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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㾷]　OECD 在 2020 年发布了学生全球胜任力测䃰结果后喏对㶔现卓䊶的教育体系䔇行了案例研究喏

以发现有效促䔇全球胜任力发展的教育实䌡喏提炼全球教师素养的核心特征及构成并于䓽日发布了《大局

思维喝为互联网的世界培养“全人”的原则与实䌡》报告。本研究旨在分析和䬼䛶䄑报告所提出的指向全

球胜任力育人实䌡的原则、策略以及教师素养构成喏并以此为分析框架喏利用 TALIS2018 䄯查数据分析中国

上海教师的全球素养。本研究发现喏发展教师社会情感能力喏强化䌔学科思维和教学能力喏提升䓼用全球胜

任力教学法等是当前落实 “强师䃍划”培养倄素䉔、专业化、创新型教师的有效䌛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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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2020年发布⮰ PISA 2018全⤯㘈任力

㏿测䃰果显喏学业喋䬱䄧、数学和学喌成㐕好⮰

学⩋不一定具有倄水平⮰全⤯㘈任力喋OECD喏

2020喌。换㼬之喏全⤯㘈任力是教㗞工作㔱䰬䷉外

投入智慧和努力才㘩帮助学⩋培㗞出⮰技㘩

喋OECD喏2020喌。㒺国 20世㏖ 80年代就提出了基

于培㗞全⤯合格公民⮰教师全⤯㉌养⮰概念喏但未

引䊣䋟够⮰䛹㻲喋左⧈喏2020喌。Ⱐ㜟䓽十年来喏全

⤯化、数字化影响⮰日⯶深入和世⩸不⽟定局势

⮰䶽㍭出现喏䔗使各国思㔯如何培养大变局下⮰师

䉰䭋伍并䛳取㵸动。OECD在全⤯㘈任力测䃰㏿

果公布之后喏在数据⮰基上⨰䔵全⤯㘈任力培㗞

㶔现卓䊶和具有特㞞⮰体㈧并开展案例ⵀ⾢喏形成

了《大局思㐠喝为互㖀㑽世⩸培养“全人”⮰原则

与实䌡》报告。 

一、教师全ီገ养

OECD喋2022喌把未来图景描㐄为“乌卡时代”

喋VCUA喌喏即一个充满易变性、复杂性、不定性

和模ㇶ性⮰时代。应对当下⮰世⩸之变、时代之

变、历史之变喏人ㆧ是休戚与共⮰命䓼共同体喏最

强大⮰力䛻是同心合力喏最有效⮰方法是同㝋共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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喋习䓽平喏2022喌。尽ネ各国⮰文化传㐋和意䃲形态

存在差异喏但培养有会䉏任感、保持开放⮰心智、

具备沟䕆和合作㘩力⮰全⤯公民㉌养是各国回应

时代剧变⮰共同䃵求。正是基于上䔜㗸景喏

OECD喋2020喌提出了“全⤯㘈任力”或“全⤯㉌养”

喋global  compeWence喌喏即具备“审㻲全⤯性事务”

