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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英国女童教育
国际援助的动因、路径及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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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女童教育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是构建人类教育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任务。然而,肆虐

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特别是贫困地区女童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对此,英国政府发布了《保障每个

女童入学、安全和学习:2021—2026五年全球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提出了后疫情时代英国女童教育对外

援助的推进路径。英国政府将汇聚国际援助平台提升女童教育援助的全球合力,激活对外援助内生动力

推动女童教育提质增效,开创循证研究新格局催化全球女童教育深度改革。后疫情时代英国女童教育对

外援助战略充分体现了女童教育与公共卫生事件的共生性,女童教育国际援助多利益相关者的共进性以

及女童教育国际援助公共产品的共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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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童教育是全球教育公平问题的关键领域,也是长期以来国际教育援助的优先战略任务。

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特别是贫困国家和地区女童教育带来了新的严重影响。新冠肺

炎疫情造成了全球有史以来最大的教育中断,2020年4月学校停课进入高峰期,全球范围内180
个国家的16亿学生失去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其中女童占了失学儿童的绝大多数[1]。英国政

府高官指出,新冠疫情给女童带来的学习损失可能抵消了过去20年来女童教育取得的成果;新
冠疫情给女童教育未来发展带来了毁灭性后果,加剧了原有的全球性女童学习危机,同时阻碍了

英国教育援助者为所有女童提供包容性优质教育的后续进程[2]。全球教育伙伴关系(Global
PartnershipforEducation)主席朱莉亚·吉拉德(JuliaGillard)也指出,新冠疫情加剧了全球教育

危机,其中低收入国家儿童面临的危机最为严重;当前全球教育发展正处于决定性的十字路口,

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确保每个儿童都有机会接受优质教育是创建一个更加可持续、和平、有弹

性的未来社会的必然要求[3]。在此背景下,作为长期倡导全球两性平等和女童教育可持续发展

的国家,英国政府于2021年5月发布了《保障每个女童入学、安全和学习:2021—2026五年全球

行动计划》(Everygirlgoestoschool,stayssafe,andlearns:Fiveyearsofglobalaction2021—

2026,以下简称《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旨在借助英国外交、联邦和发展办公室(UKForeign,

CommonwealthandDevelopmentOffice)组织平台以及英国外交网络的全球影响力,在后疫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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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建立女童教育援助全球联盟,提高女童教育质量;激发英国对外援助内生动力,为女童教育可

持续发展提质增效;开创教育实证研究新格局,推动受援国女童教育改革和发展,加速全球女童

教育复苏和全纳高质量发展[4]。《行动计划》指出,力争确保2026年中低收入国家在校女童人数

增加4000万,10岁以下具备基本阅读能力的女童人数增加2000万[4]。英国首相也强调,支持

女童获得12年优质教育是后疫情时代最为明智的投资之一;在世界各地,大量女童受教育年限

被缩短或受教育机会被完全剥夺的现象在后疫情时代更加突出,英国政府将重点关注这些女童

群体,并持续增加全球女童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5]。

一、后疫情时代英国女童教育国际援助的动因

(一)女童教育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受教育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也是通往其他权利的关键途径,对于实现两性平等、持久减贫、有

弹性的经济发展,以及维持和平稳定的良性社会生态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女童是当今社

会重要群体之一,通过教育可以充分发挥女童自身潜能,塑造女性未来生活。女童教育是一个回

报率较高的公共投资领域,大量证据表明,投资女童教育,消除女童受教育障碍,帮助女性顺利就

业或创业,是世界各国进入发展“快车道”的必由之路[6]。女童教育有助于持久减贫,一项研究结

果显示,成人文盲每年给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超过8000亿英镑,在7.5亿成人文盲人口中,有三

分之二是女性;同时,每增加一年受教育时间,女性的收入就会增加20%,在未来生活中也会拥

有更多的发展机会[7]。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近年来的经济快速增长正是得益于其持

续扩大的高质量基础教育范围和女性友好型教育改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指出:“女童教育是

解决贫困,有效消除性别暴力的最简单、最具变革性的举措。”[8]女童教育可以加快人口结构转型,

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保障女童正常入学并接受高质量教育,提供帮助女童发挥自身潜能的教育

