,那么在数字时代应如何更好

地运用数字技术促进教师成长与发展呢?

张民选:教师首先要成为终身学习者。当

新的技术出现时,教育工作者应持积极拥抱的

态度深入体验和研究,而不能害怕或排斥。历

史告诉我们,拒绝适应新技术可能会被淘汰。

因此,面对信息技术,教师要能看到技术带来

的优势,认识到信息技术为教育提供的便利,

如信息技术解决了信息传递等问题。过去,要

学习就需走近教师。以孔子为例,他不拘泥于

一个地方授课,而是经常在不同国家之间奔

波。他的弟子为了求学就必须紧随其后,因为

如果离开了孔子,将无法获取学问。后来,我

国收集书籍等资源建立了藏书楼,而西方则有

了图书馆和博物馆。这些资源非常宝贵,不再

局限于个体所有。学习者可以前往藏书楼借

阅书籍,也可以到博物馆学习。尽管教育成本

非常昂贵,但是学习资源有限,学习者仍不得

不借助这些设施。现今,信息技术就像是打开

了一扇通往知识的大门:我们只需一台能够联

网的电子设备,便能在家中获取渴望的学习资

源。这就是信息时代带给我们的巨大便利,实

现了人人可学、处处可学、时时可学的新模式。

然而,信息时代的学习模式还没有实现因

材施教的个性化教学。即使学习者可以线上

访问哈佛大学的课程,但线上45分钟的课堂可

能不如面对面授课有效。这是因为人类是社

会性生物,需要互动交流。此外,线上教学很

难适应所有人各不相同的认知风格。如果选

择回到传统课堂教学,那么信息技术的用武之

地又在哪里呢? 除了传递信息和远程教育,信

息技术还有哪些潜力和优势可以挖掘? 这些

问题好像尚未被充分解答,但实际上,数字时

代已经开始为这些问题提供了某种答案。当

使用抖音等应用软件时会发现,平台会根据使

用者的喜好提供相关内容。每次使用这些产

品时,使用者的偏好都会被记录下来,在大数

据搜集和算法的支持下,平台会根据使用者记

录为使用者快速提供符合其兴趣和认知风格

的内容。现在的挑战在于,教师能否充分利用

数字技术优势。如果不能,教师可能会被淘

汰。未来找家教进行学习辅导,实际上是在寻

求个性化教育。班级授课制度难以满足不同

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因此其他的解决方案会应

运而生。有的家长可能会选择购买科技产品,

而不是雇佣家教。例如,家长每月可以购买名

为“淘客”的科技产品,根据他们认为合适的频

率,每周或每两周收到一份快递包裹,包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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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科学小实验所需的材料,学生可以按照说明

书独立操作,或在教师和家长的指导下完成操

作。如果在完成实验的过程中遇到困难,可以

预约一个时间,请线上教师进行辅导,从而实

现个性化教育。教师应该成为数学技术的驾

驭者,将数字技术适时地应用到教学过程中。

虽然数字技术在许多方面可以助力教师

打造优质课堂,但是人类也拥有3个无法被替

代的独特优势。首先,教师能够通过观察和判

断预 测 未 来,为 学 生 成 长 提 供 服 务。例 如,

ChatGPT3.5版本只能提供截止到2021年的

数据,无法进行前瞻性判断。计算机技术目前

主要依赖历史经验和数据,而教师可以预测未

来社会的发展趋势,为不同个性的学生提供适

合的教育和人生发展建议。其次,许多情感和

社会性问题无法由机器解决。在学生学习过

程中,教师可以为其提供社会和情感方面的支

持。最后,尽管数字技术提供了许多资源,但

还有很多资源并不仅仅来源于数字技术,这就

需要教师进行多种资源的整合。例如,教师可

以在互联网开设线上学习课程,同时也可以邀

请专业人士作为外部教育资源的补充。除了

数字技术,教师可以混合使用多种技术,这是

教师应该具备的能力。虚拟学习和传统实体

学习各有优势,教师要实现更高的教育目标和

取得更有效的课堂教学,就要运用各种混合技

术,而不仅仅依赖于数字技术。同时,教师还

可以通过创造适宜的学习环境来帮助学生成

长。教师要明确未来的教师不再是知识的垄

断者,而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因此,教师要

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所提供的便利,提高课堂教

学效率。应该看到,新技术也会带来新风险。

为此,中国必须努力研究如何防范和降低新技术

对人类造成的安全、伦理和其他方面的风险。

  四、提出新展望:服务人类教育发展大

有可为

  访谈者:正如您所说的,比较教育学界的

研究者应该在讲好中国教育故事的时代背景

下作出更大贡献。那么,您对我国比较教育学

界的研究者有哪些期望呢?