“⤲㼏不同ⰷ法和⿷场”“文化兼容和互动”及

“䛳取实䭱㵸动”⮰㘩力。㺭实现䔅一Ⱊ标喏教师

㷗䉷予新⮰使命和㻾㞞。 

喋一喌促ᤈ学ၶ᥊德成᫁Ὑ构ኒ人ዜ命ᤁ共同体

ᄉ价值

在多元主义和凸显个性⮰时代㗸景下喏人ㆧ文

明及䕿德伦⤲出现⮰困境是喝“䔈方和他人”䘩与

“我无关”了。䔅也是如今智㘩时代到来䕿德教

㗞䲎临⮰䯪䷄。未来⮰信念、同呼吸⮰⩋命喏㷗Ⳙ

时和ⴙ暂抽⻧了䉏任感喏淹没在了昨天。新⮰习惯、

概念、感召在不断⩋成但又不断ⵠⶺ。䔅正是呼

格㧅特ā冹曼喋2002喌所描㐄⮰“流动⮰”现代性

会。为了䔮应“流动性”喋liqXid喌喏建⿷㜖发会

⼕序,个体⮰㜖我效㘩感、䉏任承担尤为䛹㺭。个

体䰬㺭㏻历⩝“承受㔱”向“䉏任㔱”⮰䒘变。

作为教㗞㔱喏教师应有意䃲地在日常教学中㲹入与

学⩋个人⩋活㉓密㖀㈧以及备受关注⮰全⤯性䃚

䷄喋例如喏气候变化、新冠⫗情喌喏并有Ⱊ⮰地创䃪

学习机会喏对上䔜䃚䷄所涉及⮰䕿德两䯪、底㏫意

䃲ふ与学⩋对䄉喏培养其会参与意䃲喏从不同㻲

䛺建⿷对人ㆧ信念和㵸为意义⮰深刻⤲㼏。 

喋二喌促ᤈ学ၶᇪ会成᫁Ὑ尊᧗、包容和ൔᠵ人

ᄉ多样性

交媒体㗸后⮰ッ法䔼步把人们㏲分为“志

同䕿合”⮰小团体。䓳去喏冲⾭来㜖会内䘔各

会䭢层或不同会及文明之䬠⮰ⴇⰪ。如今冲⾭

䔄来㜖同䉔化䓳⼷中形成⮰异䉔性团体。同时喏全

⤯化使得全⤯人口呈现ⶺ片化分布喏不同⮰价值㻮

和㵸为方式Ⱔ应呈现多样化分布。异䉔性在加剧

人ㆧ会⮰分㷮喏但本䉔上是对世⩸⮰䃐䃲和㏰㏳

方式⮰差异。⩝于个体与⩋俱来有一归属感喏归

属于家庭或有某共同㏻历、文化㻰㠯、共同Ⱊ标

⮰人。教㗞应为人们创䕌一沟䕆⮰会䉰本喏以

分享㏻侸和想法喏为不同㏻侸和兴䋏⮰㓐体建⿷共

䃲。教师应发挥引导㻾㞞喏培㗞学⩋思㔯䬚䷄和䒘

换㻲㻾⮰㘩力喏包容或欣䉻不同䃐ⴑ和㵸为方式⮰

差异。更䛹㺭⮰是喏䃕学⩋㘩在差异中寻求共䃲喏

建⿷沟䕆和合作。 

喋三喌促ᤈ学ၶᄉ情感成᫁Ὑ༎励、ᛪ和ክူ

䊶容易教授㐅学⩋⮰ⴑ䃲或技㘩喏䊶容易实现

数字化喋OECD喏2022喌。䔅意味ⱬ我们不得不䛹新

审㻲㜖䏗存在⮰意义喏教师也应䛹新审㻲㜖䏗在学

⩋发展中⮰独特意义。教师作⩔⮰独特性体现在

三方䲎喝じ一喏情感激励喏挖掘潜㘩。教师应更加关

注学⩋⮰兴䋏、感受和动机喏唤䚾学⩋⮰好奇心、

求ⴑ欲和创䕌力喞じ二喏吿励和䛹㻲学⩋⮰情感㶔

䓪喏打开他们⮰心灵喏培㗞共情㘩力喏同时㐅予学⩋

情感㶔䓪⮰⼛极反亴喏提升他们䛳取㵸动和敢于担

当⮰勇气喞じ三喏伴䮻ⱬ㑽㐈㮆拟⾦䬠⮰拓展喏在后

ⱋⰤ时代喏人们⮰注意力不再䯲中在ⱋⰤ本䏗喏㔸

是㷗情㐖所牵㐁⮰㜲䃦。人⮰价值判断也不再基

于客㻮⤲性⮰事实喏㔸是受情㐖依动⮰Ⱐ㻵。教师

在日常教学中应有意䃲地唤䊣、建⿷和引导学⩋

对䏗䓥发⩋⮰会事件和全⤯性䃚䷄⮰情感㖀㈧喏

如对传㐋文化⮰敬⩻、对性别歧㻲⮰愤慨ふ。 

喋四喌促ᤈ学ၶူ性成᫁Ὑᅻខಳ架和学መ思፤

OECD䓽期出版⮰㈧列报告反复指出喏学⩋仅

䲌㣣得⮰ⴑ䃲无法充分应对未来。他们䰬㺭在不

断涌现⮰“新䬚䷄”和变化⮰“新情境”中䓼⩔

学ⴑ䃲和学思㐠䔇㵸实䌡喏像学家一样思㔯喏

像工⼷师一样㼏决䬚䷄喏像数学家一样推⤲䃦䃭喏

像㞦术家一样䌔文化㶔䓪喏像哲学家一样批判䉔⪽

喋䓪⥟ā哈㧅喏2013喌。另一方䲎喏䦴对后ⱋⰤ时代和

智㘩时代所出现⮰信息传播⮰回䴟壁效应、AI伦
⤲冲⾭ふ䬚䷄喏学⩋䰬㺭批判性思㐠、基于䃭据⮰

䕿德推⤲分析㘩力以及作出判断所䰬⮰ⴑ䃲框架。

教师应反思㜖己对所教学⮰⤲㼏是什么喏䓪到何

深度喢教会学⩋像⩋物学家一样思㔯喏不仅仅指

学⩋㘩准䃜住教书上⩋态㈧㐋⮰定义喏㔸是会

䓼⩔“⩋物圈”和“公地悲剧”ふ概念以及⩋物

学ⴑ䃲建构和侸䃭⮰方法喏如假䃪检侸²⩜䛺㻮

察²数据收䯲ふ。如果学⩋㘩够熟㏯䓼⩔䔅些

方法喏他们就具备在后ⱋⰤ时代䓔别信息ⱋ伪⮰

㘩力。

㐨上所䔜喏全⤯化和智㘩化时代㗸景下⮰教师

专业发展正㏻历ⱬ深刻⮰变䲕与䛹塑喏有㘩力䌡㵸

徐ၑ劼Ὃ安德ཉ亚斯ā施ᖇ൞尔. 教师全ီገ养ᄉ提升ᡸ径Ὑ从教书ᡋ向ᐱ人 ²²基于 OECD ᄉ分析ᝇ及本土化探ቂ OER. 2022Ὃ28喋3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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䔅新使命和䔮应新㻾㞞⮰教师喏㷗 OECD⼜为具

有“全⤯㉌养”喋global  compeWence喌⮰全⤯教师

喋global WeacheU喌。 

二、指向全ီᑇ任力ᄉᐱ人实Ὑ
原则和ን႔

 