环境,可以最大限度缩小其未来家庭规模,提高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营造更为健康的家庭生态环

境[9]。因此,在疫情后各国恢复重建的关键时期,女童教育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忽视的战略重心。

女童教育无国界,女童教育的收益也是跨越国界的,并且逐渐具有真正的全球影响力。受过

良好教育的独立女性在塑造国家和国际形象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女性参与政治活动和公共服务

的积极性与其受教育程度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目前,受过教育的女童和成年女性已经成为应

对全球气候危机的中坚力量[10]。为女童提供高质量教育,并向更多女性予以赋权,她们才能真

正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者。英国首相强调,发展全球女童教育和女性赋权符合英国国家利益,提

高全球女童教育标准有助于保护英国免受国际社会冲突后果的负面影响[2]。研究表明,性别歧

视程度越高的国家越容易发生社会冲突和危机,反之男女享有较高公平和平等教育机会的国家

往往趋于稳定与和平[11]。但这并不意味着男童教育的重要程度被降低,只有让男童和成年男性

积极参与到女童教育领域,才能真正有效减轻性别刻板印象对女童教育的危害,消除对女性的歧

视,改善女童和成年女性的教育处境,进而促进女性在社会中享有同男性平等的机会和身份。因

此,在后疫情时代,加强全球女童教育国际援助,实现疫情应急导向的人道主义援助与常态性发

展援助的密切对接,对确保后疫情时代女童教育高质量发展,维护社会可持续稳定,构建人类教

育命运共同体具有极其重要的时代价值。

(二)疫情情境下女童教育面临双重危机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女童教育带来了双重危机。疫情直接导致全球特别是低收

入国家和地区女童面临严重的失学危机和技能学习危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全球范围

内小学毕业前不具备基本识字和算术能力的儿童比率就超过了50%,其中女童占70%以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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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导致学校大规模停课停学,残疾女童和生活在冲突地区的女童所受影响尤为严重,其中中学

适龄女童最有可能因为家庭贫困而辍学或者早婚;预计未来5年内全球童婚数量将增加250万,

怀孕女童数量将超过100万[11]。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全球性学习危机的恶化,即使对已

经入学的儿童而言,学校教育也难以提供充分资源保证学生进行有效学习:世界范围内约3.87
亿儿童在小学毕业前不具备基本阅读能力;在低收入国家,10岁前不具备阅读能力的儿童比例

甚至达到了90%以上;若不采取补救措施,全球将新增7200万无法掌握基本识字和算术技能的

儿童[12]。

常态性女童教育危机在后疫情时代将持续发酵。在许多低收入国家和地区,教育中的性别

不平等往往以牺牲女童利益为代价。不同社会群体的女童在接受教育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呈现出

越发明显的复杂化和多样化特征,如安全交通工具资源匮乏,校服、考试甚至最基本的远程学习

服务费用开支也超出了贫困地区大部分女童家庭承受范围[13]。此外,女童在不同年龄和教育阶

段遇到的学习危机问题也不尽相同,其中青春期女童失学危机最为突出。在这一时期,针对女童

的传统偏见和社会伦理规范对女童人生选择和自由权限产生了深刻影响:女童往往需要承担更

多的照顾亲人或者赚钱养家的责任;没有避孕的性关系或者婚姻极有可能导致女童学业中断,随

之而来的怀孕和分娩期间的并发症更是对青春期女童生命构成严重威胁[14]。因此,青春期是入

学机会性别差距真正扩大的关键时期。然而,这一时期也正是女童能够从教育中获益最多的发

展阶段。这些常态性女童教育危机在全球疫情情境下变得愈加复杂多样,加剧了女童教育的现

存困境,女童教育国际援助进入到前所未有的紧迫期。

(三)英国推进全球女童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求

提高女童教育质量,从根本上解决女童失学和学习危机,让女童真正从教育中获益,需要教

育和其他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协同共进。为推进全球女童教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近年来英国

政府在国际女童教育援助中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2018年,英国政府推出了《全球女童教育

政策》(GlobalGirlsEducationPolicy),支持并推进受援助国和地区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从制度