张民选:对比较教育学界的研究者而言,

我有两个方面要强调。

一方面,比较教育领域的研究者在汲取世

界各国先进经验时,一定要突破文献研究瓶

颈,寻找研究创新点。文献研究是创新的基

础。在信息时代,教育研究者可以轻松获取外

国文献,并借助工具有效整理文献,这就要求

研究者更深入研究文献背后的内涵。信息流

通的便利让比较教育领域的研究者常常会有

危机感。这就使比较教育领域的研究者不得

不思考一个问题:自己的学术竞争力何在。因

此,比较教育领域的研究者只有深入挖掘文献

的来龙去脉,才能超越现状,迈向更高的境界。

拥有大量的文献并不等同于深刻地理解这些

文献。现在比较教育领域的年轻研究者少有

真正阅读和研究这些原始文献的。我对此状

况深表担忧。

另一方面,比较教育领域的研究者应该在

阅读了广泛的文献研究基础上,对这些文献的

背景、形成和发展进行深入分析,即深入探究

文献的来龙去脉。“联教中心”与世界银行合

作撰写了《上海是如何做到的?》这一本书。在

书中,研究团队收集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教育政

策文本,并进行了综合比较分析,采用了数据

分析方法,对政策的意图及实施进行了深入研

究。研究团队还采用问卷形式,收集和分析了

各个国家或地区教育政策和制度的相关数据。

例如:提问“某国家或地区的政策是否提出了

对教师的明确期望”时,将每个政策的实施情

况划分为4个级别:潜在、新兴、成熟和先进。

“潜在”级别表示该指标背后的政策尚未到位,

或对相关教育政策的开发有限;“新兴”级别表

示政策已在实施,一些实践效果好,但政策仍

在完善中;“成熟”级别表示计划或政策实施效

果良好并达到最低标准,但可能在内容和范围

上受限;“先进”级别表示项目或政策实践效果

非常好,可与国际标准同等看待。研究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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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上海在50多项文献研究统计分析中都居于

成熟和先进级别[15]。

现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比较教育领域的

研究者要突破文献研究的局限,深入到教育实

践中去。如果要研究美国,就亲自到美国去了

解;如果要研究英国,就实地考察英国。正如

比较教育学家埃德蒙·金(EdmundJ.King)所

强调的那样,比较教育研究需要了解文献的背

景、概念、操作以及实际运作方式,要弄清楚文

献和实际操作之间的联系[16]。中国比较教育

领域的研究者对获取的外国文献,既要深入研

究和借鉴这些国家的先进经验和做法,也要评

估这些经验和做法是否适用于中国。

外国文献中的理论与实际操作之间常常

存在差距。因此,比较教育领域的研究者不能

盲目地追随理论而不加思考,对文献研究也不

能仅局限于文献本身,而是要进入实际的教育

领域进行深入比较和研究。我认为参加国际

测试既是引进外部先进经验的渠道,也是走出

去展现本国成就的方式。我鼓励年轻的教育

工作者去教育部门挂职锻炼,因为挂职可以让

教育工作者更深入了解中国当地的教育现状。

一个不了解中国的人无法真正地讲好中国故

事。比较教育工作者不能简单地将自己小时

候的教育经历当作今天中国教育的状况。教

育工作者只有了解中国教育现状并可以系统

地向其他国家介绍中国教育实际情况,才能真

正达到讲好中国故事的目的。此外,比较教育

工作者还需要了解如何将这些经验传达给其

他国家的途径。在中国相对落后的时候,许多

国家的专家和学者都向中国伸出了援手。因

此,中国比较教育工作者的任务不仅是向其他国

家学习,也包括为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提供服务。

在为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比较

教育工作者不仅要完成讲好中国故事的任务,还

要承担起为全球教育发展作贡献的责任。

访谈者:您的格局和视野非常宏大,感谢

您对“讲好中国教育故事,服务人类教育发展”

这个命题的详细阐述,这为教育科研工作者以

及一线教师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发。再

次感谢您接受采访!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EB/OL].(2021-

06-02)[2023-06-29].http://www.qstheory.cn/zhuanqu/

2021-06/02/c_1127522386.htm.

[2] 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EB/

OL].(2023-05-29)[2023-06-27].https://www.gov.cn/yaowen/

liebiao/202305/content_6883632.htm? device=app&wd=

ht&eqid=cc3cdbe300086602000000026489798f.

[3] 张民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创建纪实与价值

意义[J].比较教育学报,2022(1):3-15.

[4] TheEducationCommission.Transformingtheeducationworkforce

fullreport[R/OL].(2019-09-02)[2023-06-28].https://educa-

tioncommission.org/wp-content/uploads/2019/09/Transforming-

the-Education-Workforce-Full-Report.pdf.

[5] UNESCO.教育2030行动框架将被正式采纳实施[EB/OL].

(2015-10-29)[2023-06-28].https://www.unesco.org/zh/arti-

cles/jiaoyu2030xingdongkuangjiajiangbeizhengshicainashishi?

