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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可持续发展教育的
理念、实践与展望

———专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前执行主任乔丹·奈杜教授

乔丹·奈杜1,刘 子 靖2,孔 令 帅2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巴黎75001;2.上海师范大学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上海200234)

摘要:乔丹·奈杜教授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的前执行主任,同时也是国际教育界

的重要学者。他认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教育作为全球教育发展的新取向,在环境、经济和社会等各个领域对

政府、社区、企业、学校、教师和学生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奈杜教授认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教育理念源自

之前的环境问题,其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形成了如今牵动各方注意力的热点。奈杜教授通过“三

条腿的凳子”形象指出,一些具有时代性的关键特征在全球可持续发展教育理念中日渐彰显。同时,他认为

这种理念变化也逐渐通过“根与芽”项目、“生态学校”项目、国际“环境小记者”项目,以及“绿色教育伙伴计

划”等项目,反映到了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全球行动当中。在谈及中国在全球可持续发展教育中的作用时,奈

杜教授表示,中国通过各种积极行动传递出了极具中国智慧的先进理念,在全球可持续发展教育领域扮演了

重要的角色,其贡献不容小觑,且仍有上升空间。在未来,奈杜教授认为,各方需要进一步找到与国际组织在

中微观层面的适配点,一方面用更多的实践经验为理念更新提供支撑,另一方面用更精准的理念来指导未来

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教育实践,以适应未来对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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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世界在进行全球化融合的同时,纷争

也随之产生。全球化给时代带来进步的同时,

也伴随着挑战,其中尤为明显的影响就是环境

问题。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

nitedNationsEducational,ScientificandCul-

turalOrganization,UNESCO)就已注意到了世

界所面临的这一问题。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

尔摩召开的首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United

NationsConferenceontheHumanEnviron-

ment)发 布 了《联 合 国 人 类 环 境 会 议 宣 言》

(DeclarationoftheUnitedNationsConference

ontheHumanEnvironment)。该宣言的第19
条原则提出,各国需要认识到对环境问题展开

教育干涉的重要性[1]。1987年2月,世界环境

与发展委员会(TheWorldCommitteeonEnvi-

ronmentandDevelopment,WCED)通过了《我

们共同的未来》(OurCommonFuture)报告,并

将“可持续发展”一词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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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

力[2]。该定义为后续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可持续

发展教育议题奠定了正当基础。随后,可持续

发展教育逐渐从环境教育中分离出来,拥有了

更多的国际“视野”[3]。21世纪后,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凭借其独有的人文精神和教育政策影

响力,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教育的领航者。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和各层

面主体的推动下,可持续发展教育成为全球重

点议题,是17个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重要

一环。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需要深刻把握全球可

持续发展教育这一国际重大议题。2010年7
月,《国家 中 长 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10—2020年)》发布,“重视可持续发展教

育”被正式确定为战略主题之一[4]。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生态

文明教育成为我国环境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

育的延续和发展。基于此,为响应国家政策号

召,笔者就“全球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理念、实践

与展望”这一主题,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教育 规 划 研 究 所(InternationalInstitutefor

EducationalPlanning,IIEP)前执行主任乔丹·

奈杜教授进行了一次深入访谈,力求更深刻、

更全面地理解“全球可持续发展教育”这一时

代命题。

一、 全球可持续发展教育的作用及影响

访谈者:尊敬的奈杜教授,您好! 非常高

兴有机会向您请教一些问题。我了解到您参

与了许多关于全球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工作,特

别是与以教育为主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4
(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4,SDG4)的相

关工作。从您的角度看,您认为教育为何会被

纳入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Devel-

opmentGoals,SDGs)之中呢? 教育在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奈杜教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场问题。