上确保女童教育质量持续提升,增强受援国教育政策和改革方案的包容性和灵活性,以便共时应

对多种不利影响,并满足儿童多样化教育需求。如英国政府通过教育援助对埃塞俄比亚最边缘

化地区的多达18000所学校进行有效干预,并为125000名教师提供专业发展培训,通过多种途

径降低儿童,特别是女童、牧民儿童和残疾儿童辍学率,同时改善超过100万儿童(包括50%以上

女童)的受教育环境[15]。在津巴布韦,英国支持津政府推行《教育法》修订案,保障所有女童都有

权利接受包括性生殖健康教育在内的全人教育。通过与津政府和社区合作,保障女童在校期间

身心安全,减少女童早婚、早孕现象发生,提供安全交通工具和寄宿条件,以防范女童上学途中发

生暴力事件[16]。在塞拉利昂,英国支持塞政府推进面向所有儿童的中学教育改革,同时解决校

园暴力等问题,减少女童教育障碍;此外,英国支持塞政府推行“积极包容的教育政策”,保障女童

在怀孕后能够重返校园[17]。英国这些女童教育国际援助战略举措在后疫情时代显得更加必要,

亟待针对后疫情时代国际国内环境的特殊性和应急性解决全球女童教育危机,通过新的教育援

助战略框架推动全球女童教育快速复原和可持续发展。

二、后疫情时代英国女童教育国际援助的路径

(一)汇聚国际援助平台,提升女童教育援助全球合力

多年来,英国政府一直注重在国际组织教育援助框架下,借助于国际援助平台开展女童教育

对外援助,汇聚全球女童教育援助参与者,将女童教育援助的重心转向女童基本生存和发展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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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为全球女童教育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然而,面对未来日益复杂的社会挑战,特别是在当

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贫困地区女童教育面临双重危机,全球女童教育援助需要整个国际

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协同推进。对此,《行动计划》敦促世界各国政府深度协同,为受疫情影响的全

球女童教育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应急援助。英国政府将以担任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和与肯尼亚

共同主办全球教育峰会(GlobalEducationSummit)为契机,借助“全球教育伙伴”和“联合国气候

变化大会”(UNClimateChangeConference)等平台,聚焦女童教育国际援助,更新女童教育国际

援助承诺,重塑后疫情时代全球女童教育援助的国际合作新格局,建立新型女童教育全球联盟,

推动女童教育在后疫情时代的可持续发展[4]。

为重塑后疫情时代女童教育国际援助新格局,《行动计划》强调,英国政府将持续强化全球女

童教育援助的政治承诺和全球治理,将解决女童学习危机问题作为未来重大国际合作活动的中

心任务。针对新冠疫情情境下日益严峻的全球女童群体学习危机,英国政府将在未来五年持续

深化与国际教育援助合作伙伴多边关系,倡导国际社会将女童教育援助置于后疫情时代国际教

育优先发展地位;加强与国际组织及相关成员国深度合作,支持联合国设立全球教育可持续发展

目标指导委员会,将其置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之下,并派驻英国政治代表加强全球教育可持续

发展目标实施,为全球女童教育可持续发展提供政治保障;关注气候危机对教育造成的现实风

险,精准定位后疫情时代女童教育在应对全球气候危机中的重要作用和积极贡献[18];围绕后疫

情时代女童教育国际援助,建立包括“世代平等论坛”(GenerationEqualityForum)、“七国集团转

型行动承诺”(G7commitmentstotransformativeactions)、“联合国性别暴力行动联盟”(UNAc-

tionCoalitiononGenderBasedViolence)、“2030家庭计划改革”(FamilyPlanning2030)等重大

国际合作平台在内的国际女童教育援助联合行动新机制,通过多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应对后疫

情时代更为复杂的全球女童教育危机[4]。

英国政府将进一步深化全球女童教育战略伙伴关系,支持受援国有效缩减儿童基础技能性

别差距。英国政府将在后疫情时代充分利用全球教育合作伙伴关系平台,不让一个女童掉队;深

化与国际女权组织合作关系,有效解决后疫情时代阻碍女性教育发展的性别歧视、暴力和不平等

问题[19];增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UNESCOInstituteforStatistics)和《全球教育监测