TSPD_101_R0=080713870fab2000a7ce4ecff54dedb3a852dee3425

a4d7909dcab46d70448b670837a2c407c282808cdb76729143000f27

d6163150d601e569b094daa5432cd23e0fe67a32fd62eecc324280491

18ab5369ba5b930e92b812509cb389389a65.

[6] UNESCO.Education2030:incheondeclarationandframe-

workforaction[M].Paris:UNESCO,2015:54.

[7] 习近平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EB/OL]. (2015-09-

27)[2023-06-28].https://www.gov.cn/xinwen/2015-09/

27/content_2939377.htm.

[8]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EB/

OL]. (2015-10-14)[2023-06-28].http://china.cnr.cn/

news/20151014/t20151014_520138694.shtml.

[9] 刘宝存,王婷钰.中国教育国际传播体系刍议:基于拉斯韦尔

5W传播过程理论视角[J].比较教育研究,2023(1):3-13.

[10] 张民选,朱福建,黄兴丰,等.如何讲好中国教育故事:需

要研探的命题:以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为例[J].教育

发展研究,2021(12):1-10.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

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212-213.

[12] ZHANGM,DINGX,XUJ.DevelopingShanghai'steach-

ers:teacherqualitysystemsintopperformingcountries

[R]. Washington,DC:NationalCenteronEducationand

theEconomy,2016:9.

[13] 张民选.教师是知识生产者:世界的新认知新期待[J].

上海教育,2023(2):7-9.

[14] 张民选,黄华.自信·自省·自觉:PISA2012数学测试与

8



上海数学教育特点[J].教育研究,2016(1):35-46.

[15] LIANGX,KIDWAIH,ZHANGM,etal.HowShanghai

doesit:insightsandlessonsfromthehighest-rankingedu-

cationsystemintheworld[R]. Washington,DC:World

Bank,2016.

[16] 埃德蒙·金. 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今日比较教育

[M].王承绪,邵珊,李克兴,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

社,2001:48.

TellingtheStoriesofChineseEducationandServingtheDevelopmentofHumanEducation:
AnInterviewwithProfessorZhangMinxuanfromShanghaiNormalUniversity

ZHANGMinxuan,KONGLingshuai,SHUMeihao
(InstituteofInternationalandComparativeEducation,Shanghai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234,China)

Abstract:ProfessorZhangMinxuanhasbeendedicatedtosharingChinaseducationalstoriesandcon-
tributingtotheglobaldevelopmentofeducation.InalignmentwiththeUnitedNationssustainable
educationdevelopmentprinciples,respondingtothecallfornationalparticipationinglobaleducation
governance,andadvancingtheShanghaiGlobalCityDevelopmentPlan,ProfessorZhangMinxuanhas
ledateamtoestablishtheUNESCOTeacherEducationCenter,whichhasnowevolvedintoasignifi-
cantinternationalplatformforsharingeducationalexperiences.ProfessorZhangMinxuanaddresses
thefivekeyquestions:“whytotelltheeducationstories”,“howtoengageothersinlisteningtothe
educationstories”,“whateducationstoriestotell”,“howtotelleducationstories”,and“whoshould
telltheeducationstories”.HeadvocatesforChinatoactivelyshowcaseitseducationalachievements
andenhanceitseducationalinfluenceininternationalaffairs.Healsosummarizesthecoreeducational
experiencebehindChinaseducationalachievements,accuratelygraspsthedevelopmentneedsofother
countries,andencourageseducatorsworldwidetojointlynarrateChinaseducationalstories.According
toProfessorZhangMinxuan,theprocessofsharingChinaseducationalstoriesrequiresacomprehen-
siveandobjectiveunderstandingofChinasplaceintheworld.Countriesshouldmakemutualpro-
gressbylearningfromeachothersadvancededucationalexperiences.Heemphasizesthatinformation
technologybringsnewchallengesandopportunitiestoeducation,andeducatorsshouldactivelyex-
plorenewavenuesforteachereducationinthedigitalage.Teachersshouldleveragetheadvantagesof
informationtechnologytoenhanceteachingqualitybyintegratingvariouseducationalresources,pro-
vidingsocialandemotionalsupport,andconductingforward-lookingguidance.ProfessorZhangMinx-
uansaidthatyoungscholarsandpostgraduatesincomparativeeducationshouldgivefullplaytotheir
strengthstoconductin-depthliteratureresearchanddiscovervaluableeducationalexperiencesinedu-
cationalpractice.Heemphasizestheimportanceofhavingabroadperspectiveandtakingonthere-
sponsibilityofdisseminatingChinasoutstandingeducationalexperienceswhileservingtheglobalde-
velopmentofeducation.
Keywords:Chinesestory;educationstory;TeacherEducationCentreundertheauspicesofUNESCO;
human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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