当我们迈向21世纪时,世界面临着诸多考验。

我们必须应对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以及人工

智能等技术迅速进步所带来的风险与挑战。

同时,就许多国家而言,还面临着严重的人口

变化挑战。在经济和环境等压力下,人口的迁

移和流动日益成为常态。这些情况都在有意

无意地加剧社会的不平衡。然而,我认为这并

不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所有这些挑战都是相互

关联的。这些挑战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在领导

方式、管理模式和教育方法等方面如何实现有

效突破,其中的关键便是可持续性问题。当我

们谈及可持续发展时,教育就是可持续发展的

基石。

我和我的同事都认为教育像桥梁一样,它

连接了方方面面的目标。众多政策和行动都

表明,教育与减少贫困、保持健康、确保性别平

等、促进经济增长、改善自然环境,以及维护世

界和平等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

我们需要在政策和行动中凸显全球可持续发

展目标4与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关联。

访谈者:通过您的工作经验和切身体会,

您如何 看 待 可 持 续 发 展 教 育(Educationfor

SustainableDevelopment,ESD)在不同层面和

各方所发挥的作用?

奈杜教授: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世界结构

体系的角度来考虑,将可持续发展教育划分为

地方、国家和国际等层面。事实上,可持续发

展教育对每个层面都很重要。在地方层面,可

持续发展教育涵盖从社区到学校的各个系统,

这与学校的教育原则相关,是学校育人的重要

指导原则。此外,它还与教育基础设施、课程

设置,以及所教授和学习的内容等密切相关。

可持续发展教育需要在地方层面让所有利益

相关者都参与进来。在国家层面,可持续发展

教育需要国家的领导和政府的参与。在国际

层面,无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还是其他联盟组织,皆可以以倡导者

的姿态,给予各方技术指导或提供参考标准等

帮助,在可持续发展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按照教育阶段所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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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层次角度来考虑,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教育

不应该从成年后才开始,而应该从幼儿时期就

开始。我们需要在幼儿教育、基础教育和高等

教育等各个阶段,面向所有人开展可持续发展

教育。换句话说,参与和延续可持续发展教育

是每个群体和每个个体共同的责任。因此,我

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景象:在当地社区,各个

教育阶段的学校工作人员、教师、校长和学生

等在地方层面为可持续发展教育作出切实的

行动;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官方部门和民间社

会中共同发挥作用;私营和国营企业也在为可

持续发展教育所面临的挑战作出贡献。在未

来,这样的景象有望在现实中进一步具体化。

二、 全球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理念与行动

访谈者:2015年,联合国发布了《变革我们

的世界: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Transforming
OurWorld:The2030AgendaforSustainable

Development)[5],这是否意味着可持续发展教

育的发展理念有了新的变化? 发展理念的这

种变化又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奈杜教授:我认为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理念

正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演变。在大约20
年前,当召开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相关的全球会

议时,我们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环境问题上。我

们谈到了生态学、废物管理和节约用水等问

题,在学校的课程内容中,我们至多是倡导加

入与环境相关的内容。到了2015年,情况发生

了重大转变,这从发布的《变革我们的世界:

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可以看出。教育界人

士和政策制定者等多方主体都开始认识到,不

能仅仅从环境的角度来讨论可持续发展教育

问题,而是要结合其他方面、联合其他部门来

进行综合考量。

2015年提出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

是国际社会对环境、社会和经济关系理念的更

新。我总是会用 “三条腿的凳子”这个比喻来

形象表达该议程所倡导的理念。通过对《变革

我们的世界: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这份文件

的分析,我认为文件向外界传递出了一种环

境、社会和经济共生共长的理念。环境、社会

和经济就如同一只三角凳的三条腿一样,彼此

相互支撑,缺一不可。因此,人类如果要用正

确的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目标,那么就

要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而可持续发展必须涵

盖环境、社会和经济三个方面,这是一个综合

性的实现路径。我认为,大多数国家越来越认

识到,如果发展意味着破坏环境、将地球置于

危险之中,那么这就不是正确的发展理念。大

多数国家越发认识到经济增长和正确的发展

方式可以同时实现。就目前情况来看,我认为

这个综合性实现路径的理念已经被普遍接受。

虽然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仍有一些人持怀疑

态度,但总的来说,经过一些调整之后,大多数

国家已将这一理念纳入了各层面跨部门的政

策当中。

因此,我认为可持续发展教育理念一直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演变。这种理念的更

新使得可持续发展教育领域的实践内容和形

式也随之发生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如今教育

领域的课程中加入了更多关于可持续发展的

相关内容。同时,人们也更为关注教育公平问

题,关注建造学校的可持续方式、材料的可持

续使用以及学校能源的可持续利用等情况。

所以,可持续发展教育从之前与环境的单一联

动,演变到了后来与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和谐

共生。可见,在如今的国际理解中,可持续发

展教育与各个方面都存在着重要的联系,这是

几十年来全人类对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教育的重大思想转变。

访谈者:您印象深刻的或认为非常有价值

的可持续发展教育行动有哪些?

奈杜教授:在过去的这些年,来自世界各

地的人们开展了很多有趣的可持续发展教育

项目,这让我感到非常振奋和欣慰。在学校层

面,我看到世界各地的很多学校都引入了针对

气候问题的相关课程,其中涉及环境保护,如

鼓励学生更少地以消费为导向来思考塑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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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等。在社区层面,我认为南非的“生态学

校”(Eco-Schools)项目很有意思。这个项目由

当地社区主导,在当地学校开展城市农业和环

境可持续性相关知识、技能和价值观念的传

授[6]。想象一下,孩子们可以在自己的学校种

植自己喜欢的蔬菜和实施牲畜喂养计划等,这

是件多么有趣的事。孩子在学校和社区的影

响下,在亲身实践的过程中,体会可持续发展

的理念,这听起来就很令人振奋。

同时,在国家层面也有类似的项目。在澳

大利亚,有一个可持续发展学校项目,政府通

过教师培训、审查和评估基础设施建设,以及

为学校建立更好的废物管理系统等方式,将可

持续发展纳入整个课程体系中。在法国,国际

“环境小记者”(YoungReportersfortheEnvi-

ronment,YRE)项目的开展,是政府加强青年

参与可持续发展教育活动的有力例证。法国

政府通过“环境小记者”项目,允许学生以年轻

记者的身份,在学校和社区等场所寻找并报道

他们认为有意义的可持续发展的活动和项目,

同时鼓励他们积极组织自己的活动和项目[7]。

学生带着主人翁意识参与甚至组织可持续发

展教育相关活动的项目,这让我看到了可持续

发展教育蓬勃的未来,非常令人激动。可见,

在国家层面,当与国家教育部门合作开展可持

续发展教育项目时,可以采用不同的模式———

既可以直接与学校合作,也可以直接与学生建

立合作关系。

在国际层面,有价值的可持续发展教育项

目更为丰富。这些全球项目中有许多是由联

合国机构、大型国际非政府组织或基金会运作

的。同时,越来越多的慈善基金会正在发挥重

要作用。由著名生物学家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发起的“根与芽”(Roots&Shoots)项

目,是早期国际上推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

教育实践之一[8]。我还在巴黎任职时,我与联

合国 儿 童 基 金 会(UnitedNationsChildrens

Fund,UNICEF)有很多接触。我认为由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组织发起的“世界上最大的课

