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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1世纪信息时代的发展,对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教育不再是单纯地输送知识,教育的综合性在未来的

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个人必须具备多方面的能力才能足以应对不断变革地世界,才不会被世界所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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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age in the 21st century has brought new requirements and challeng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Education is no longer simply to convey knowledge. The comprehensive nature 

of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future development. A person must have multiple abilities to be able 

to cope with the constantly changing world and not be eliminated by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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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将为信息的流通和储存以及为传播提供前所未

有的手段,因此,它将对教育提出看起来近乎矛盾的双重要

求。一方面,教育应大量和有效地传授越来越多、不断发展

并与认识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知识和技能,因为这是造就未来

人才的基础。另一方面,教育还应找到并标出判断事物的标

准,使人们不会让自己被充斥公共和私人场所、多少称得上

是瞬息万变的大量信息搞得晕头转向,使人们不脱离个人和

集体发展的方向。可以这么说,教育既应提供一个复杂的、

不断变动的世界的地图,又应提供有助于在这个世界上航行

的指南针。 

根据对未来的这种展望,仅从数量上满足对教育的那种

无止境的需求(不断地加重课程负担)既不可能也不合适。每

个人在人生之初积累知识,而后就可无限期地加以利用,这

实际上已经不够了。他必须有能力在自己的一生中抓住和利

用各种机会,去更新、深化和进一步充实最初获得的知识,

使自己适应不断变革的世界。为了与其整个使命相适应,教育

应围绕四种基本学习加以安排；可以说,这四种学习将是每个

人一生中的知识支柱：学会认知,即获取理解的手段；学会做

事,以便能够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产生影响；学会共同生活,

以便与他人一道参加人的所有活动并在这些活动中进行合

作；最后是学会生存,这是前三种学习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

当然,这四种获取知识的途径是一个整体,因为它们之间有

许多连接、交叉和交流点。 

但是,在一般情况下,正规教育仅仅是或主要是针对学会

认知,较少针对学会做事。而另外两种学习往往带有很大的随

意性,有时也被看作是前两种学习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延伸。然

而,在任何一种有组织的教育中,这四种“知识支柱”中的每

一种应得到同等重视,使教育成为受教育者个人和社会成员

在认识和实践方面的一种全面的、终生持续不断的经历。 

1 学会认知——着重在逻辑思维 

“知”在这里不仅是指“知识”,包括了在个体社会化

的过程中需要了解的一切认识的对象。“认知”不仅是书本

上的,课堂上的,包括学会认识,学习各种社会学习规范,掌

握学习的工具、求知的手段。学会认知,要有强烈的学习动

机,有探求未知的热情,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科学的人

文精神,掌握举一反三的科学方法。学会认知,不能在学校教

育中一次完成。“求知”将是一个在认识和实践之间无数次

反复、不断“完成”而又重新开始的过程。 

学习知识的过程永无止境,并可通过各种经历得到进一

步的充实。从这个意义上说,随着工作性质和内容一成不变的

情况日益减少,学习过程与工作经历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如果

最初的教育提供了有助于终身继续在工作之中和工作之外学

习的动力与基础,那么就可以认为这种教育是成功的。 

2 学会做事——着重在操作思维 

学会做事,将从传统意义上的掌握某种狭窄的劳动技能,

转向注重培养劳动者的综合能力。学会做事,主要不仅指获

取智力技能,而是指培养社会行为技能,包括处理人际关系、

解决人际矛盾、管理人的群体等能力。学会做事,更重要的

是在“求知”过程中养成科学素质的基础上,培养适应未来

职业变动的应变能力和在工作中的革新能力。 

学会做事与学会求知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两者可以

说是“知”与“行”的关系。如果说前者的目的在于认识世

界(包括人自身的主观世界和社会的、自然的客观世界),那

么,后者则旨在改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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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知”(know)一样,“行”(do)也是一个有着丰富内

涵的多义词。传统意义上的“学做”,更多地与通过职业技

术训练养成劳动技能联系在一起,与把在学校所学知识应用

于解决问题、完成任务联系在一起。现在意义上的“学做”

要着眼于21世纪知识经济对劳动力的要求和终身学习社会

对公民的要求,从更深的层次上去把握。 

对于将要成为未来社会的主人的幼儿来说,“学会做事”

至少具有三种新的涵义。 

第一,在未来“生产”过程日益“非物质化”、日益“智

力化”的知识经济中,“学做”将从学会掌握某种职业的实

用技能,转向注重培养适应劳动世界变化的综合能力(个人

素质),其中包括狭窄的劳动技能以外的合作精神、创新精

神、风险精神、交流精神等。 

第二,在以知识、信息为基础的服务业(包括金融、咨询、

管理服务和教育、卫生、社会服务等)将占越来越大比重的

未来产业经济中,人与物质和技术的关系将降至次要地位。

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服务”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间的

