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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周刊

2022年全球职业教育十大热点回顾
苑大勇 李淑静

纵观世界风云，世界疫情反复和国际安全风险相互交织，全球治
理体系和国际格局加速调整，全球教育面临新挑战，世界各国推动新
合作，职业教育面临新发展。回顾2022年，多个国际组织与各国政府
不断探寻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新格局，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扶持和投入，
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绿色转型，解决师资短缺，深化产教融
合，增进国际技能交流，全方位多维度地完善职业教育模式；通过不

断促进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中国政府正逐步打造世界职业教育高
地。岁末年初，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联合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学会外语教育工作委员会、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深圳职业技术学
院新时代职业教育研究院等机构，对过去一年全球职业教育发展动态
进行了梳理、整合与分析，回顾过去一年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真实图
景，探索未来职业教育发展的新趋势。

全球职业教育
推进数字化转型33

后疫情与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下，职业教育领域迎来数
字化转型的浪潮，各国不断助力重塑职业教育新生态。德国
联邦教育和研究部与联邦各州签署联合声明，发展德国人工
智能研究中心，加快人工智能的研发转移到创新产品、服务
和初创企业的速度。越南职业教育培训总局推行面向职业教
育和培训机构管理人员的培训计划，与投资部国家创新中
心、谷歌公司共同举办“越南数字经济潜力”研讨会，有效
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技术教育
与培训国际中心启动首个网络合作计划，采用职业教育数字
能力框架，实施数字能力培训，发展和提升教师、管理人员
和行政人员的数字能力，并通过建立在线共享系统，分享成
果导向管理体系在各执行层面的资源和经验。欧洲社会基金
提出建立在“实际行动鼓励发展高质量数字学习体验”基础
上的十项标准化规定，推动教育和培训数字化，在现代社会
中更好地支持教育者、学习者以及政府管理当局与中间机
构。

随着全球职业教育合作的逐步加深，中
国在职业教育合作的国际舞台上发挥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2022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
展大会在天津召开，围绕“后疫情时代职业
技术教育发展：新变化、新方式、新技能”
的主题进行广泛探讨，结合123个国家（地
区）代表意见，形成《天津倡议》。同年，由教育
部主办的金砖国家职业教育联盟大会在北京
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召开，并宣布金砖
国家职业教育联盟正式成立。“2022中国—东
盟教育交流周”以“共建友好家园 共创多彩
未来”为主题在贵安新区开幕，共同规划和
制定面向2030年的教育发展合作愿景。此
外，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联合教育部职业
教育发展中心举办“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国
际研讨会，与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深入
探讨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热点问题。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还牵头开
展“工业4.0背景下泰国职业教育和劳动力技
能提升现状”系列访谈活动，总结劳动力技
能需求的变化，探索符合澜湄地区各国劳动
力技能提升合作新模式、新路径。

各国持续增加对
职业教育发展的投入22

世界各国以劳动力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经济投入和政策
支持的手段自上而下地推行并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为提升
人才工作能力创造良好条件。英国政府投入4亿英镑资助62
所继续教育学校修建和改善基础设施，并在全国范围内创造
更多相关联的就业机会。芬兰教育文化部为落实《芬兰教育
政策报告》计划拨出1500万欧元的战略资金，用于发展职
业教育和培训，培养职业教育教师的领导力和提高学生的学
习技能。德国联邦政府推进“国家继续教育战略”，让更多
的员工和公司接受进一步的培训和资格认证，政府每年资助
住房 40 万套，在建筑、土木工程、能源技术、管道、卫
生、供暖以及空调技术领域进一步提升劳动参与度，以加强

“双元制”教育培训体系建设。西班牙政府推进“2022新职
业教育之年”的目标，已拨款约23亿欧元用于推动职业教
育发展，同时通过了综合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发展改革法
案，使教育内容更加贴近工作需求。国家和政府等多方面来
源且充裕的经费保障，可以让职业教育发展具有更好的硬件
条件。

国际组织愈加重视
职业教育改革11

全球各区域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使得地区经济结构、劳动力市
场需求也各不相同，职业教育在各行业中的发展也因地制宜。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为代表的全球教育国际组织，积极探索“转
变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战略，实现成功且公正的转型”，将教育与工作
世界联系起来，帮助青年人发展就业机会，获得工作和创业所需技
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教育的未来》报告深入探讨了数字技
术、气候变化、社会两极分化以及不确定的工作前景等问题，呼吁个人
和集体凭借行动力、领导力、抗压力、创造力和关爱力实现教育转型，
建设公正、公平和可持续的未来。欧洲职业培训发展中心
（CEDEFOP）发布了名为《欧洲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未来》的报告，通过
对职业教育进行评估，促进课程结构、课程内容、教学模式等方面的转
型。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SEAMEO）发布报告，提高成员国对终身
教育的关注、认识和投资，并提出一系列对终身学习和非传统教育资
格的认可方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召开了2022年技能峰
会，讨论了职业教育项目设计与实施政策经验，旨在提高弱势群体的
职业技能，制定全方位支持政策。从全球范围看，职业教育作为重要
的教育类型，得到了国际组织的广泛认同，国际组织正大力倡导构建
可持续发展的职业教育发展新格局。