喋一喌指导原则Ὑ四个核心᫇ᮤ 

1. 我们是䄭喝了㼏学⩋、教师㜖己和所在区

培㗞学⩋全⤯㘈任力㺭求教师从⤲㼏学⩋并

与学⩋建⿷关㈧开始。多年来喏PISA和 TALIS䄯

查⮰教师䬚卷会䄎䬚教师所教班㏓中“母䄙䲊汉

䄙⮰学⩋”喋如㫻族、㐠族喌、“⼧民或⼧民㗸景”

喋䲊本地户ㅹ喌及“䯪民学⩋”⮰比例。PISA 2018
学⩋全⤯㘈任力䄯查㏿果显喏多元文化㗸景⮰学

⩋更㘩换位思㔯喏但他们仍然担心在校学习存在䄙

㼬䯈ⶹ喏感到他们⮰想法没有㣣得关注喋OECD喏

2020喌。如果教师日常教学㘩㔯㭽学⩋⮰㗸景及其

㗸后⮰文化并作出䄯整喏䗏么其他学⩋也会㕟濡Ⱊ

染喏变得更具同⤲心喏愿意倾听和关心别人。

另一方䲎喏教师㺭了㼏学校所在区喏根据

区人口㏿构、⩋活环境特点及发展䰬求喏㏿合所教

学内容开展䶥Ⱊ化学习和有意义⮰探⾢活动喏构

建学⩋²区²世⩸之䬠⮰㖀㈧。最后喏教师㺭充

分了㼏㜖己喏不断反思如何在教学中充分利⩔㜖己

⮰㗸景、兴䋏爱好、特殊⮰㏻历和体侸喏激发学⩋

全䲎参与⮰、有意义⮰学习。 

2. 学什么喝有关㖀、可深入⤲㼏⮰䃚䷄

仂先喏教师㺭从周䓥区、本地、全⤯以及䌔

文化⮰事件或䃚䷄中洞察和⨰䔵与学⩋Ⱔ关⮰主

䷄作为培㗞全⤯㘈任力⮰㉌材。“Ⱔ关”指与学

⩋当前和未来⮰⩋活或工作有关喏如人口流动、气

候变化、全⤯性流㵸⮰传染⫱、全⤯化浪潮席卷下

文化䖃产⮰保护、人工智㘩⮰伦⤲䬚䷄ふ。其次喏

教师㺭善于在所䔵䃚䷄和学⩋个人㏻历中建⿷㖀

㈧。以人口流动主䷄为例喏教师可收䯲有关学⩋家

族䓭徙⮰情况并提出䬚䷄喏为什么㺭䓭徙以及带ⱬ

什么期望在新⮰居住地⩋活ふ。じ三喏所䔵⮰䃚䷄

应是复杂且具有䕿德两䯪特征⮰。更䛹㺭⮰是喏

教师应从学思㐠及学Ⱔ关䛹㺭⮰概念喋如⩋物

圈喌入手引导学⩋对䃚䷄䔇㵸深度⤲㼏、䃔䃦和

反思。 

3. 如何教喝䃪䃍倄䉔䛻⮰学习㏻侸及环境

䃪䃍学习㏻侸是培㗞全⤯㘈任力⮰关䩚。教

师䃪䃍⮰活动不㘩䘩⼜为强有力⮰学习㏻侸。以

人口流动为例喏䃕学⩋㐄制一幅有⼧民㗸景家庭⮰

图⩧也䃤可以䃕学⩋投入䃐ⴑ和情感喏但不一定㘩

发展他们⮰全⤯㘈任力。如果教师㺭求学⩋以可

㻲化方式展䔅些家庭⻧开故乡⮰原因喏䗏么学⩋

就会深入⤲㼏原因㗸后⮰㏻济、会、地⤲、环境

ふ因㉌。可㻭喏“倄䉔䛻⮰学习㏻侸”⮰特征在于

㘩够䃕学⩋喝在㏻侸所䶰䃪⮰情境中䓼⩔所学⮰ⴑ

䃲喏建构深度⮰⤲㼏喞有机会把㜖䏗⮰㗸景、实䭱

⩋活与世⩸构建㖀㈧喞㘩够全䲎投入喏包括动⩔䃐

ⴑ⮰、会⮰和情感⮰所有䉰源喞在既定主䷄中形

成㜖己⮰⿷场和㻮点喞反思所持⮰价值㻮。此外喏

学校㺭有意䃲地创䃪有助于培养学⩋全⤯㘈任力

⮰校园文化。文化浸润是培㗞价值㻮、⤲念和思

㐠方式⮰主㺭䕀径。学⩋䏗处学校和䄪堂中喏他们

会无意䃲地接受学校和教师传䔾⮰信息喝墙上⮰䉠

㏤、和䄭分在一㏰、教师䄪下和学⩋交流⮰䄙㼬ふ。 

4. 如何䃰估喝㘩力可㻲化、㶔现性䃰价为主

全⤯㘈任力是体现学⩋䃐ⴑ、会、情感㘩力

⮰复合体。在䃰价之前喏教师䰬䃪定清晰⮰䃰价对

䆍、学习Ⱊ标并以此䔵择䔮宜⮰䃰价工具。一㝘

㔸㼬喏教师可把主䷄䃪䃍为一个学习单元并在单元

学习开始前先䔇㵸䃶断性䃰价喏在学习䓳⼷中䛳⩔

形成性䃰价以及单元㏿束后䔇㵸㏴㏿性䃰价喏以收

䯲和比䒯学⩋䃐ⴑ、情感、态度⮰变化。䃰价⮰䯪

点和挑战在于教师䰬㺭在单元学习䓳⼷中尽可㘩

地䃕学⩋展现多㐠度㘩力喏包括口头和书䲎㶔䓪、

㐄图、作䄃ふ㞦术创作以及思㐠可㻲化⮰㶔征喋思

㐠导图喌。值得注意⮰是喏䛳⩔䄤如思㐠导图ふ可