关系将居于首要地位。因此,教会幼儿“学做”主要不是指

获取智力技能,而是指培养社会技能(包括处理人际关系、解

决人际矛盾、管理团队等能力)。这些技能主要不是从课堂

上和书本中去学习,而更多地要从工作实践和人际交往中去

培养。 

第三,在一个以市场需求为主要导向的经济中,建立在

竞争和价值规律基础上的资源配置和重新配置将是一个永

不停息的过程。在成百企业萎缩、破产的同时,更有成千企

业兴起、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将有越来越多的

职业被淘汰,与之相应的产业技能也将成为昨日黄花；而新

的、今日还无法预见的产业将陆续产生,一个人多次变动工

作或劳动场所将是常事。因此,教会幼儿学会做事与其说是

掌握胜任某项具体工作的“本事”,毋宁说是在“求知”的

过程中养成的科学素质的基础上,培养幼儿适应未来职业变

动的应变能力、在工作中的革新能力,以及在具体的市场环

境中创造新就业机会(自主创业)的能力。 

3 学会共同生活——着重在情感思维 

学会共同生活,首先要了解自身、发现他人、尊重他人。

学会共同生活,就是要学会关心、学会分享、学会合作。学

会共同生活,不只是学习一种社会关系,同时也意味着学习

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学会共同生活,主要不是从书本中学

习,它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参与目标一致的社会活动,学会

在各种“磨合”之中找到新的认同,确立新的共识,并从中

获得实际的体验。这种学习可能是今日教育中的重大问题

之一。 

学会共同生活是在全球化将成为21世纪重要特征,人与

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互相依存程度越

来越高的时代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教育命题。它的原意是

学会共同生活,学会与他人共同工作。如同学会做事,学会共

同生活有着同样深刻的内涵。 

学会共同生活,首先要了解自身,发现他人,尊重他人。

教育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使幼儿了解人类本身的多样性、共同

性及相互之间的依赖性。幼儿园开设的诸种教学活动,都是

为了传递人类的思想文化,增进对于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了

解,认识各自的文化特性和共同价值；了解自己是认识他人

的起点和基础,所谓“设身处地”,也就是“由己及人”“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时,教育作为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也注

重从了解他人、他国、他民族的过程中更深切地认识自己,

认识本国、本民族。这种了解和认识,始自家庭,及于学校,

延至社会,推而广之于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及其历史、社会、

经济、政治、文化、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通

过这种深入地了解,培养人类的尊严感、责任心、同情心,

以及对于祖国、同胞和人类的爱心。 

学会共同生活,就要学会关心(learning to care),学会

分享(learning to share),学会合作(learning to cooperate 

with others)。仁爱,从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准则；

“四海之内皆兄弟”是我国流传千年的社会理念；“相互关

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更成为我国多民族社会主义大家

庭的时代风尚。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激烈竞争无疑给传统的

群体主义、社会至上的价值观念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我们

一方面要倡导在法律规范内公平竞争,利用其有利于发挥

个人首创精神和提高经济效益效率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

更要发扬和倡导先人后己、毫不利己、互相合作的集体主

义精神。 

学会共同生活,就要学会平等对话,互相交流。平等对话

是互相尊重的体现,相互交流是彼此了解的前提,而这正是

人际、国际和谐共处的基础。家庭之内,父母和子女之间如

朋友般的思想交流不但是消除“代沟”的重要途径,而且是

孩子成长的重要条件。学校之内,教师与学生如朋友般的平

等对话,既是“教学相长”所必需,也是教育成功的体现。社

会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的平等对话和互相交流则是社会和谐

的重要保证。因此,21世纪教育需要的手段之一就是对话、

交流和讨论。教育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一个社会网络

之中人们相互交流的质量。“居高临下”、缺少平等精神的教

学,不但会挫伤学生求知的热情,而且有害于学生健康品性

的养成。因此,学会表达、交流的技能,确立平等对话的价值

观念和态度是学会共同生活的重要学习内容。 

学会共同生活,不只是学习一种社会关系,它也意味着

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从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

到当代世界倡导的“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无不指明了

学会与自然“共处”的重要性。这种学习像其他学习一样,

也包括知识、技能和态度、价值观念的习得和养成。 

3.1发现他人 

首先,教育的使命是教儿童懂得人类的多样性,同时还

要教他们认识地球上的所有人之间具有相似性并且是相互

依存的。因此,从幼儿开始,学校就应抓住各种机会来进行这

一双重教育。某些学科特别适合进行这种教育：从基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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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教授人文地理,晚些时候教授外语和外国文学。 