程”(TheWorldsLargestLesson,WLL)项目

是当前国际上重要的可持续发展教育实践之

一[9]。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国际教育

领域重要的引领者,还有很多重要的可持续发

展教育项目在实施中。

我认为,无论这些项目是全球性的、全国

性的,还是仅限于单一学校的,它们都具有极

强的实践性,都是基于经验的学习,是真正的

实践活动。因此,我认为这些项目都促进了相

关参与者的主动性。在这些项目中,学生、教

师等参与主体,以及学校、社区等参与系统都

被赋予了相应的权利。这种为相关参与者和

参与系统赋权的行为,让相关参与方获得了重

要的价值感和成就感,使他们对自己亲手创造

出来的美好变化感到欣喜。

我还认为,这些成功的项目实现了跨部门

的联合。这些项目工作不会局限在单一部门

或某一群体内,而是总是试图与更多其他部门

和群体建立联系。例如,南非的“绿色学校”项

目与农民密切合作,邀请他们到城市来展示农

产品。所以,这里有个我的重要观念,即在地

方层面的项目中,要邀请更多的主体参与进

来,让社区、家长、非政府组织、商业团体等各

方都参与到可持续发展教育项目中来,即让地

方层面的每个群体、每个个体都参与其中。

访谈者:202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

启动了“绿色教育伙伴关系”(GreeningEduca-

tionPartnership,GEP)计划,这是目前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在可持续发展教育,尤其是气候变

化教育领域采取的新行动[10]。您如何看待这

一计划?

奈杜教授:我认为该计划是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过往可持续发展教育实践的延续。这可

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绿色教育伙伴

关系”计划是可持续发展、气候教育与教育的

整合体;另一方面,该计划有助于国家之间建

立更为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

总体而言,这项计划确实在一些方面取得

了进展。首先,计划让人们认识到在当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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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全球动员,开展全球性可持续发展教育和

气候变化教育行动的必要性。其次,计划提供

了一个进行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对话和共同承

诺的平台,将政策制定者、国家领导人、教育部

长和不同利益相关者聚集到了一起,为可持续

发展教育、气候变化教育的宣传和资源的获取

提供了广泛的交流平台。最后,计划让人们进

一步认识到了开展协同性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在全球化趋势下,如果我们仅在某一个地方建

设可持续发展教育,那是不够的。我们既需要

一个国家在本国内全范围推广可持续发展教

育理念、开展可持续发展教育实践,同时也需

要国家 之 间 开 展 国 际 化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教 育

合作。

我们可以通过这一计划看到以往各层面

在可持续发展教育上取得的一些进展,同时,

也可以看到仍然存在一些挑战,特别是在低收

入、欠发达地区。由于人才缺乏、财政不足等

方面的原因,落后地区在可持续发展教育方面

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这样的现状意味着我

们需要继续改变,继续借助“绿色教育伙伴关

系”计划,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原则下,帮助并

确保尤其是低收入、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得到更

多关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技术、财政和政策等

方面的支持。

三、中国在全球可持续发展教育中的作用

访谈者:以您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4相

关国际工作的了解,中国在这些领域正在发挥

着怎样的作用? 相关中国经验有运用到这些

工作中吗?

奈杜教授:我认为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教育

领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在未来,我相信

中国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世界可持续发

展教育领域有很多可以向中国学习的经验。

事实上,在国际层面,在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等国际组织中,中国代表总是会主动参与到

有关可持续发展教育、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4
相关内容的讨论当中,并对积极的提议予以赞

同票和资源支持。同时,近年来“一带一路”等

倡议和中国主导的其他平台也展示了中国在

可持续发展教育领域作出的巨大贡献。我知

道在上海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

会定期主办中国“一带一路”项目下关于教育

的一些实践活动,这些活动让来自巴西、马来

西亚、巴基斯坦和坦桑尼亚等十几个国家的参

与者会聚一堂,共同探讨可持续发展教育等当

下的全球教育问题[11]。这些都是中国在此领

域发挥作用的一种实际行动。

在国家层面,中国也有着丰富的可持续发

展教育经验。在许多情况下,中国在整个可持

续发展问题上都做得很好,积累了很多经验。

我认为这有两个原因:其一,中国作为世界上

第二人口大国、第二大经济体,自身充足的人

力和物力,使得国内蕴含了很多的资源,这让

中国有很多东西可以对外分享;其二,我认为

习近平主席的领导是卓有成效的,他领导中国

在国际层面参与和组织了非常多的大型可持

续发展活动,并明确提出了中国教育可持续发

展的承诺。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发

展教育本就是中国的一个优先事项,而非是仅

停留在国际舞台上的表面口号。同时,我注意

到,习近平主席总是提及“现代化”这个词。回

顾过去,“现代化”给人类带来了很多挑战,如

工业化导致的很多污染等负面影响。但我认

为,中国一直强调的是,可以在保护环境的同

时实现现代化,可以在保障社会平等的前提下

实现现代化。这也间接证明了我之前提出的

“三条腿的凳子”观点,即在可持续发展教育等

领域的各方共同努力下,我们可以实现环保、

平等与经济增长并存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我认为,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教育领域已成