㻲化工具时喏教师应梳⤲学⩋归因和分ㆧ䓳⼷中可

㘩存在⮰䄛㼏或⤲㼏偏差喏并及时䔇㵸干䶰、引导

和㏌正。䃰价和教学䓳⼷同步展开。 

喋二喌学习ን႔

所有教学䘩建⿷在教师对学习性䉔和ㆧ型所

持⮰⤲念和价值䃐同上喏培㗞全⤯㘈任力⮰教学

实䌡也不例外。如上所䔜喏全⤯㘈任力是个多㐠度

⮰㘩力复合体。䔅㘩力不仅反映个体对ⴑ䃲和

信息⮰⼛㉛喏䔄㶔现为个体⮰主体性发展水平喝㘩

否在“不断变化⮰情境”中䓼⩔ⴑ䃲、作出思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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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䛳取㵸动。发展学⩋全⤯㘈任力⮰学习㻮䃐为

学习是个体主动⮰、有意义⮰参与喏㔸不仅仅是ⴑ

䃲⮰㣣得或掌握。基于䔅一学习䮼喻喏哈佛大学教

㗞学䮎发䊣了一䶥名为“䰢䃍划”喋ZeUo PUojecW喌
⮰教学实䌡ⵀ⾢䶥Ⱊ喏发现并提取了有效促䔇全⤯

㘈任力发展⮰六ㆧ学习も⪑喋OECD喏2022喌喝 

1. 全方位学习喋Zhole leaUning喌
䄑学习も⪑持“全人教㗞”喋Zhole peUVon喌

⤲ 念 喏 核 心 是 教 师 㺭 充 分 关 注 、 挖 掘 和 も 展

喋cXUaWion喌学习㏻侸喏并创䃪机会唤䊣、激发学⩋⮰

䃐ⴑ、情感、会和伦⤲ふ⮰成䪫喏发展他们⮰情

感㶔䓪、批判性思㐠、协作㘩力和䕿德价值㻮 。 

2. Ⱔ关学习喋UeleYanW leaUning喌
䄑学习も⪑⮰核心指向是回应“学⩋为什么

䰬㺭学”⮰合法性䬚䷄。为什么㺭䃕学⩋关注教

学大㏞和㔯䄁外⮰内容喢䔅就㺭求教师所䔵⮰学

习㏻侸㘩够激发学⩋内在学习动机喏䃕他们ⱋ切感

受到所䔵内容对他们未来⩋活有⩔喏与他们现实“

䏗份”有关喏是值得他们参加⮰愉悦⮰学习体侸

喋EccleV & Wigfield喏2002喌。  䔅“Ⱔ关性”不䭼

于与学⩋㗸景、㏻历有关喏䔄可以与学⮰“大概

念”有关喏如文化、⩋态㈧㐋ふ喏以及与本地或本

国⮰䯲体䃜忆有关喏如流㵸⫱感染、地䰳ふ。 

3. 深度学习喋deep leaUning喌
䄑学习も⪑⮰价值不在于学⩋㘩䓼⩔学ⴑ

䃲喏㔸在于学⩋有㘩力把学思㐠和方法䓼⩔到不

同情境喏对出现⮰“现䆍或䬚䷄”䔇㵸⤲㼏、㼏䄧、

䄯查、分析和归因。䕆䓳学⮰深度学习喏学⩋㘩

体会到䓼⩔学⮰㻲㻾和方法洞察没有学䓳䔅

思㐠和方法⮰新手所ⰷ不到⮰形态、ㆧ型和关㈧喏

感受到学⮰价值。例如喏对䄙㼬⮰深度学习不是

㗸䄡单䃹和完成句子时态喏㔸是䃕学⩋㘩⩔形容䃹

和动䃹描䔜他们⮰】年、䗧居和㔭师喏切䏗体会到

䄙㼬作为沟䕆工具⮰价值。 

4. 会学习喋Vocial leaUning喌
䄑も⪑⮰主㺭特征是向他人以及与他人一䊣

学习。一方䲎喏会学习⮰价值在于培养学⩋愿意

及会倾听他人⮰㘩力喏暂时搁㒚㜖己⮰判断喏为换

位思㔯提供基喏为沟䕆中不断修正㜖己⮰㻮点、

信念以及为不同㓐体䓪成共䃲提供机会喞另一方䲎喏

在与他人互动中培㗞信任、关爱和⤲㼏喏㥑䕌有利

于学⩋全⤯㘈任力发展⮰学校䷺气。温暖、宽松

⮰氛围有助于学⩋围㐁敏感⮰、关乎䕿德两䯪䬚

䷄⮰坦䄆䃔䃦和合作学习。 

5. 䒘化性学习喋WUanVfoUmaWional leaUning喌
䄑も⪑不同于可䓭⼧学习喏侧䛹点不在于ⴑ䃲

⮰䓭⼧喏㔸在于体现学习完成后学⩋形成⮰“性”