报告》(GlobalEducationMonitoringReport)跟踪监测全球女童教育可持续发展能力,重点加强

与后疫情时代女童教育相关的极端贫困、性别、残疾、地理位置等分类数据收集[20];加强国际援

助伙伴合作,为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提供更有力的问责机制保障,深化七国集团成员在女童

教育质量监测领域的伙伴关系,联合修订女童教育援助方案[21]。

在国际女童教育经济援助方面,英国政府将进一步汇聚国际多方援助资金,支持全球女童教

育,有效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为解决后疫情时代全球女童教育援助资金紧缺问题,英

国政府在《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首先,要努力确保国际女童教育援助融资的针对性和应急性,

加强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DevelopmentAssistance)组织对全球女童教育的有效援助,将国际

教育援助融资,特别是多边援助融资集中在最贫困国家女童学习危机领域;其次,推进国际教育

援助融资方式创新,在充分开发利用官方发展援助经济资源基础上,积极吸纳全球私人援助机

构、基金会和非传统捐助者参与女童教育援助,为后疫情时代女童教育开拓新的资金来源渠道。

英国政府将牵头举办全球教育合作伙伴关系会议,在未来5年内筹集50亿美元,支持后疫情时

代各国教育领域的快速恢复重建,重点援助最边缘化女童教育[22];再次,邀请新的国际教育援助

合作伙伴,支持“教育不能等待”(EducationCannotWait)援助联盟作为关键性全球女童教育援

助平台,为受紧急情况和长期危机影响的女童群体提供直接教育援助,并争取国际社会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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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宣言》的有效实施提供支持,保证“教育不能等待”全球教育援助平台在后疫情时代能够更高

效地惠及受冲突、疾病暴发和极端天气事件影响的女童群体[23];同时,确保多边开发银行(Multi-
lateralDevelopmentBank)在后疫情时代更加专注改善女童学习环境,为国际开发协会(Interna-
tionalDevelopmentAssociation)项目中女童顺利接受正规教育提供经济支持,基于成本效益和

教育实证逻辑进行女童教育技术投资,提升后疫情时代国际教育复苏援助的性别敏感性和包容

性,并将最边缘化女童群体作为优先援助对象[4]。
(二)激活对外援助内生动力,推动女童教育提质增效

近年来,英国政府充分调动国内各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女童教育对外援助,在2015—2019
年间帮助全球1560万儿童(超过800万女童)接受良好的正规教育,为冲突地区女童群体提供了

接受正规教育的安全环境,有效解决了贫困国家和地区女童接受正规教育的复杂问题。为进一

步强化新冠疫情下女童教育对外援助,在未来五年内,首先,英国政府将重点通过协调本国各区

域、各相关部门建立国家女童教育对外援助联盟,研制后疫情时代女童教育对外援助行动计划;

其次,联合英国外交、联邦和发展办公室大使和高级外交官等多利益相关主体形成全国性女童教

育对外援助协同组织网络,发起英国女童教育对外援助改革运动和宣传计划,提高后疫情时代复

原过程中英国公众对全球女童教育价值的认知水平;再次,鼓励英国各援助组织使用循证技术和

创新方案来应对影响女童教育质量提升的新生挑战;另外,在英国开展全国性女童教育调查研

究,听取社区、家庭和女童自身意见,了解女童教育援助需求和限制,并针对不同层次和类型的边

缘化女童教育调整援助工作方式和内容;支持英国基层和全国性女权组织积极参与研制女童教

育对外援助政策[4]。

为有效推进后疫情时代贫困国家女童教育应急援助,英国政府强调以外交、联邦和发展办公

室为引领建立国内教育部门、企业、社会组织、地方政府等多利益相关者共融的女童教育对外援

助网络,充分调动英国内部女童教育对外援助可利用优势资源,根据后疫情时代受援国特殊需求

调整双边援助方案,最大限度减少失学女童数量,改善女童学习环境,助力后疫情时代女童教育

快速复原和持续发展,重点深化对非洲(特别是东非)和印度—亚太等贫困国家和地区女童教育

援助机制改革;支持女童教育对外援助合作伙伴国家更好地评估女童教育进展,充分利用人工智

能、大数据、数字化技术手段,针对女童学习、教学质量、教育绩效和失学女童等指标创建更有效

的可比性监测标准;遏制针对女童的暴力行为,减少儿童暴力和童婚,解决女童教育经济困境;启
动新的双边应急教育援助计划,提高受援助国家中小学女童入学率,减少失学女童数量;提高受