为其他国家的典范。中国对可持续发展教育

投资比例的增加,以及高校和研究所等科研场

域的创新性和可持续性的提升,都使中国能够

在可持续发展教育领域继续为国际社会作出

更大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将被学习和借鉴。

访谈者:目前,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4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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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全球可持续发展教育所追求的最重要的

目标。从您的角度看,您认为中国在全球可持

续发展目标4的实现进程中面临哪些挑战? 对

此您有何建议?

奈杜教授: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4的内涵

是“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

享有学习机会”。这包括在各年龄段内实现男

女平等的、终身的、包容且公平的优质教育[12]。

首先,我要说的是,中国在全球可持续发

展目标4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绩。当今,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能完成中小学义务教育。

就幼儿教育而言,我认为目前中国存在的挑战

可能是:孩子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但各地所提

供的教育质量参差不齐。

其次,我认为中国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偏

远地区和部分农村地区的教育发展问题。中

国大城市和大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教育取得了

显著进步,如上海、重庆、北京、深圳等城市拥

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充足的优质师资和丰富的

课程资源。然而,一些文献显示,中国可能需

要在偏远地区以及部分农村地区加大教育投

入,以确保这些地方的教育基础设施、师资、课

程资源,以及数字技术等方面都达到所要求的

基准线。这个问题在许多国家都存在。我认

为,除了常规的发展手段,还可以发展远程教

育技术,让学生在遭遇突发状况不能去学校

时,也可以接受远程教育。当然,解决师资问

题方是提升偏远地区和部分农村地区教育质

量的关键。当考虑区域或位置差异时,我们需

要关注的不仅是基础设施问题,还包括师资问

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24年最新发布的

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4相关报告中提到,教师

是教育变革的关键推动者,到2030年,全球教

师短缺估计将达4400万[13]。可见,解决教师

短缺问题、提高教师质量是进一步开展可持续

发展教育项目、推动教育转型的当务之急。此

问题置于中国国情之下,我们需要思考的是,

中国教师的分布是否均衡、教师的质量是否优

质。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如何解决师资均衡

和优质问题,将深刻影响中国欠发达地区可持

续发展教育的质量。

教师是教育变革的关键推动者。因此,教

育转型需要国家优先考虑对教师职业的关注

和投入。为此,各国和地区需要对教师招聘、

培训和保留进行系统规划,确保教师具备准入

资格、接受专业培训、拥有职业志趣并得到各

方充分支持等。

最后,我认为中国面临的又一个挑战是许

多学生都有很大的学业压力。许多亚洲国家

的国家考试决定了学生上哪所大学、从事哪种

职业。在中国,这被称为“高考”。高考在促进

阶层流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

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需要加以关注。全球可

持续发展目标4的推动者不希望看到未来是一

群带着强烈竞争意识的人来策划世界的明天,

而是希望看到学习者带着更多的微笑和积极

从容的心态接受教育,去学习基于兴趣的事

物。因此,我们需要积极采取措施,在进行教

育评价改革的同时,也为学生提供相应的指

导、规划和咨询等帮助。

访谈者:在未来,您认为中国可以通过什

么方式、在哪些方面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教育贡

献更多的中国智慧?

