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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信息化的学生核心素养研究：

全球纵览与比较冰

胡小勇，张华阳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摘要】信息时代，K-1 2学习者普遍具备了数字土著的特点。近年来，世界各国立足信息化的时代背景，针对学生

提出了适应信息社会的核心素养培养标准。本文以信息技术隽切入点，通过对各国核心素养进行综述分析，找出信息化视

野下全球学生核心素养关注的新走向，为培养新时期的学生提供参考。

【关键词】信息时代≯学生；棱心素养；f全球纵览；比较。

一、引言

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指出，“基

础教育要推进教学内容和模式的变革，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卜2020

年)》指出，“制订信息化环境下的学生学习能力标准，

开发信息化环境下的学生学习能力培养相关课程”。旧。

信息时代，存在着海量信息难以甄别、信息加工困难等

诸多问题。究其主要原因，在于学生仍然没有有效形成

面向信息化的学习素养能力。本文将以信息化为观察视

角，围绕“学生核心素养”这一关键词展开研讨，介绍

各国有关核心素养的发展情况，以期为中国学生核心素

养的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二、全球“学生核心素养”发展概况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都展开了有关

学生核心素养的框架制定，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经合组织、欧盟、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际组织或

国家地区，核心素养成为了各国普遍关注的重点教育话

题。在这一进程中，各国对“素养”都有着各自的界定，

也使用了不同的关键词。“素养”一词所对应的英文词

主要有“competence”、“literacy”、“skillS”、

“ability”、“capability”、“accomplishment”、

“attainment”等∞o。各国际组织或国家关于培养学生

核心素养使用的关键词具体如表1：

表1各国际组织或国家对“素养”的表达

国家／组织 “素养”一词对应的表达形式

215‘century skills；key competencies；core skills；key
美国

skills

英格兰 key skills j core skills

德国 key skills j core skills；basic skills

澳大利亚 key competences

新西兰 key competence j essential skills

韩国 key competencies j critical competencies

联台国教科文组织 key competencies

key competencies；core competencies；key sills；core
经合组织

skills

通过对国内外关于核心素养的内涵进行分析，可以

发现核心素养是关键能力、知识或关于理想人格的描述。

以林崇德教授为首的专家团队认为，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是指学生应该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

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引。

三、世界经合组织的“核心素养”概述

世界经合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是由35个

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1987年，

经合组织启动了INES项目，该项目用于研究各国教

育体系中若干要素的发展水平。50。1997年，经合组织

启动了著名的DeSeCo项目。2003年出版的报告{Key

{基金项目：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智慧学习环境下创造性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CCAl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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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encies for a Successful Life and a Well—

Functioning Society》(《核心素养促进成果生活和

健全社会》)中出现了“核心素养”一词，这也是该词

的源头。2005年，经合组织再度发布《The Definition

and Selection of Key Competencies：Executive

Summary))(核心素养的界定与遴选：行动纲要)，进

一步从行动上加快了核心素养标准的界定与发展∞。。经

合组织(OECD)所指定的核心素养从个人成功和社会成

功两个方面回答了个体和社会需要什么样的素养。¨旧。。

经合组织将核心素养概念界定为三个主要的维度：

(1)能互动地使用工具，主要对应使用语言、符号及

文本的能力，使用知识与信息的能力，使用科技的能力，

在使用能力的过程中主要强调了使用工具的互动性；(2)

能在异质社会团体中互动，主要对应与人建立关系的能

力，合作的能力，控制与解决冲突的能力，主要强调了

人在复杂社会关系中通过合作与竞争能够实现目的的能

力； (3)能自主地行动，主要强调具备此核心素养的

人能够在复杂环境中行动，能够设计人生规划，能够维

护权利与利益。经合组织的核心素养框架对PISA测试

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受PISA项目辐射影响，各国的核

心素养框架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从信息化的视野

看待互动地使用工具，可以发现利用学习工具可以产生

良好的师生互动。学习与绩效技术中心网站(C4LPT)

是全球著名的学习工具软件分析统计网站，该网站每年

都会评选出年度顶尖的i00个学习工具，并为学习者进

行推荐。通过学习工具，可以完成旧川引： (1)知识的

传达，学习者可以通过信息技术手段收集语言、符号、

文本等知识内容； (2)学习的延伸，信息时代学习者

可以使用信息与知识，并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创新，完成

知识的创新与共享： (3)知识的外显，学习者可以使

用科技的手段将内在知识转换为外在的表现形式，完成

可视化的作品； (4)知识的演变，学习者通过协作共

享完成知识的交流与传递，完成社会团体中的互动。随

着物联网、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学习分析等一系

列技术的兴起，信息时代要求学习者具备更高的信息素养。

四、欧盟的“核心素养”概述

欧盟在2001年成立团队，展开了对“核心素养”

