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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特别报道
数字变革与教育未来

2023年2月13日—14日·北京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上，全球万
名师生云合奏合唱演出（2月13日摄）。

本报记者 张劲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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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直面挑战、呼唤担当的大会。
这是一场寻求共识、凝聚力量的大会。
2月13日至14日，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北

京召开。透过这次大会，数字激发的教育机遇令
人振奋，现实提出的教育挑战也更加凸显，迫切
需要加强对话交流、深化务实合作，充分发掘数
字变革的力量，共同推动教育数字化变革，开创
教育美好未来。

教育：巨大机遇和严峻挑战

参加本次大会的嘉宾来自世界各国、地区和
国际组织，尽管大家的语言各异，却透露出同一
个讯息：全球教育事业正面临巨大机遇，但也面
临严峻挑战。

先说机遇。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当今世界，
数字化转型正在重塑社会、劳动力市场和未来工
作形式，在此进程中，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与此同时，互联互通不断增强，各种设备和数字
软件广泛应用，对数字技能的需求愈加旺盛，这
些都持续推进教育的数字化转型。

再说挑战。多名与会嘉宾指出，教育数字鸿
沟有加剧之虞。委内瑞拉驻华大使约夫雷达说，
新冠肺炎疫情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提出了严峻挑
战，但受困于资金，提升数字基础设施现代化的工
作并不顺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教育和青少年发
展全球负责人罗伯特·詹金斯则直截了当地指出，
从世界范围看，“技术赋能教育”的愿景在疫情期
间并没有全部兑现，数字能力的缺乏和设备的缺
失，使全球数以亿计的儿童失去了学习机会，不少
国家的数字教育平台因为缺乏维护而形同虚设。

更何况，还有技术以外的原因作祟。古巴驻
华大使佩雷拉说：“受困于外部因素，古巴一直
无法获得足够的带宽，也无法获得更广泛的数字
教育资源。”

从与会者关注的这些焦点可以看出，联合国
教育变革峰会指出的“全球教育面临严峻挑战和
学习危机”，并非危言耸听。疫情冲击和数字技术
飞速迭代的叠加，导致不同国家、地区、群体之间的
教育能力和学习能力差距有拉大趋势。倘若任由
这一现状蔓延，对全人类的发展和进步绝非好事。

正是出于这种担忧，与会嘉宾纷纷呼吁，各
国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应该采取有力措施，
缩小弥合数字教育鸿沟。正如中国教育部部长怀
进鹏在主旨演讲中所说，我们要避免数字技术加
剧教育的不公，从而让“世界范围内所有人都能
获得优质教育”的愿景加速成为现实。

应用：教育数字化最根本的动力

数字化编织的教育未来令人神往，不过很多
与会嘉宾也提醒，“数字技术”和“更好提升学
习能力”之间还不能简单画等号。

世界银行副行长费罗说，要认识到目前“技术
在教育领域的潜力和局限”。世行的一项报告表
明，疫情期间，即使在网络基础设施和设备普及较
好的国家，学生学习效率的损失也非常严重。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科尔曼也指出，我们必须找到办法来解决“学
习支离破碎”的问题，确保智能学习工具适合所有人，而不是少数人。

与会人士的这种担忧表明，在目前阶段，数字赋能教育的最佳
实现形式尚在探索中。本次大会发布的世界数字教育发展合作倡
议指出：“应用是教育数字化最根本最强大的动力。数字技术与教育
的深度融合，具有催生新的教育形态、革新教与学关系、推动治理
方式变革的巨大潜力。”如何将这种潜力变为现实？人们还需要付出
艰辛的努力和不懈的探索。

不过，本次大会上传达的鲜明信息是，越是深
入探索中的迷雾，人们越把希望寄托在教师身
上。“教师”成为与会人士屡屡提及的关键词，类似

“教师始终是教育的核心”这样的观点，多次出现。
科尔曼表示，教师应该在教育数字化进程中

发挥核心作用，技术不可能取代教师，但可以支
持教师重新“定义自己”，否则任何技术都将无
济于事。联合国秘书长教育变革峰会特别顾问卡
尼尔指出，我们必须提高教师的数字能力，“教
师应当成为数字时代富有创造性的组织者，他们
必须促进基于好奇心的学习，引导学生相互关
爱，解决问题”。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认为，教
师的功能和定位将被重新定义，“在传统的授
课、辅助团队以外，我们还需要更专业的知识管
理和规划团队，建构清晰的知识地图，将知识体
系进行结构性的模块化，按照个体学习的习惯，
设计不同城市的高质量的学习课件。”