奈杜教授:首先,来到中国后,我了解到中

国有一种“太极”的思想。这种思想传递的是

一种丰满且松弛有度的精神,这是中国独有的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学思想。我认为,中国可

以进一步将“太极”思想融入可持续发展教育

当中,创造出更加丰富且松弛有度的教育氛

围,开发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课程,从而传递中

国独特的万物合一、万物平等的整体思想。其

次,我认为中国传统教育中有着非常全面的教

育方法,蕴含着广泛的终身教育的理念。因

此,我鼓励更多的中国研究人员深入研究中国

的终身教育,并通过出版物、演讲和电影创作

等各种方式展现出来。最后,我认为中国可以

继续向世界展示更多在技术创造和教育技术

上的优秀成果。目前已经有很多成果表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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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某些科技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因此,

我认为这样一个将可持续发展教育置于优先

位置的国家,应该会在不久的将来在教育领域

融入更多适合的科技元素,以助推全国教育的

发展,同时也为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教育工作提

供中国智慧。

我在之前北京的一次会议上,遇见了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前教育助理总干事唐虔先生。

他在会议上说,中国总是试图说自己能从别处

学习到什么,但我们也应该邀请更多其他国家

的朋友来中国,因为中国也有很多可以贡献的

好东西。我很认同他的这一观点。我认为,至

少在可持续发展教育领域,中国完全可以践行

此观点,这个世界的确需要更多的中国智慧。

对此,我保持期待。

四、 全球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未来展望

访谈者:您认为在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教育

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工作中,是否需要继

续加强国际组织在可持续发展教育中微观层

面的管理?

奈杜教授:与可持续发展教育一样,全球

可持续发展目标由国际组织提出,并由各国和

地区的利益相关方共同签署协议,达成一致追

求。事实上,关于国际组织的作用与当地社区

和组织的自由、权利及赋权等问题,国际社会

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对我而言,这不是

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我们需要同时兼具二者

的角色和视角,即我们既需要国际组织的宏观

协调,同时又需要为一线学校、本土社区等中

微观主体留有一定的操作空间。因此,我们需

要寻找一个更为平衡的方式。一方面,在某些

情况下,我认为国际组织过度发挥了其作用,

设定的一些标准和任务有时可能挤占了中微

观层面的本土化空间;另一方面,地方行动者

有时也可能不具备完全的能力,缺乏一定的广

阔视野。所以,我们有责任让国际、国家和地

方在平等的对话平台上进行合理交流。可持

续发展教育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需

要人们在国际、国家和地方采取松紧适度的联

合行动。

当我们在考虑国际组织的作用时,不能将

其视为一个政府组织,因为它们没有直接的领

导责任,而是更多地发挥协调全球的作用。全

球可持续发展目标4.7强调,到2030年,确保

所有进行学习的人都掌握可持续发展所需的

知识和技能。具体做法包括开展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生活方式、人权和性别平等教育,弘扬

和平及非暴力文化,提升全球公民意识,以及

肯定文 化 多 样 性 和 文 化 对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贡

献[14]。这是一项关于将不同的人聚集在教育

领域,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同时,全

球可持续发展目标17强调,要“加强执行手段,

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14]。这是关于

在可持续发展的联合行动中实现共同负责的

全球伙伴关系的目标。

可见,国际组织更多是从促进人类发展的

角度出发,推动各方带着共同的想法去行动,

以团结实现共同的目标。国际组织可以提供

具有循证性的全球标准,但这些标准在践行过

程中,需要依据本土原则,根据各地的现实情

况进行适当调整,以更好地促进国际合作。就

可持续发展教育而言,各国和地区需要建立某

种具有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监测机制,

发布如全球教育监测报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统计研究等,它们可以帮助各国和地区放眼全

球及国内。同时,各国和地区的相关部门也需

要发挥领导作用,以配合国际组织的资料收

集,并确保任何来自国际层面的指导都能适应

当地的情况。

另外,我认为,为中微观层面提供广泛的

对话平台非常重要,这能够保障地方拥有合理

的权利并得到合理赋权。很多时候,真正的创

新来自地方层面。因此,我们需要保护中微观

层面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所以,本土性很重

要,我们需要考虑很多当地的条件,包括语言、

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差异。就可持续发展教

育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而言,我们很容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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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中微观层面对可持续性、环境和公平等的重

要性有不同的看法。这就需要国际组织等宏

观群体,投入时间来与中微观层面在思想和行

动等方面建立起良性的互动。我们有共同的

人类目标,需要为了人类的共同目标走到一

起,但是,我们允许分歧存在,允许并鼓励保留

本土性,因为我们面临着共同的挑战。

访谈者:您认为可持续发展教育对未来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推动形成可持续发展

的社会都有着怎样的作用和影响?