援国家10岁前或者小学毕业前具备基本阅读能力的女童人数和比例;支持女童弥补因疫情中学

校教育中断所遭受的教育损失;全面评估新冠疫情对学校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建立双边女童教育

复原监测系统,对双边女童教育援助效果进行动态监测评估[24]。

设置女童教育对外援助特使,鼓励青年活动家积极参与到女童教育对外援助中,并充分发挥

其积极主动性,寻求有效的女童教育新型援助模式,催生女童教育变革,推动受援助国女童教育

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指出,英国各界要加强与联合国性别暴力行动联盟(UNActionCoali-
tiononGenderBasedViolence)之间的多元合作力度,助推两性教育平等全球运动。为充分调动

全国性女童教育对外援助积极性,英国政府与受援国领导人共同推进后疫情时代女童教育的可

持续发展;充分发挥英国政治领导力量,积极运用外交手段,重点关注受援国女童教育有效资源

投入,特别是支持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女童教育弱势学生群体[25]。近期,英国政府就与孟加拉国

农村发展委员会合作,重点支持改善学生学习环境,确保青春期女童接受正规学校教育,并为最

边缘化的女童提供平等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和条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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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创循证研究新格局,催化全球女童教育深度改革

教育实证研究是推动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依据。近年来,在英国各科学咨询小组、大学和

研究理事会专家团队支持下,英国政府创建了大量针对全球教育的研究项目,在提高教育行业标

准的同时,也为政府进行大胆教育改革和财政抉择提供了必要的实证依据[26]。为推进后疫情时

代全球女童教育改革,科学应对后疫情时代全球女童教育危机,为受援国精准提供女童教育援

助,英国政府将进一步开创后疫情时代女童教育循证研究新格局,生成女童教育研究成果公共产

品,为受援国女童教育改革提供决策支撑。近期,英国宣布投入5500万英镑援助资金用于启动

新的女童教育研究计划,开展受援助国女童教育改革关键研究,为女童教育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以最具影响力和成本效益的方式支持受援助国学校制度改革,支持女童公平入学并接受优质教

育[2]。英国政府将与世界银行、联合国、美国国际开发署(U.S.AgencyforInternationalDevelop-

ment)和“教育实证能力建设”(BuildingEvidenceinEducation)组织深度合作,建立女童教育实

证研究协同联盟;通过女童教育实证研究提高英国对受援助国家女童教育测试、调整和大规模干

预的能力,重点关注最边缘化女童人群教育问题;加强阻碍女童入学并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政治和

技术难题研究[24]。对此,《行动计划》提出,英国政府将增加对于全球女童教育研究公共产品的

投资和供应,建立“全球教育工作中心”(WhatWorksHubforGlobalEducation),与世界银行、联

合国和盖茨基金会等组织联合开展国际女童教育研究,帮助非洲、亚洲等贫困区域和国家教育决

策者更好地利用教育实证研究成果,提升女童教育援助的有效性,为女童创造更好的未来教育发

展环境[4]。英国政府将倡导在全国建立多元化女童教育实践跨部门研究共同体,解决政府扩大

女童教育体制创新问题,支持女童教育典型经验推广性实证研究,在新教育环境中推行有效的女

童教育干预措施,建立全国性女童教育实证研究信息库[27]。英国外交、联邦和发展办公室将牵

头开展贫困边缘地区女童教育系统旗舰研究并进行跟踪调查,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UK