其次,认识他人必须首先认识自己。要使幼儿正确地认

识世界,无论是在家庭、社会还是在学校进行的教育,都应首

先使幼儿认识自己。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真正设身处地去

理解他人的反应。在幼儿园培养这种情感同化的态度,会对

幼儿一生的社会行为产生积极影响。 

最后,教学形式本身不应与这种对他人的承认相违背。一

些老师由于教条武断而扼杀儿童好奇心或批评精神,而不是

反复培养他们的好奇心或批评精神,他们这样做可能害多益

少。如果他们忘记应该为人师表,他们就很可能由于自己的

态度而永远削弱儿童向相异性开放的能力以及应付人与人

之间、群体之间、民族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的紧张关系的能

力。通过对话和各自阐述自己的理由进行争论,这是21世纪

教育所需要的一种手段。 

3.2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努力 

当人们为一些能使自己摆脱日常习惯、值得一做的项目

共同努力时,人与人之间的分歧甚至是冲突就会逐步减弱,

有时就消失了。从这些有助于人们超越个人陈规和突出共同

点而不是不同点的项目中,能产生出一种新的鉴别方式。例

如通过体育运动,不同社会阶级或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最

终在比赛和共同努力的幸福之中转化成团结互助关系的事

例是何等多啊！同样地,在工作中,假如某个共同的项目没有

超越上下级组织中通常存在的冲突,那么有许多事情就无法

成功了。因此,正规教育应在其计划中留出足够的时间和机

会,向青年人传授这类合作项目；要从幼儿开始,就在体育

或文化活动中,以及通过参加居住区的翻新、帮助处境最不

利的人、参加人道主义行动及两代人之间相互帮助活动等

社会活动,对儿童进行这种教育。其他教育组织和协会应接

替学校继续开展这项工作。另外,在学校日常生活中,老师

和儿童参加一些共同项目,可为传授某一解决冲突的方法,

并为儿童今后的生活提供参考标准提供机会,同时还能加

强师幼关系。 

4 学会生存——着重在交往思维 

学会生存是教育和学习的根本目标。学会生存,超越了

单纯的道德、伦理意义上的“做人”,而包括了适合个人和

社会需要的情感、精神、交际、亲和、合作、审美、体能、

想象、创造、独立判断、批评精神等方面相对全面而充分的

发展。委员会从它举行第一次会议开始就坚决地重申了一个

基本原则：教育应当促进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即身心、智力、

敏感性、审美意识、个人责任感、精神价值等方面的发展。

应该使每个人,尤其借助于青年时代所受的教育,能够形成

一种独立自主的、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意识,以及培养自己

的判断能力,以便由他自己确定在人生的各种不同的情况下

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学会生存》报告在序言中对世界因技术发展表示担

心。从那时起,社会发生的一切变革,特别是传播媒介能力的

巨大发展,加剧了上述担心,并使源于这种担心的必不可少

的做法更加合法。21世纪有可能使这些现象在更广的范围出

现。到那时候,问题就不再是培养儿童为某一特定的社会作好

准备,即不再是不断地向他们每个人提供有助于其理解周围

世界,并成为有责任感的和公正的参与者的力量与知识方面

的标准。教育的基本作用,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在于保证人人

享有他们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尽可能牢牢掌握自己的命

运,而需要的思想、判断、感情和想象方面的自由。这不只是

一种个人主义的迫切需要。因为最近的经验表明,那种从表面

上看只是个人面对束缚人的或被认为是敌对的制度的一种自

我保护方式的东西,有时也为社会提供最好的机会。个性的多

样性,自主性和首创精神,甚至是爱好挑战,这一切都是进行

创造和革新的保证。在减少暴力或同影响社会的各种祸害作

斗争方面,从实地经验中产生的新方法已显得很有效。 

在一个以社会和经济改革为主要动力的迅速变革的世

界里,可能更重视想象力和创造性；它们是人的自由的最明

显的表现,有可能受到某种个人行为准则规范化的威胁。21

世纪需要各种各样的才能和人格,而不只是需要杰出的个

人,当然这种人无论在何种文明中也都是很重要的。因此,

应该向青少年提供一切可能的美学、艺术、体育、科学、

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发现和实验机会,这将补充人们对以前

各代人或现代人在这些领域里的创造所作的吸引人的介

绍。许多国家重视功利而不重视文化的教育,艺术和诗歌应

该在学校里重新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提高想象力和创造性

的关注,还应导致进一步重视从儿童或成人的经历中得来

的口头文化和知识。 

因此,委员会完全赞成《学会生存》报告提出的原则：“发

展的目的在于使人日臻完善；使他的人格丰富多彩,表达方式

复杂多样；使他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家庭和社会的成员,

作为一个公民和生产者、技术发明者和有创造性的理想家,

来承担各种不同的责任。”人的这种发展从生到死是一个辩

证的过程,从认识自己开始,然后打开与他人的关系。从这种

意义上说,教育首先是一个内心的旅程,它的各个阶段与人

格不断成熟的各个阶段是一致的。因此,教育作为实现成功

的职业生活的一种手段,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过程,同时又

是一个建设相互影响的社会关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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