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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教育合作上海倡议》发布
2024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中午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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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斯坦福大学通过VR系统指导

学生如何应对有挑战的对话；在英国，拥有

239年历史的玛丽女王大学尝到了数字教

育的甜头——全息影像技术让业内大咖更

加便捷地“走进”课堂和学生对话，VR技术可

以模拟医学、法律等各种职业场景；在中国，

成都七中开设全天候远程直播教学，让偏远

贫困地区的孩子也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走

出大山，走向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

在昨天开幕的2024世界数字教育大会

上，一幅生动的数字教育图景徐徐展开，也将

问题抛给与会嘉宾——当技术改变了学习的

样貌，教育究竟应该赋予学生怎样的能力？

传统意义上对“好学生”的定义，是否也应该

随之改变？

“如果说在20世纪，学习是非常重要的

衡量指标，那么，在21世纪，我们要让孩子有

更好的学习反馈，要通过技术手段，让学习过

程和评价‘破镜重圆’。”被称为“PISA之父”

的经合组织（OECD）教育与技能司司长安德

烈亚斯 ·施莱歇尔强调，面对数字时代的“原

住民”，教育应侧重培养学生完成高技术含

量、非常规任务的能力。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是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OECD）进行的15岁学生阅读、

数学、科学能力评价研究项目。上海学生也

多次取得优异表现。“我们要关注学生如何获

得技能，如何处理信息，如何坚持，这是我们

在未来的PISA测试中更愿意看到的。”安德

烈亚斯 ·施莱歇尔介绍，PISA对“快乐学生

（happystudent）”的定义，从学业表现、心理

健康、参与度、适应力、同伴关系、学习生活平

衡、物质与文化的幸福感、开放性这8个方面

入手。其中，学业表现不仅涉及学生获取的

知识和技巧，还包括将所学知识应用于解决

日常生活问题的能力；适应力维度考查学生

的抗压能力、自信心、“逆商”以及作为一名学

习者的“自洽”能力，即学习上的内驱力和自

制力。

“我们不仅要知道孩子有没有做对，还要

通过技术手段知道，他怎么做对的；考试不能

仅仅衡量学生是否把背出来的东西复现在纸

面上，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提供数据，考查学

生是否能够开放性地使用工具，去解决问

题。”安德烈亚斯 ·施莱歇尔认为，科技在教育

中最明显的一个好处就是更强的个性化，比

如，当你学数学的时候，人工智能现在就可以

研究你是怎么学的，哪些地方有进步，哪些地

方有困难，哪些地方感兴趣，哪些地方感到无

聊。这样的话，计算机可以适应你，可以让你

的学习体验更细致，更具有适应性，更有互动

性，数字的学习游戏也让学习变得更有意思，

虚拟现实技术则可以实现一些现实世界中间

难以做到或者成本高昂的事情。

然而，安德烈亚斯 ·施莱歇尔也指出，一

些学生表示自己被数字设备所干扰而分心，

当学生的电子设备不在身边的时候感到焦

虑，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也降低了，更难以进

行自我管理，对压力的抵抗力也更差；但如果

禁用手机，显然无法让学生为拥抱数字时代

做好准备。数字时代，许多悬而未决的难题

留给教育者通过不断提升自身的数字素养，

共同解决。

本报记者 陆梓华

本报讯（记者 陆梓华）在2024世界数

字教育大会上，中国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

平台国际版（https://csmartedu.cn）正式发布

上线。

据悉，平台国际版是中国响应联合国教

育变革峰会愿景声明，践行向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作出的庄严承诺，由教育部指导建设

的、面向全球学习者的教育公共服务平台。

平台国际版支持中文、英语、法语、俄语、西

班牙语、阿拉伯语等联合国6种官方语言，

设置资讯专栏、资源服务、服务大厅三大板

块，提供丰富的学习指导与政务服务。资讯

专栏提供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国际人工智能

与教育会议、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大会等国

际会议的相关信息，持续更新数字教育国际

交流合作重要活动的最新资讯。资源服务

板块首批上线约780门课程，涵盖文学、工

学、理学、艺术学等12个学科门类和17个专

业大类，授课教师来自清华大学等百余所高

水平学校；链接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

院、敦煌莫高窟、河南博物馆等数字博物馆

资源，让学习者沉浸式领略和体验中华文明

的博大精深。服务大厅板块聚焦出国留学

和来华学习两个方向，设置留学服务、考试

服务等2个栏目，提供来华留学生签证服

务、中文水平考试等7项服务。

“    之父”
“快乐学生”有 个衡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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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国际版发布