EconomicandSocialResearchCouncil)将牵头开展面向贫困国家和地区边缘女童的教育技术研

究、儿童早期研究、冲突和危机地区儿童研究、性别和青春期研究、妇女儿童暴力研究,为受援国

政府提供女童教育研究公共产品,帮助这些国家提高女童有效学习能力,为解决后疫情时代女童

教育面临的新挑战和新问题提供有效方略[28]。

英国政府将在后疫情时代充分调动英国驻外大使和高级专员网络资源,在全球范围协同推

进女童教育实证研究,召集各国财政和教育部长分析女童教育智能购买(SMARTbuys)等教育

实证资料;同时,为教育世界论坛(EducationWorldForum)和外交、联邦和发展办公室区域研究

中心提供专项支持,强化对女童教育实证研究公共产品的使用效果;另外,联合“教育实证能力建

设”组织,进一步推动女童教育实证研究的国际合作和专项投资,着重加强全球女童教育知识体

系和成本效益建设,促进后疫情时代女童教育领域更好复原;再之,建立“全球教育实证咨询小

组”(GEEAP),基于最新智能购买教育实证研究成果形成全球女童教育工作报告,巩固英国在全

球女童教育援助中的领导者声誉[5]。

英国政府将在后疫情时代通过多元充分的女童教育实证帮助受援国教育决策者有效利用全

球教育援助资源,应对全球学习危机,全面激活受援国教育利益相关部门和行为主体参与女童教

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与伙伴国家政府、全球教育伙伴关系、世界银行及联合国等组织深度

合作,诊断、设计并实施科学的、适应受援国国情的本土化教育政策,保证女童群体能够全面接受

高质量教育,满足边缘化女童特殊需求;另外,充分发挥外交、联邦和发展办公室在政府-捐助者-
学术专家三角关系中“超级沟通者”的作用,支持各国跟踪女童教育关键业绩指标,提高女童教育

政策效力和问责能力;再之,开发新型教育技术产品,提高教育技术中心(EdTechHub)创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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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为受援国女童教育提供适应时局变化的改革方案[24]。

三、后疫情时代英国女童教育国际援助的特性

(一)女童教育与公共卫生事件的共生性

教育作为社会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与社会各要素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

互促进的生态循环体。新冠肺炎疫情是近年来最为严重的社会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新冠疫情的

暴发及持续反复扩散呈现出日趋复杂的社会危机情境,给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多领域带来了

持续性的冲击和影响,尤其是对发展基础薄弱的女童教育更是造成了常态性和应急性的双重危

机,也给国际女童教育援助带来了新的挑战。女童作为社会特定群体,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全球治

理理念应赋予这一群体与男童同等的社会地位。然而,长期以来女童在社会地位和教育机会上

一直受到偏见和边缘化,女童教育问题逐渐成为制约全纳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阻力,也是构建

人类教育命运共同体乃至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亟待解决的日趋复杂的难题[29]。在全球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扩散的后疫情时代,女童教育与这一公共卫生事件共生共存,一方面全球新冠

疫情公共卫生事件制约了女童教育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全纳高质量的女童教育有助于提升女

童的核心素养和社会认知,进而能够加快新冠疫情复原进程,这就亟待全社会集中力量对全球女

童教育开展援助支持。对此,英国政府制定了新的全球女童教育行动计划,精准审视后疫情时代

女童教育面临的双重挑战,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存在的新常态情境下,提出了一系列应对女童教

育危机的对外援助新路向,为应对后疫情时代女童教育危机和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

战略支持,彰显了女童教育与公共卫生事件之间在一定时期内的共生逻辑。

(二)女童教育国际援助多利益相关者的共进性

女童教育是一项关涉政治、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多领域的宏大教育工程,其国际援助行

为主体也包涵多元化利益相关者。在新冠肺炎疫情情境下,女童教育援助问题更加复杂多样,既

涉及常态化发展性女童教育援助,以推动常规性女童教育可持续发展,又关涉新冠疫情情境下应

急性人道主义女童教育援助,及时应对女童教育当下危机[30]。对此,英国政府新的《行动计划》

通过建立女童教育全球联盟,充分整合全球教育援助平台的优势资源,形成国际女童教育援助的

合力网络,同时激活英国内部女童教育对外援助多利益相关者动力,建立新的双边和多边女童教

育援助战略平台,汇聚多方教育援助资金和资源,实现后疫情时代多利益相关者共同推进女童教

育应急性和可持续性双重发展新格局,确保后疫情时代边缘贫困国家和地区女童教育高质量发

展。英国政府特别注重与国际组织、“全球教育伙伴”联盟、“教育不能等待”国际援助基金、多边

开发银行、民间社会组织、私营部门等相关者合作,关注女童教育多元融资,将多方可利用援助资

源输送给女童教育援助合作伙伴,消除女童接受教育的各种障碍,通过不同层次女童教育援助利

益相关部门深度合作,形成共同促进女童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内外合力,减少校内外暴力(包括性