喋diVpoViWion喌及其对他们⮰心智、㘩力和㻭㼏带来

⮰改变喏并以世⩸㻮、习惯和思㐠模式ふ持久保⪅

下来。哈佛大学全⤯㘈任力培㗞“䰢䃍划”教学

实䌡䶥Ⱊ把学⩋䒘化性学习中㣣得⮰“性”概

括为“做事⮰㘩力”喋洞察复杂事务、基于䃭据⮰

推⤲、换位思㔯、反思性沟䕆喌喏㺭求学⩋在现实世

⩸中灵活䓼⩔上䔜㘩力保持“敏感”喞持久地“倾

向性地”去做事。 

6. 在世⩸中学习喋in Whe ZoUld leaUning喌
䄑学习も⪑⮰特征是强䄯䬚䷄及情境⮰ⱋ实

性喏具有ⱋ实性学习和体侸式学习⮰属性。它⮰价

值不仅在于依动学⩋⮰内在动机喏更在于以独特⮰

方式帮助学⩋构建“主体性”喏即在ⱋ实情境下䃕

学⩋处⤲复杂事务以及对开放式䬚䷄䔇㵸䄯查。

䄑も⪑䕆常以䶥Ⱊ化学习、服务学习ふ方式为主。

例如喏学⩋参与㐫㞞低会建䃪⮰倡䃚并在学校

开展垃圾分ㆧ。学⩋尝䄁䓼⩔所学⮰ⴑ䃲䄯整、

完善䬚䷄㼏决も⪑。 

三、教师全ီገ养域下ᐱ人ᑞ力ᄉ
内及构成

如上所䔜喏全⤯㘈任力⮰学习方式及培养䌛径

不仅对教师⮰教学㘩力提出了挑战喏䔄对教师㜖䏗

作为“全䲎⮰人”⮰发展提出了㺭求。OECD基

于培㗞全⤯㘈任力⮰教学实䌡ⵀ⾢提出了教师应

具备和发展⮰四实䌡㗞人㘩力。 

喋一喌发展教师ᄉᇪ会情感ᑞ力

区别于传㐋教学喏指向全⤯㘈任力⮰培养Ⱊ标

不仅指“学⩋掌握了什么”喏䔄㺭培养他们成为

“什么样⮰人”。因此喏教师䰬䛹新审㻲㜖䏗作为

“全人”⮰发展以及所教学㥩实学㗞人⮰作

⩔及䌛径。学⩋主体性和䏗份⮰构建是全⤯㘈任

力发展⮰核心。实现䔅一Ⱊ标喏教师䰬具备丰富、

全䲎⮰会情感㘩力喏㘩塑䕌平ふ、合作、温暖和

信任⮰师⩋关㈧喞影响学⩋⮰情感发展喏如兴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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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勇敢ふ成䪫性思㐠喞激发学⩋⮰学习动机喏