支持6种语言 上线   门课程

1
新增4000张养老床位、800张困难重度

残疾人养护床位，改建3000张认知障碍

照护床位；新增30个社区长者食堂；新增30

个乡村长者照护之家；打造60条敬老爱老服

务公交线路。

2
开办500个小学生爱心暑托班、150个

小学生爱心寒托班；新增3000个公办幼

儿园托班托额、7000个社区托育“宝宝屋”托

额；打造100个儿童友好城市阅读新空间；为

300户困境未成年人家庭进行“追光小屋”居

室微改造。

3
新增筹措供应3万张以上新时代城市

建设者管理者之家床位；建成350个“15

分钟就业服务圈”社区就业服务站点；新增培

养高级工及以上技能人才4.5万人次；建设改

善1000间生产一线职工工间休息室。

4
完成100个公交站台适老化改造；完成

1200座环卫公厕适老化适幼化改造；更

新投运400辆无障碍低地板新能源公交车；为

5000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改造。

5
为50万户瓶装液化气居民用户更换燃

具连接软管和调压器；建设150个社区

微型消防站；为8000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

提供智能水表安全监测服务。

6
建设50家开展中医药特色巡诊服务的

社区卫生服务站，新建30家社区护理中

心、15家社区康复中心；培训8万名持证应急

救护员。

7
新建30个社区市民健身中心；新建改

建60条市民健身步道；新建改建150片

市民运动球场；新建改建600个市民益智健

身苑点、60个市民（职工）健身驿站；新建改

建60座口袋公园；新增30座城市公园24小

时开放。

8
新增1万个公共（含专用）充电桩、20

个共享充电桩示范小区，完成1万个存

量充电桩智能化替代；完成1500个住宅小

区地下车库移动通信网络覆盖；推出100家

早餐工程示范点；升级改造80家标准化菜

市场。

9
完成200公里农村公路提档升级改造；

完成10万户乡村“美丽庭院”建设。

10
建设完善并规范运作353个“三所

联动”纠纷调解室。

    年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

本报讯（记者 陆梓华）2024世界数字

教育大会今天中午闭幕，现场发布的全球数

字教育发展指数显示，在62个全球数字教育

先发国家中，中国位列第9，成为前10名国家

中唯一一个中等收入国家。

“数字教育的具体目标是什么？谁有比

较好的经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永

智介绍，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中国教育科学研究

院组建了专门的团队，筛选出了资料相对完整、

数字教育发展相对领先的62个先发国家，从

素养提升、体系构建、制度创新、内容重构、

教学变革、治理升级等6个维度进行评价。

从指数排名情况看，全球教育发展高水

平国家具有一定的聚集性特征。在前10名

的国家中有9个是高收入国家，中国是唯一

一个中等收入国家。

李永智介绍，《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

2023》显示，过去三年，在数字资源的建设应用

上，在 3C（connection连接、content内容、

cooperation合作）理念的引领下，中国在数字资

源建设应用、数字素养培养、数字教育体系构建

上，分别大幅度提升了70%、46%和24%。

闭幕现场，《数字教育合作上海倡议》同

时发布。大会倡议，发挥世界数字教育大

会、联盟机制和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作

用，加强政策对话、案例交流、信息分享，重

点关注非洲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重点关注

妇女、女童和不利人群，让数字教育公平惠

及每个人，携手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

发展目标。

一是推进数字资源共建共享 制定支

持政策，推动互联网普及，合作开发并开

放高质量数字教育资源，研发部署教学辅

助工具，共同打造并迭代平等面向每个人

的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构建国际学习

社区，探索知识传播新机制和教育供给新

模式。

二是加强数字教育应用合作 服务各国
数字教育应用需求，发挥人工智能与数据要

素作用，基于教育从业者的智慧，协同打造

开放包容的教育专用大模型，拓展普惠性、

全方位、全覆盖的规模化应用场景，创新教

育评价模式，实现大规模因材施教。

三是强化数字教育集成创新 合作扩大
教育公共服务供给，建立国际数字教育协同

实验床，共同构建知识和数据集成应用体

系，打造立体、开放、共享场景和生态，推动

终身教育链、产业链、人才链的创新融合集

成，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四是合作推动教师能力建设 共建全球
教师能力合作网络，推广包容有效的数字化

教学法，研发智慧教师助手，探索开展数字

化协同教研和“人机共育”，支持教师成为知

识生产者、学习促进者和成长引导者，提升

教师数字胜任力。

五是协同推动数字教育研究 发挥各国
在研究和实践方面的优势，针对不同应用需

求，推动数字教育理论体系、技术工具、应用

模式等方面的协同研究，更好彰显数字技术

优势，为教育发展赋能。

六是共商共议数字教育治理 共同研发
人工智能应用指南和管理规范，确保数字教

育合乎伦理规范、安全可信，共同完善数字

教育标准体系，以数字技术赋能校园治理，

建设人口预测、资源配置、决策支持等智能

工具，增强数字教育领导力。

现场发布的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显示，在62个
全球数字教育先发国家中，中国位列第9，成为前10名
中唯一一个中等收入国家

“上海倡议”6项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