看来，“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句
话，不仅不会因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而蒙尘，反
而会更加熠熠生辉。

合作：让更多国家和人民搭上数
字时代快车

在大会会场，“开放”“合作”“共享”“团
结”，成为高频词。

着眼于世界范围，对数字教育来说，这些高
频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消除数字壁垒、缩小数字鸿沟、提升教育领
域危机应对能力，探索数字教育的规划、标准、
监测评估，开展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安全管理、
数字伦理风险防范和隐私保护……这些数字教育
实践中遇到的难题，需要国际社会以人类福祉为
要，通力合作。

一直以来，中国都呼吁各国携手推动守正创
新，使数字教育成果更多惠及各国人民，传递出
对推动数字教育高质量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社会文明进步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

本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呼吁，国际社会要加
强对话交流、深化务实合作，世界数字教育发展
合作倡议旗帜鲜明地指出：“国际合作是全球教
育变革特别是数字化变革的重要驱动力。”

“我们应当携起手来，加强沟通交流，通过
数字教育的开放合作，让更多国家和人民搭乘数
字时代的快车、共享数字教育发展成果、加速教育
变革。”怀进鹏在主旨演讲中的话语，掷地有声。

“我们必须保证数字资源的全球公共资源属
性，保证数字资源跨文化交流，确保其成为全球
公共产品。”卡尼尔说。

罗伯特·詹金斯呼吁：“我们要建立国际规
范和标准，确保每个孩子，无论是谁、身在何
处，都能获得公平教育机会。”

“在国家、区域和学校等层面传播通用政策
和创新战略，以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
目标4”“与世界数字教育联盟各成员合作搭建公
共平台，提供公共产品及服务，共享开放教育资源

和技术方案”——在大会发布的关于成立“世界数字教育联盟”的倡议
中，处处彰显着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教育的公平和普适性，对很多人来讲还是一个梦。”佩雷拉不
无伤感地表示。

在北京，在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共识正在凝聚。
数字技术为这个梦照射出一道曙光。作为一个整体，人类应该有

足够的智慧，超越种种限制，跃入数字技术为我所用的自由王国。
本报北京2月14日电

高 等 教 育 平 行 论 坛 举 办
本报北京2月14日讯（记

者 高毅哲 张欣） 今天，世
界数字教育大会高等教育平行
论坛在京成功举办。本次论坛
由教育部和中国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全国委员会主办，清华大
学承办，主题为“数字变革推
动高等教育创新发展”，旨在交
流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
型战略及经验，推动高等教育
支撑体系的重塑和再造，服务
世界高等教育高质量创新发
展。教育部副部长吴岩，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代表
夏泽翰、国际电信联盟原秘书
长赵厚麟，中国—东盟中心秘
书长史忠俊出席会议并致辞。

吴岩指出，21世纪以来，
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数字技术所蕴含的巨大潜力得
到充分释放，数字化转型已成
为各行业提高要素生产率的关
键途径。吴岩强调，近年来，
中国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
加快推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
高等教育数字化取得了显著成
效。构建了在线教育数字化政
策支持体系，建设了国家智慧教
育平台，深入推进“慕课西部行
计划”，持续推动信息技术与教
育教学深度融合，掀起了一场

“学习革命”。连续三年举办世
界慕课与在线教育大会，发起成
立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联盟，搭
建起慕课与在线国际交流合作
新机制、新平台，为世界高等教
育数字化发展贡献了中国经验、

中国方案。吴岩倡议，国际组
织、各国政府、高校、企业等利益
相关者团结起来，共同推进教育
数字化改革发展，构建全球高等
教育共同体，重塑数字化育人新
范式，培育高等教育新形态。

在主题报告环节，中国、
美国、墨西哥、新加坡、南非
等政府代表、知名高校校长、
数字教育专家、著名企业代表
等围绕高等教育教学模式改
革、教育治理体系、数字化时
代人才培养和教师发展等话题
分享了高等教育数字化实践经
验与思考。

来自全球近3000位国际组
织、政府机构、高校和在线教
育机构的代表和嘉宾，以线上
线下融合的方式参加大会。

数字化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平行论坛举行
本报北京2月 14日讯（记

者 林焕新）2月13日—14日，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京召开，其
间举行了数字化赋能基础教育
高质量发展平行论坛。论坛以