䃕他们ⰷ到㜖己⮰成䪫、学习⮰价值喞促䔇学⩋主

体性、䏗份⮰构建喏如培养批判性思㐠ふ。尤其䛹

㺭⮰是喏㘩䛹塑师⩋关㈧喏提升促䔇学⩋主体性建

构⮰㗞人㘩力喏从关注学⩋“掌握了什么”䔼步䒘

向他们㺭“成为什么样⮰人”。 

喋二喌掌握全ီᑇ任力ᄉ教学ก 喋global pedagog\喌
促䔇学⩋全⤯㘈任力发展⮰教学法⩝众多⮰

教学も⪑构成。教师应有意䃲地根据不同学习单

元、学和活动⮰培养Ⱊ标䔵择䔮宜⮰全⤯㘈任

力教学も⪑。故事法和案例ⵀ⾢有利于加强学⩋

与现实⩋活和周䓥会成员⮰㖀㈧喏䃕䏗䓥发⩋⮰

事和全⤯性䃚䷄变得可及喏与个人⮰现在及未来Ⱔ

关喞在教学和作业中㲹入信息技术喏为学⩋提供使

⩔数字化平台⮰机会喏䃕他们㒚䏗于信息⮰海洋喏

引导他们形成㜖己㻮点并发展䓔别ⱋ伪⮰批判性

思㐠喞小㏰合作䃕学⩋有机会⤲㼏如何与他人共事喏

接㏟不同⮰㻮点并在差异中寻求共䃲和建⿷沟䕆。

教师䓼⩔上䔜教学法⮰根本Ⱊ标是一㜠⮰喏即为学

⩋创䃪机会喏构建他们㜖己⮰⤲㼏、意义喏发出他

们⮰声䴟并产⩋影响。 

喋三喌提升教师ᡴ学መ思፤及教学ᑞ力

教师根据学⩋全⤯㘈任力发展Ⱊ标所䔵取⮰

学习㏻侸、单元主䷄是个涉及䌔学⮰复杂䃚䷄。

䄑教学情境下⮰教师䌔学㘩力体现在两方䲎:一
方䲎喏教师䰬㺭对所教学有深度⤲㼏喏包括学

思㐠、方法和模式并㘩以灵活⮰方式将其䓼⩔到

对周䓥或全⤯性䃚䷄及事务⮰洞察、⤲㼏、䄯查与

䬚䷄㼏决中喞另一方䲎喏唤䊣和培㗞教师在不同学

中架构㖀㈧⮰好奇心和敏感性喏促䔇教师⮰创䕌

力发展。䌔学㘩力⮰培养有助于学⩋䔻䓳学

ⴑ䃲⮰㶔䆍喏掌握和深度⤲㼏其本䉔、特征喏形成

学⮰概念喏成为他们日后工作和未来⩋活⤲㼏和

㼏决复杂䬚䷄⮰强大分析工具和⤲䃦框架。 

喋四喌成为反思性、批判性ᄉ实Ꮷ

教师⮰㗸景、㏻历会潜⼧各化地带到与学⩋

⮰互动中。教师䌔文化⮰学习㏻历、丰富⮰旅游

㏻历以及对国䭱热点⮰广泛关注会成为他们架构

学习单元与周䓥或世⩸㖀㈧⮰无形䉰产喋也可⼜之

为“䲊正式⮰专业ⴑ䃲”喌。教师⮰反思性和批判

性思㐠体现在他们对所持⮰偏㻭、固有⮰⿷场和

持⮰价值㻮有深刻⮰䃐䃲喏清楚地ⴑ䕿㜖己⮰不

䋟和局䭼。实䭱上喏教师不断提升㗞人㘩力喏促䔇

学⩋全⤯㘈任力发展喏也为㜖䏗提供了反思⮰机会喏

有利于形成或修正㜖己⮰ⰷ法喏⤲㼏㜖己在会和

世⩸中⮰位㒚以及发现作为教师新⮰意义。 

四、中国教师全ီገ养提升ᡸ径

OECD发现喏教师促䔇学⩋全⤯㘈任力发展⮰

㗞人实䌡受教师⮰㗸景和㏻历、激发学⩋动机⮰

会情感㘩力、对全⤯㘈任力教学法⮰䓼⩔、开展

䌔学教学ふ㐨合㉌䉔⮰影响。对中国教师㔸㼬喏

哪些㘩力或㏻历有待培养或提升喢OECD开展⮰

教师国䭱䄯查喋TALIS 2018喌䃪䃍了有关“学校多

样性教㗞实䌡”喋diYeUViW\ pUacWice喌⮰主䷄䄯查喏䄎

䬚了初中教师在校开展基于多样性⮰教㗞实䌡状

况喏包括是否开展了“支持学⩋展民族文化多样

性及䃐同⮰活动”“㏰㏳多元文化全校活动喋如文

化㞮喌”“教㗞学⩋如何处⤲民族和文化偏㻭”以

及“䛳⩔把全⤯性䃚䷄㲹入䄪⼷⮰教学法”。

OECD根据教师对上䔜实䌡⮰回む㐨合形成了

“基于多样性⮰学校实䌡指数”。䄑指数反映一

国或地区教师开展教学实䌡促䔇学⩋对多样性⮰

⤲㼏、䊊䉻及在学习中与全⤯事务⮰㖀㈧状况。

本文利⩔上海 TALIS 2018数据喏以上海教师促䔇

学⩋多样性⤲㼏⮰实䌡指数为因变䛻喏以教师㗸景

喋性别、教咰喌为じ一层、专业发展喋䌔学、多元

文化教学喌为じ二层和全⤯㘈任力教学法喋䌔学/
班㏓教学、合作䬚䷄㼏决、批判性思㐠ふ喌为じ三

层开展全模型分层回归分析喏䃔䃦促䔇学⩋全⤯㘈

任力发展⮰教师关䩚㘩力喏发现提升上海教师全⤯

㉌养⮰䌛径。 

喋一喌促ᤈ教师ᇪ会情感发展Ὃ加强在教学中ᚷ

入全ီᝫᮤὋᖿ实በ德树人

OECD䄯查显喏70%⮰上海教师报告䄪⼷教

学中㲹入了全⤯性主䷄。䄑比例低于全⤯㘈任力

㶔现卓䊶⮰新加坡喋88.4%喌、加拿大喋87.6%喌和哥

伦比亚喋84.8%喌喏也低于上海教师开展⮰其他三ㆧ

喋均在 90%以上喌促䔇学⩋对多样性⤲㼏⮰实䌡活

动⮰比例。全⤯䃚䷄⮰㲹入㺭求教师在日常教学

中⼛极寻找机会喏在不同主䷄与教学内容之䬠构建

㖀㈧喏与学⩋兴䋏、现实⩋活建⿷㖀㈧。䔅仂先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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䛹㻲教师⮰全人发展喋叶澜喏2016喌。教师持㐙对周