奈杜教授:我认为我们必须重视可持续发

展教育。正如我之前所谈到的那样,可持续发

展教育是连接许多不同事物之间的桥梁,扮演

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在当前世界尤为重要。

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4.7在谈及可持续发展教

育时,涉及了教育、可持续发展以及全球公民

的概念。有时我认为,虽然目前我们可能无法

完全成为全球公民,因为我们还有各自的国家

归属感,但是,我们可以让自己具备一种全球

责任感。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在地方层

面,还是在全球层面,一个人的行为总会影响

到其他人。

今天,人口流动和资源共享要求我们要对

其他人负起责任,这涉及公平、环境等诸多方

面的问题。可以说,今天的我们肩负着重大责

任。我们需要从一开始就教会孩子如何与他

人相处,因为孩子有可能改变未来。因此,我

个人认为,可持续发展教育是通往全人类和平

共处、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途径,也是实

现和平和美好未来的关键所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各项活动中都强

调:“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

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15]这是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的使命和誓言。在当今冲突加剧的国

际环境中,这样的精神尤为重要。教育作为人

类世代精神财富的传承途径,在当今世界具有

极其重要的价值。可持续发展教育作为教育

领域经过长期观念更新和实践验证的重要发

展方向,应该得到国际组织等各层面的充分关

注和重视,因为这是一项利于人类和地球的伟

大事业。

访谈者:您关于全球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思

想和见解让我们深受启发,非常感谢您接受

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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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PracticeandProspectsofGlobalEducation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
AnInterviewwithProfessorJordanNaidoo,formerExecutiveDirectorofthe

UNESCOInternationalInstituteforEducationalPlanning

JordanNaidoo1,LIUZijing2,KONGLingshuai2
(1.UNESCOInternationalInstituteforEducationalPlanning,Paris75001,France

2.Research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andComparativeEducation,Shanghai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234,China)

Abstract:ProfessorJordanNaidooistheformerExecutiveDirectoroftheUNESCOInternationalIn-
stituteforEducationalPlanning(IIEP)andaleadingscholarintheinternationaleducationcommuni-
ty.HebelievesthatESD,asaneworientationinthedevelopmentofglobaleducation,hassignificant
impactsongovernments,communities,privateenterprises,schools,teachersandstudentsintheenvi-
ronmental,economicandsocialspheres.Prof.NaidooarguesthattheconceptofglobalESDoriginated
frompreviousenvironmentalissuesandhasevolvedovertimetobecomeahottopicforallparties.U-
singtheimageofthe“three-leggedstool”,Prof.Naidoopointedoutthatsomeofthekeyfeaturesof
ourtimesarenowevidentintheglobalconceptofESD.Atthesametime,heheldthatthischangein
philosophyisgraduallybeingrealizedthroughtheRootsandShootsprogram,theEco-Schoolspro-
gram,theinternationalYoungReportersfortheEnvironmentandtheGreeningEducationPartner-
ship.SpeakingofChinasroleinglobalESD,Prof.NaidoosaidthatChinahasplayedanimportant
rolethroughvariouspositiveactionsthathavespreadadvancedconceptswithChinesewisdom,and
thatitscontributiontothefieldcannottobeunderestimated,withevidentroomfordevelopment.In
thefuture,Prof.Naidoobelievesthatallpartiesneedtofurthergraspthefitbetweeninternationalor-
ganizationsandmicrolevels,andusemorepracticalexperiencestosupporttheupdatingofconcepts,
aswellasmorepreciseconceptstoguidefutureglobalESDpractices,inordertoadapttothehigher
demandforESDinthefuture.
Keywords:sustainabledevelopment;Education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UNESCO;Sustainable
Development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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