“现场+云端”的方式进行，教育部
副部长王嘉毅出席论坛并致辞，
阿根廷、越南、古巴教育部部长分
别视频致辞，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等国际组织，英国、哥伦比亚等国
家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教育
官员，以及中国内地部分省市县
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中小学校
校长、数字化专家和数字技术企
业代表等在论坛上交流发言。

王嘉毅指出，中国政府高度

重视基础教育数字化，注重发挥
数字技术对基础教育的引领、推
动作用，将数字化与基础教育改
革发展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
数字化基本建设实现全面覆盖，
大规模应用实效明显，为基础教
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王嘉毅表示，中国举办着世
界上最大规模的基础教育，以数
字化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是面向新时代的战略选择和必
由之路。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
基础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努力
为全体中小学生享有更加公平、
更高质量的基础教育提供强有
力支撑。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

的朋友们携起手来，加强交流合
作，积极探索创新，充分借助数
字化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共同开创基础教育更加美好的
未来。

教育部有关司局、直属单
位、部属高校负责同志，部分地
方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有关专
家、中小学校校长代表，有关国
际组织和外国驻华使馆代表在
主会场参加论坛。各省（区、市）
和计划单列市教育行政部门负
责同志以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
市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同志，
中小学校校长和教师代表在分
会场参会。

智 慧 教 育 发 展 评 价 平 行 论 坛 举 办
本报北京2月 14日讯（记

者 黄璐璐）今天，世界数字教
育大会智慧教育发展评价平行
论坛在京举办。教育部副部长
陈杰出席会议并致辞。

陈杰指出，推进教育数字化
转型、发展智慧教育，是应对时
代之变、社会之变的战略选择，
是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共同目
标。本次大会旨在就如何建立
契合数字化时代特点、适应智慧
教育发展、引领智慧教育潮流的
新型评价范式和评价体系，开展
深入研究和探讨。陈杰强调，中
国愿同各国、国际组织和有关专
家一道，在平等、互鉴、对话、包
容的框架下深化务实合作，共建

学术研究网络，共享实践探索经
验，共创良好发展生态，共同推
进教育数字化变革，携手开创人
类智慧教育发展新篇章。

会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教育与技能司司长安德
烈亚斯·施莱歇尔、华东师范大
学终身教授祝智庭、新加坡国立
教育学院院长吴娟明、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主任张民
选、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未来教育
研究所副所长曹培杰、北京市教育
委员会副主任张永凯、国际教育成
就评价协会（IEA）执行主任德
克·哈斯特、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
习研究院院长黄荣怀、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全球教育监测报告》主

编马诺斯·安东尼斯、中国教育
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
所所长马晓强，围绕教育数字化
转型以及智慧教育评价的政策、
理论和实践等问题作主旨报告。

印度尼西亚教育文化与研
究技术部部长纳迪姆·马卡里
姆、希腊教育与宗教事务部部长
妮基·凯拉梅乌斯发表致辞。
本次论坛由教育部、中国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办，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承办。部
分国家驻华代表，教育部相关
司局、直属单位和高校，全国
教育科研战线以及部分地区教
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代表共
200余人参加会议。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平行论坛举行
本报北京2月14日讯（记

者 梁丹 见习记者 程旭）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平行论坛之
一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平
行论坛今天在京举行。本次论
坛以“转型与重塑：数字化赋
能职业教育新生态”为主题，
围绕职业教育领域数字化资源
开发与应用、数字化治理能力
提升等问题展开。教育部副部
长翁铁慧出席论坛并致辞，联合
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文康农和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上海智
能教育研究院院长袁振国分别
作了主旨报告，来自国际劳工组

织和澳大利亚、德国、瑞士等国
以及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10余
位专家学者以“现场+云端”的
方式，分享了世界职业教育数字
化实践经验，共商职业教育数字
化转型发展大计。

翁铁慧在致辞中指出，中
国一直高度重视职业教育信息
化建设，将其纳入职业教育改
革发展规划等着力推进，设立
了职业教育数字校园、信息化
标杆校、专业教学资源库、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虚拟仿真实
训基地等相关项目20余个，建
成了资源共享的国家职业教育

智慧教育平台，为推动数字技
术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提高
数字化时代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质量夯实了基础。

翁铁慧倡议，世界各国秉持
互惠互利理念，深化互学互鉴与
合作，携手构建职业教育数字化
互联互通格局，共同推动国际职
业教育数字化迈上新台阶。

本次论坛由教育部和中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
共同主办，来自60多个国家和
地区、全国3000余所职业院校
及行业企业代表近十万人线上
线下参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