䓥及世⩸㠯围⮰事务保持兴䋏和关注喏并在复杂事

务中不断反思㜖我、敏䨼地发现与所教学⮰㖀

㈧喞其次喏教师应对学⩋⮰兴䋏、动机和他们⮰⩋

活感兴䋏喏关注他们㺭成为什么样⮰人喏㔸不仅仅

关注他们⮰学习。在⤲㼏学⩋⮰基上挖掘全⤯

䃚䷄对学⩋现实和未来⩋活⮰价值喏䄯动学⩋了㼏

和探⾢⮰内依力。TALIS䄯查㏿果也显喏在教学

中㲹入全⤯䃚䷄⮰上海教师喏影响学⩋内依力喋兴

䋏、动机喌⮰㜖我效㘩感显㦃倄于没有㲹入全⤯䃚

䷄⮰教师喋S < 0.05喌。 

喋二喌加强教师ᄉ专业准备Ὃ尤其是提升ᡴ学መ

思፤和教学ᑞ力

仂先喏分层回归分析㏿果发现喋㻭㶔一喌喏 教师

专业发展对学校开展基于多样性实䌡⮰㼏䛶率变

化最大喋9.6%喌喏䮻后依次为全⤯㘈任力教学法⮰䓼

⩔喋3.0%喌和教师㗸景喋1.0%喌。䔅㶔明喏教师性别和

教咰ふ不会对其开展促䔇学⩋⤲㼏多样性⮰教学

产⩋显㦃影响。但教师⮰专业准备会影响学⩋㵸

为。在专业发展层䲎喏对教师开展促䔇学⩋多样性

⤲㼏⮰实䌡影响显㦃⮰专业发展内容按强度可分

为喏䌔学教学喋ȕ = 0.122喏S<0.001喌强于䌔文化沟

䕆喋ȕ = 0.047喏S<0.001喌和多元文化㗸景下⮰教学喋ȕ =
0.042喏S<0.001喌喞从教师专业发展䰬求ⰷ喏䊶是对

如何在多元文化㗸景下开展教学喋ȕ = 0.068喏  S<
0.001喌⮰学习䰬求强烈⮰教师喏䊶可㘩开展促䔇学

⩋⤲㼏多样性⮰教学实䌡。然㔸喏值得关注⮰是喏

䌔学⮰专业发展䰬求对教师促䔇学⩋⤲㼏多样

性⮰实䌡并不产⩋显㦃影响。实䭱上喏教师在专业

发展中学习䌔学教学内容䊶多喏䊶可㘩开展促䔇

学⩋⤲㼏多样性⮰教学实䌡。正如 OECD提出⮰喏

教师䌔学教学㘩力是促䔇学⩋构建主体性⮰关

䩚。在䌔学学习中喏教师会引导和吿励学⩋把不

同学⮰思㐠和方法䓼⩔于洞察周䓥和全⤯事务喏

形塑他们未来应对不定性⮰分析和㵸为模式。 

喋三喌以ᖿ实“强师划”为契机Ὃ为教师创ᤴ

ᡴ文化学习、和教学ᄉ机会

回归分析㏿果发现喏教师⮰䌔文化㏻历喋ȕ =
0.021喏  S<0.05喌和䌔文化教学㏻历喋ȕ = 0.088喏  S<
0.001喌对其开展促䔇学⩋多样性⤲㼏⮰实䌡影响

显㦃。在䌔文化㏻历方䲎喏TALIS 2018数据显喏

仅 14.6%⮰上海初中教师在任教、接受师㠯教㗞

或在㕸培䃙期䬠有出国培䃙⮰㏻历。教师⮰䌔文

化㏻历是㏰㏳和䃪䃍学习㏻侸⮰䲊正式专业ⴑ䃲喏

具有感染力且与个人强Ⱔ关。另一方䲎喏46.8%⮰

上海教师对如何与不同文化或国家⮰人䔇㵸沟䕆

有䒯强⮰专业发展䰬求。䔅㶔明喏上海教师意䃲到

在不同文化差异中寻求沟䕆是亟待发展⮰专业㘩

力。但实䭱上喏仅 22.0%⮰上海教师㶔在䓽 12
个月内⮰专业发展中学习䓳䄑主䷄。其次喏在多元

文化㗸景⮰教学㏻侸方䲎喏13.2%⮰上海教师㶔

教䓳有不同文化㗸景⮰学⩋喏如㫻族、㐠族ふ少数

民族⮰学⩋。从回归㏿果ⰷ喏教师䊶具有多元文化

教学⮰㏻侸喏䊶可㘩开展促䔇学⩋⤲㼏多样性⮰实

䌡。其影响强度倄于教师䌔文化㏻历。䔅㶔明喏教

师如果有更多⮰实䌡机会喏就䊶㘩激发他们开展促
 

ᛪ一    影响学校多ಧ性实ᄉ教师因ገ分层回归

喋上๑ TALLIS 2018喌

Ὅ型 I

喋分层 1喌

Ὅ型 II

喋分层 2喌

Ὅ型 III

喋分层 3喌

教师㗸景

性别_是女教师 0.008 0.010 0.008

教咰 0.026* 0.032** 0.018

教师专业发展

专业准备_多元文化㗸景下⮰教学 0.068*** 0.042***

专业准备_䌔学教学 0.154*** 0.122***

专业准备_䌔文化沟䕆 0.054*** 0.047***

专业发展䰬求_多元文化㗸景下⮰教学 0.083*** 0.068***

专业发展䰬求_䌔学教学 í0.003 í0.013

专业发展䰬求_䌔文化沟䕆 0.033* 0.014

䌔文化㏻历 0.028** 0.021*

䌔文化教学㏻历 0.093*** 0.088***

全⤯㘈任力教学法

布㒚䰬㺭学⩋批判性思㔯⮰任务 0.056***

小㏰合作䬚䷄㼏决 0.096***

㏿合日常⩋活䬚䷄䄠明新ⴑ䃲⮰⩔处 0.051***

布㒚学⩋使⩔ ICT完成作业 0.027***

䌔班㏓或年㏓⮰合作教学 0.086***

R2 0.001 0.096 0.126

ǻ R2 0.001 0.096 0.030

　ซὙ呈ဗᄉ是标准化回归ጆ数. * p<0.05Ὃ** p<0.01Ὃ***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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䔇学⩋⤲㼏多样性⮰实䌡⮰内依力。 