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增加女童接受全面性教育的机会。这充分彰显了英国后疫情时代女童

教育国际援助战略的多利益相关者共进特性。

(三)女童教育国际援助公共产品的共享性

不论常态性女童教育可持续发展,还是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女童教育应急性复原,都需要国

际社会通过多种途径开展女童教育国际援助。长期以来,女童教育国际援助以提供资金支持的

经济援助为主导,近年来国际援助开始走向以提升受援国能力建设为主导的“授之以渔”援助范

式,其中最典型的是向受援国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提供实证依据和决策咨询等公共产品[31]。在女

童教育国际援助领域,英国政府通过多种途径支持受援国女童教育体制改革,以增强受援国女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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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发展的自立自强能力。如在巴基斯坦,英国政府支持旁遮普省和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

(PunjabandKhyberPakhtunkhwa)推进教育综合体制改革,确保女童教育在巴基斯坦教育改革

中的优先发展地位。在加纳,英国支持加政府推进教师教育政策改革,首次设置教育专业学位,

并制定新的国家教学标准。在尼日利亚北部,英国政府与尼政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在尼

日利亚学校实施“适当水平教学”(TeachingattheRightLevel)改革方案。这一补救性教育改革

在定期评估学生进步的同时,为女童基础技能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空间,目前正在尼日利亚北部一

些州广泛推广。在马拉维,英国支持马政府推进小学数学课程全国性教育改革。新《行动计划》

更加强调,通过多方教育实证研究生成公共共享产品,组织教育研究机构针对后疫情时代双重危

机情境下女童教育处境开展大规模实证研究,获取真实可靠的女童教育危机数据信息,为推动受

援国在后疫情时代女童教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研制和改革方案提供必要的共享资源。这

种援助方式更有利于受援国自主开展适合本国国情的女童教育改革,也能够促进其在经济援助

基础上提升本国女童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基于共享性的高质量女童教育研究成果,各国政

府能够共同推进适合本国的性别平等教育改革,提高官方发展援助融资、数据和报告的透明度,

改善多边和双边教育援助工作的一致性,从而提高全球女童教育援助的总体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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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AidforGirlsEducationofPost-PandemicEra:
LogicalMotivation,PromotingPathandLogicalThinking

XUHui1,WEIXiaodi2
(1.Facultyof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2.SchoolofEmergencyManagement,HenanPolytechnicUniversity,Jiaozuo454003,China)

Abstract:Girlseducationisanimportantdrivingforceforsocialdevelopmentandthecoretaskofbuildinganeduca-
tionalcommunityofsharedfutureformankind.However,theCOVID-19pandemichasledtoglobaldisruptionongirls
education,particularlyintheimpoverishedareas.Inthisregard,theBritishgovernmenthasissuedEveryGirlGoesto
School,StaysSafeandLearns:FiveYearsofGlobalAction2021-2026,whichproposesthepromotingpathofBritains
internationalaidforgirlseducationinthepost-pandemicera.TheBritishgovernmentpoolsinternationalaidresources
togethertoformaresultantforceongirlseducationassistance,activatestheendogenousdynamicofforeignaidtoim-
provethequalityandefficiencyofgirlseducation,andcreatesanewpatternofevidence-basedresearchtocatalyzethe
in-depthreformofgirlseducationaroundtheworld.Britainsstrategyofinternationalaidforgirlseducationinthe
post-pandemicerafullyembodiesthesymbiosisbetweengirlseducationandpublichealthevents,theshareabilityof
multi-stakeholdersandthesharedbenefitsofpublicgoodforinternationalaidforgirleducation.
Keywords:post-pandemicera;girlseducation;UK;internationalaid;promoting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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