各国采取措施解决
职业教育教师短缺66

全球职业教育发展得到有力推动，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出
现教师数量短缺、高素质技术技能型教师储备不足的难题，
各国际组织纷纷采取措施以加快教师队伍建设，促进教师专
业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各国合作，改进与教师有关的
政策，支持以包容性、性别敏感和数字技术为重点的高质量
培训，以应对全世界约有6900万名教师短缺问题，帮助教师
跟上教育变化。金砖国家职业教育联盟举办“职通世界—师
资培训工作坊”，为成员国发展职业教育培养优秀师资。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教师校园”为全球教师扩大了其自定进
度和便利课程的在线目录，提供16种语言的资源、38门课
程，以提高教师在信息和通信技术、在线或混合教学以及社
会情感支持和福祉等方面的技能。世界银行提出教学技术
（T4T）项目，旨在帮助各国实施有效的、可扩展的教师专业
发展项目，运用低技术和高科技的解决方案，培训和支持教
师成为“终身学习者以及终身学习的推动者”。

各国职业教育重视
可持续发展理念55

全球多国开展绿色转型，推动经济、能源和产业结构的转
型升级，以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也成为职业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发展绿色职业教育成为各个国家
及国际组织推进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的必然要求。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在《2030年教育议程》中强调，在2022年至2029年期
间，通过促进技能发展，促进向更加数字化、绿色和包容性的
经济社会过渡，使技术和职业教育转型，实现成功和公正。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呼吁绿色转型，助力创造新类型的就业机
会，带动经济增长，实现全方位绿色发展。职业教育与培训欧
洲论坛（EfVET）秉持欧盟可持续发展及循环生产的理念，推
出农业教育领域可持续发展的Fields项目，旨在通过向清洁、
循环的方向发展，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同时恢复生物多样性
和减少污染。同期强调气候变化的相关重要性，特别是对于粮
食生产问题，呼吁应当积极向年轻人传授园艺及农事科学技
术，保证粮食生产。

深度校企合作
促进高质量就业44

受疫情影响，世界各国经济增速放缓，就业环境愈加复杂。各
国政府携手企业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促进人口就业与经济发展。加拿
大卑诗省成立农业技术创新中心，预计将创造200个就业岗位，为700
多名工人提供培训。新加坡工艺教育学院与维视公司建立合作伙伴
关系，以促进3D虚拟化领域培训。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与
当地学校和企业共同发起“意大利双元教育系统”项目，为学生提供实
习技能培训以及政府津贴。澳大利亚政府投入一亿多美元开展“数字
技能学员试验”项目，助力学员将课堂课程付诸实践，并成为雇主最合
适的技术人才。新加坡教育部推出新的技能创前程职业转换计划，并
提供更好的培训前和培训后资助服务。韩国教育部公布了“高中毕业
生求职者能力强化支持项目”和“职业高中实践支持指导项目”的推进
计划，投入总预算为162亿韩元，支持职业高中学生的资格考试证书
获取和实践技能提升辅导，加强学生就业能力。新西兰政府正在进行
职业教育系统改革，帮助学习者、雇主和社区协同发展，从而更有效
地促进就业。同时，国际组织也积极扮演角色，发挥对国家或地区
人口就业的推动作用。世界银行支持老挝教育和体育部以及劳动和
社会福利部启动了“优先领域技能成长项目”，通过课程开发、教师
培训、提供在线学习平台、职业咨询、为贫困学生提供津贴等方
式，改善老挝青年的就业前景。

全球职业教育
国际合作
进一步加深

77
虽有疫情影响，但全球职业教育国际

合作依旧稳步推进。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职业教育培训领域的政策监管、行业标
准、课程体系等方面都有共同发展的契机
和空间，通过推动资源协调的职业教育国
际化合作，能够更有效地促进双方职业教
育发展和经济发展。英国成功推进“图灵
计划”的实施，3.8 万名不同年龄段的学
生，有机会到美国、日本、加拿大、泰国
和南非等超过 150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学
习、交流和工作。柬埔寨成功举办“中文+
职业技能”本土中文师资线上研修，在提
高柬埔寨高素质中文教师资源储备的同
时，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与柬埔寨的职业教
育合作与文化交流。瑞典提供1100万美元
支持与南苏丹合作开展为期 4 年的“加强
南苏丹职业教育与培训”项目，旨在解决
南苏丹职业教育培训缺口问题，为双方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奠定基础。

在世界各国的积极参与和推动下，技能
大赛已然成为各国技术技能型人才交流展示
职业技能的重要平台。2022年，世界技能组
织举办的世界技能大赛中，结构与建筑技
术、创意艺术和时尚、信息与通信技术、制
造与工程技术、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
流等六大类的比赛项目，成为各国参赛选手
加深职业技能交流的舞台。由金砖国家工商
理事会俄方技能组主办的“2022金砖国家及
亚太地区专业教师远程国际赛”举行，来自
中国、俄罗斯、印度、伊朗、马来西亚、白
俄罗斯等6个国家的选手参与远程线上技能
大赛。非洲职业技能挑战赛的举办与肯尼亚
2030年工业化远景目标相契合，推动非洲工
业化的发展与技能国际交流。欧洲成功举办
第六届欧洲职业技能周，以实现欧洲绿色协
议碳中和的技能措施为主题，为各国人才提
供专业技能学习与交流的平台。

为提高和巩固劳动者的职业能力，适应
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培养其终身学习和
发展的能力以及创造终身学习的环境变得尤
为重要，各国纷纷出台相应政策支持终身学
习和终身教育。例如，日本职业教育促进合
作研讨会提到强化终身学习的理念，劳动者
必须从雇佣者的角度进行职业规划并加强终
身学习。新加坡高等教育学院推出4项新的未
来技能工读计划课程，提高毕业生的就业准
备能力，并进一步获得行业认可的资格。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发布新政策
简报 《将高等教育机构转变为终身学习机
构》，提出国家政府应通过政策法规支持终身
学习制度化，赋能全民终身学习。

（作者苑大勇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
际教育学院副院长，李淑静系外语教学
与研究出版社职业教育出版分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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