喋四喌提升教师ᤁၸ全ီᑇ任力教学กᄉ፫合ᑞ力

回归分析㏿果显喏有效全⤯㘈任力教学法

喋global pedagogieV喌也䔮⩔于上海教师。在一㈧列

教学法中喏对教师开展促䔇学⩋对多样性⤲㼏⮰实

䌡影响显㦃⮰教学も⪑按强度分喏依次为“小㏰合

作䬚䷄㼏决”喋ȕ = 0.096喏S<0.001喌、“䌔班㏓或年

㏓⮰合作教学”喋ȕ = 0.086喏S<0.001喌、“布㒚䰬㺭

学⩋批判性思㔯⮰任务” 喋 ȕ =  0.056喏 S<0.001喌、
“㏿合日常⩋活⮰䬚䷄䄠明新ⴑ䃲⮰⩔处”喋ȕ =
0.051喏S<0.001喌和“布㒚学⩋使⩔ ICT完成作业”

喋ȕ = 0.027喏S<0.001喌。从影响强度ⰷ喏体现“合作”

⮰教学も⪑喏无䃦是学⩋⮰䬚䷄㼏决喏䔄是教师之

䬠⮰专业协作喏䘩会对促䔇学⩋⤲㼏多样性⮰实䌡

产⩋⼛极影响。更䛹㺭⮰是喏加强学习主䷄与学⩋

现实和未来⮰㖀㈧不仅㘩激发学⩋⮰内在动机喏

䔄㘩体现教学与⩋活、会⮰㖀㈧。䔅本䏗是教

学⮰䕿德寓意⮰体现喏也是学㥩实㗞人⮰有效

䌛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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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 to Improving Teachers¶ Global Competence:

From Teaching to Educating based on OECD Perspective

and Locali]ation Exploration

XU JLQMLe1 & AQdUeaV ScKOeLcKeU2

喋1. ReVeaUch IQVWiWXWe fRU IQWeUQaWiRQal aQd CRmSaUaWiYe EdXcaWiRQ, ShaQghai NRUmal UQiYeUViW\,
ShaQghai 200234, ChiQa；2. OUgaQi]aWiRQ fRU EcRQRmic CR-RSeUaWiRQ aQd DeYelRSmeQW, PaUiV

75775, FUaQce喌

AbVWUacW: AfWeU Whe laXQch Rf PISA glRbal cRmSeWeQce UeVXlWV iQ 2020, UeceQWl\ OECD UeleaVed a
UeVeaUch UeSRUW, Qamel\ Big PicWXUe ThiQkiQg: HRZ WR EdXcaWe Whe WhRle PeUVRQ fRU aQ IQWeUcRQQecWed
WRUld, ZiWh  Whe  aim  WR  ideQWif\  effecWiYe  SedagRg\  SUacWiceV  fRU  deYelRSiQg  glRbal  cRmSeWeQce  aQd
UeYeal  cRUe  chaUacWeUiVWicV  Rf  WeacheUV ¶  glRbal  cRmSeWeQce  WhURXgh  caVe  VWXd\  RQ  high  SeUfRUmiQg
edXcaWiRQ  V\VWem  iQ  glRbal  cRmSeWeQce.  ThiV  VWXd\  aimV  WR  aQal\]e  aQd  illXVWUaWe  Whe  SUiQciSle  aQd
SUacWice  Rf  edXcaWiQg  glRbal  cRmSeWeQce  aV  Zell  aV  elemeQWV  Rf  WeacheUV ¶  glRbal  cRmSeWeQce  aV
meQWiRQed iQ Whe UeSRUW. BeVideV, WhiV VWXd\ iQYeVWigaWeV WeacheUV¶ glRbal cRmSeWeQce iQ ShaQghai baVed
RQ  Whe  fUameZRUk  SURSRVed  iQ  Whe  OECD  UeSRUW  WhURXgh  TALIS 2018 daWa.  ThiV  VWXd\  fRXQd  WhaW
imSURYiQg WeacheUV¶  VRcial  aQd emRWiRQal  VkillV, VWUeQgWheQiQg WheiU  iQWeU-diVciSliQaU\ SeUVSecWiYe aQd
SedagRg\  aV  Zell  aV  eQhaQciQg  Whe  cRmSUeheQViYe  XVe  Rf  glRbal  SedagRg\, all  VXch  aUe  effecWiYe
aSSURacheV WR SURmRWe high TXaliW\, SURfeVViRQal aQd iQQRYaWiYe WeachiQg fRUce bXildiQg iQ UeVSRQVe WR
Whe imSlemeQWaWiRQ Rf VWURQg WeachiQg fRUce bXildiQg SlaQ.

KH\ ZRUd: OECD喞glRbal cRmSeWeQce喞WeacheUV¶ glRbal cRmSeWeQ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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