的研究， 2005年发布了((Key—Competences for Lifelong

Learning：A European Reference Framework))，即《终身

学习核心素养：欧洲参考框架》，其中将核心素养的标

准分为了八个方面：母语交流的能力、使用外语交流的

能力、数学素养与科技素养、数字化素养、学会学习、

社会和公民素养、主动与创新意识、文化意识与表达u¨。

在欧盟通过对核心素养做出界定后，欧盟的成员国

也分别展开了对核心素养的界定。法国在2006年发布

了《共同基础法令》，以教育法的形式将核心素养融入

了课程目标¨2|。法国将核心素养主要分为了数学与科

学、语文、外语、社交与公民道德、信息通讯、自主性、

人文艺术七个方面。前欧盟成员国英国将核心素养称为

“core skillS”或“the new basic skliiS”u驯，其

核心素养标准也是基于欧盟核心素养框架体系，其八大

核心素养分别是：母语交际、外语交际、数学素养和基

础科技素养、数字素养、学会学习、社会与公民素养、

首创精神和创业意识、文化意识和表达。

从信息化的视野看待欧盟核心素养框架及其成员国

核心素养框架，可以发现数字素养是信息时代无法忽视

的一项核心素养。追朔数字素养的发展，可知其最早由

Paul Giister于1997年正式提出，数字素养强调信息

评价与批判性思考，会使用不同的技术及使用技术的能

力两个因素共同造成的差距形成了数字鸿沟。具备数字

素养的学习者能够理解视觉图形，实现多媒体整合，使

用超媒体信息，具备批判性思维，利用数字化思维进行

情感交流u引。

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核心素养”概述

联刽弱狮牺毪且织UNESC0(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是联合国的下属组织。

UNESCO于1972发布了《学会生存》报告(Learning to

be)。随后，其下的国际2l世纪教育委员会于1996年

发布了《学习：财富蕴藏其中》(Learning：The Treasure

wimin)，提出了面向2l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 (1)

学会学习(1earning to know)： (2)学会做事(1earning

to do)； (3)学会合作(1earning to together)； (4)

学会生存(1earning to be)hs]。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

研究所于2003年发布了《学会改变》，将其视为终身

学习的第五支柱。2013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美国

著名智库机构布鲁金斯学会联合发布了“学习指标专项

任务”(LMTF)的i号研究报告指出学生核心素养包

括身体健康、社会情绪、文化艺术、文字沟通、学习方

法与认知、数字与数学、科学与技术这七个维度¨6|，建

构了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应该达成的学习目标体系。

从信息化的视野出发，可以发现学习方法与认知的

重要性，通常学习者会采用的学习方法主要包括： (1)

数字化学习，利用数字化工具进行学习，常见的数字化

工具包括：电视媒体、电脑、录音带、录像带、光盘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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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式学习，设计实际或虚拟的问题，进一步选择和确

定主题，在学习情境中完成探究学习；(3)教练式学习，

学习者在教练的带领下，完成一系列挑战，在挑战中完

成学习； (4)混合式学习，传统面对面学习与在线学

习相结合的学习模式； (5)协作式学习，通过小组或

团队组织进行学习； (6)碎片化学习，利用零碎的时

间完成学习，具有时间短、节奏快、内容碎的鲜明特点；

(7)任务式学习，学习者通过完成设定的任务，以探

索问题的结果为最终目标完成学习；(8)游戏化学习，

学习者通过互动游戏的方式，或通过积分、徽章、排行

榜等奖励机制驱动学习者完成学习内容； (9)案例式

学习，学习者通过案例聚焦学习内容，完成知识的学习。

学习者认知风格与学习方法相结合，共同影响学习者学

习过程。不同的标准下，学习者认知风格具备不同的分

类u川：(1)感知通道的偏爱：分为视觉、听觉和动觉等；

(2)场特征：分为场独立性和场依存性；(3)加工内容：

分为具体经验和抽象概括； (4)学习顺序：分为整体

性策略和序列性策略；(5)记忆：分为趋同和趋异；(6)

解决问题：分为沉思型和冲动型。

六、各国面向“21世纪技能”的概况

21世纪技能与核心素养的概念相近并相通，成为了

评价学生的另一基础模型。美国、新加坡、日本为首的

国家提出的21世纪技能模型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美国目前最新发布的《21世纪技能框架》是经过不

断更新迭代而生成的一个学生核心素养培养框架。最新

《21世纪技能框架》Ct8]中主要指出了三种重要的技能：

“学习与创新技能”、“生活与职业技能”、“信息、

媒体与技术技能”，并认为学习环境、教师专业发展、

课程与教学、评价与标准共同构成了支撑2l世纪技能

的基础环境，以支持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从信息化的视

野出发，可以发现美国提出的21世纪“项目学习自行车”

模式能够提供学习脚手架，以供信息时代的学习者完成

学习任务。在学习自行车转动的过程中，教师通过学习

把手与工具，设计疑问，提出问题，引导学生进行学习，

最终进行学习评估。

新加坡与日本的21世纪技能模型受美国影响较大，

都是以2l世纪为核心词发布的相关核心素养培养文件。

新加坡教育部于2010年发布了“21世纪素养”，其基

本框架为：核心层一一品格与道德培养；第二层一一社

交和情感技能；最外层一一面向全球化的关键能力。新

加坡所制定的核心素养最终体现在最外层，信息技能提

供更多交流、合作的机会，培养公民素养，培养全球意识，

使学习者能够适应全球信息化的时代(如下图所示)。

新加坡核心素养

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于2013年发布《培养适

应社会变化的素质与能力的教育课程编制的基本原理》

报告。日本提出国民应该具备“能在21世纪生存下去

的能力”【l引，主要能力包括：基础能力、思维能力、

实践能力，三种能力呈现为支持与包含的关系。基础能

力支持思维能力，思维能力支撑实践能力。信息技能在

日本核心素养框架中与语言技能、数量关系技能共同构

成基础能力，凸显出重要的地位。信息技能主要包括理

解、获取、利用信息的能力。在信息时代下，Web2．0、

Web3．0、虚拟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等一系列新兴技

术的涌现，使学习者具备更多获取信息的方法。信息治

理成为重要的一环，语言技能、数量关系技能则为信息

技能提供理解的基础。

七、《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概述与比较分析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是在各地区组织所提出

的核心素养上参考建立的，具备世界发展趋势的热点，

同时也注重中国传统文化应该赋予中国人的素质与素

养。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成果于2016年9月13

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发布，公布了有关《中国学生发展核

心素养》的总体框架及基本内涵。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

素养》以科学、时代、民族为基本原则，提出了文化基础、

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大的方面，综合表现为人文底

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

创新六大素养。在此基础框架下，又细分至18个子素养。

在信息化环境下，“信息意识”核心素养与“技术运用”

核心素养备受关注。“信息意识”核心素养提出了信息

的获取、评估、鉴别、使用与筛选，并强调了此过程的

自觉性和有效性，获得信息的学生可以通过数字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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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进行信息加工，能够适应“互联网+”时代，并进

一步提出具备良好的网络伦理道德与信息安全意识。“技

术运用”核心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信息时代学生应

该具备的全球性素养，具备工程思维，能够生成创意物

品的素养。STEAM课程是美国政府所提倡的一种教育理

念，通过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艺术的综合学习，

培养孩子的综合素养，提升全球竞争力。本文从各国际

组织或国家地区核心素养的发表时间、核心理念、框架

特点、信息时代关注点几方面进行比较，如表2：

表2各国际组织或国家地区核心素养的比较

国际组织／
核心理念 各框架特点 信息时代的关注点

国家地区

培养全面发 提出“人文底蕴”核 提出“信息意识”、

中国 展的人 心素养，凸显传统文 “技术运用”核心素

(2016) 化 养，强调培养学习掌
握技术的兴趣和意愿

培养具备“学 学习与创新技能处于 提出“信息、媒体与

习与创新技 2l世纪学习技能金字 技术技能”，学习者

美国
能、生活与 塔的顶端，包含了4c 需要具备“信息素
职业技能、 能力，即创造和创新 养”、“媒体素养”、“信

(2007)
信息、媒体 及能力、批判性思维 息交流和科技素养”

与技术技能” 和问题解决能力、交
的人 流能力、合作能力

能在21世纪 将21世纪技能框架 将信息技能作为最底

日本
生存下去的 划分为三层模式，基 层能力之一，对其他
能力 础能力支持思维能力 高阶思维或高级技能

(2013) 发展，思维能力支持 的形成起到支撑作用

实践能力发展

培养具备21 把学习者培养成充满 提出“交流、合作和

新加坡 世纪素养的人 自信的人、能主动学 信息技能”，指出学

(2010) 习的人 习者应该能够开放、

负责的使用信息

培养具备“能 经合组织的核心素养 提出“能互动地使用
互动地使用 框架影响PISA测试 工具”，具备使用知

经合组织
工具、能在 的标准，直接影响着 识与信息的能力

异质社会团 世界各国的核心素养
(2005)

体中互动、 标准
能自主地行

动”能力的人

制定终身学 欧盟核心素养框架成 提出“数字化素养”，
习核心素养 为了其成员国核心素 受到其核心素养框架

欧盟 框架 养框架的标准，具有 影响的前欧盟成员英
(2005) 辐射作用 国和成员国法国分别

提出了“数字素养”、
“信息通讯”

建构了学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提出“学习方法与认

者应该达成 核心素养框架针对基 知”、“数字与数学”、
联合国教 的学习目标 础教育学习者 “科学与技术”，体
科文组织 体系 现了信息时代学习者
(2013) 不仅需要掌握科技技

术，还需要掌握学习
和认知方法

信息时代，“互联网+”成为社会育人方式变革的

催化剂。一方面，技术手段的进步让信息技术在教育中

的应用成为常态；另一方面，数字土著逐渐成长为新一

代学习者，他们必须具有数字化的生存能力。本文从信

息化视野来梳理全球核心素养的相关内容，以期适应信

息化挑战，促进培养新时期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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