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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景 

1.1“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 

“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是当今

世界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和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是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七年来，“一带一路”倡议从愿

景到行动，从理念到共识，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全面深入发

展，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这次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各国

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威胁，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

击。在此背景下，坚持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具有深刻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1]。  

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

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

域经济合作新构架。“一带一路”的基本内涵在于，紧密结合经

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更好统筹国内国

际两个大局，更好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

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和有力抓手，扩大同

沿线各国的战略契合点和利益汇合点，有序推进陆海统筹、东西

互济的商品资源物流大通道建设，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地区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着力推动双多边经贸投资合作上水平、上台阶，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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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推动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投资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促

进区域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形成以“一带一路”为两翼、

以周边国家为基础、以沿线国家为重点、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

贸易区网络，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亚太自贸区奠定坚实基础

提供有利条件。“一带一路”的具体内涵特征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1）“一带一路”倡议是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最综合方案 

纵观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历程，我国立足基本国情、结合自

身发展阶段和要素资源禀赋条件，与时俱进地实施了一系列对外

开放战略。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实行的对外开放战略，既是统领

国家整体对外开放的最大战略，也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

本国策。在这一开放战略指引下，我国先后实行了进口替代战略、

出口导向战略和利用外资战略。在新世纪之交，我国又提出了实

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同时，紧紧

抓住加入 WTO 的契机，积极推动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接轨。国际

金融危机爆发后，为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更好适应经济

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在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的同时，把

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这些战略的提出与实

施，对于推动我国国内改革和发展、提高对外开放层次和水平发

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不仅突破

了这些战略的专一性和局限性，而且融合了这些战略的契合点和

交汇点，从而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统筹我国出口和进口、引

进来和走出去、全球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合作的最具综合性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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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开放战略。这将对我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推动形

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2）“一带一路”倡议是以经济合作为核心的跨领域方案 

始于 2000 多年前的古丝绸之路，既是通往沿线各国的商贸

之路，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之路，更是平等互利、合

作共赢之路。今天，我们重提新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并强

调它是一种经济行为，是推动欧亚非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是对

千年古丝绸文化与精神的传承与弘扬，不涉及政治、安全等领域，

这对于消除各方疑虑、加强相互合作、增强彼此战略互信应该说

比较有利。但不可否认的是，伴随着“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

地缘政治和安全溢出效应将会不断显现和强化，并可能会上升为

大国竞争博弈的焦点。就经济、政治和安全的关系而言，三者应

是相互交织、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这其中经济是基础，政治

是保障，安全是关键。这意味着在探讨和赋予“一带一路”内涵

时，既不能背离古丝绸之路所承载的商贸和人文精神，但也不能

仅仅局限于此，而忽视其应有的政治、安全内涵。换言之，“一

带一路”虽然是以经济合作为核心内容的，但绝非仅囿于经济领

域或排斥其他领域的合作，其基本内涵应当更具时代特征，且丰

富而多元，不仅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文化和人文领域；不仅涉

及政治和外交领域，也涉及安全乃至信息网络安全和生态安全领

域。 

（3）“一带一路”倡议是将陆、海两个各具特点的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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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融合的地缘空间战略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共同推动

欧亚非大陆与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相互连接的陆海一体化战

略，虽然它们被简称为“一带一路”，但两者却各具特征、各有

侧重。首先，从战略走向看，“一带”战略着眼从陆上加快向西

开放，经中亚、俄罗斯、中东欧、西亚延伸至欧洲。而中亚地区

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战略支点和陆上运输通道要塞。这条国际

大通道一旦全面建成，我国对欧洲的货物出口不仅可以降低运费、

缩短约三分之二的货运周期，而且可以有效减轻或纾解我国对外

海上运输的压力，其战略优势和价值尤为明显。而“一路”战略

主要着眼从海上由东向西开放，经东南亚、南亚至印度洋，进而

延伸至欧洲。这条大通道建设将注重深化与沿线各国和地区经贸

投资全面务实合作，加强港口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海上合作，推

动海洋经济伙伴关系深入发展。其次，从战略重点国家和地区看，

“一带”主要包括东北亚的俄罗斯和蒙古国以及中亚、西亚、中

东欧等国家和地区。在该战略走向上，由于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

水平较低，对外开放程度不高，其着力点似应突出“以政促经”，

即将政治关系优势和地缘毗邻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优势、持续发

展优势，共同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而“一路”沿线国家

主要包括东盟成员国及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

这些国家与我经贸合作基础相对扎实稳固，其着力点似应突出

“以经促政”，即将经济关系优势和周边毗邻优势转化为政治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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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不断深化优势、战略合作持续升级优势，共同打造周边命运共

同体，实现区域内经济、政治、安全有机融合、良性互动。第三，

从战略重点任务看，中亚地区是“一带”的重要战略支点。 

由于该地区与东西两端的亚太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都存在

较大落差，加上一些大国长期在该地区经营和博弈，短期内要推

动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务实合作并取得实质成效，难度可

能比预想的要大。现阶段，应优先考虑以推进铁路、公路、光缆、

石油天然气管道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重点，着力打通向西经济

走廊和陆上运输通道，积极推动双多边经贸投资及产业合作上规

模、上水平，逐步强化我对该地区的经济辐射力和影响力，为日

后深入开展双多边贸易投资协定谈判奠定基础。而东盟和南亚国

家是“一路”的重要战略支点，这些国家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和

新兴经济体，与我山水相连、边境毗邻，是我发展周边外交关系

的重中之重。现阶段，我国应立足东盟、着眼周边、辐射南亚，

力争在深化海洋经济合作、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方面取得新进

展。 

在发达经济体增长总体放缓、全球市场需求持续疲弱的大背

景下，东盟对我的战略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共同打造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应是当前“一带一路”建设的重中之重。

虽然东盟少数成员国与我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方面存在分歧

和争议，但随着这一升级版的成熟定型，东盟整体与我经济的互

补性、互利性和互依性讲会更加凸显，这将有助于消除或缓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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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对于南亚国家，应在积极推进中巴、孟中

印缅两大经济走廊建设的同时，择机推动开展中印、中国－斯里

兰卡自贸区可行性研究。 

1.2 “一带一路”教育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性 

2016 年教育部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通

知。其中详细论述了“一带一路”的教育使命、合作愿景、合作

原则、合作重点等。“开放发展”是引领我国未来五年乃至更长

时期发展的新发展理念之一。教育对外开放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时期已进入内涵发展、提升水平的

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

时指出，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

升教育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这为我们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

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2019 年 2 月 23日印发《中国教育现代

化 2035》，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

实。《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

才强国战略，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

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四个自信”，在党的坚强领导

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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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足基

本国情，遵循教育规律，坚持改革创新，以凝聚人心、完善人格、

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为工作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

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将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

教育的重要使命，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

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优先发展教育，大力推进教育理念、

体系、制度、内容、方法、治理现代化，着力提高教育质量，促

进教育公平，优化教育结构，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奋斗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中阐述了开创教育对外开放新格

局。全面提升国际交流合作水平，推动我国同其他国家学历学位

互认、标准互通、经验互鉴。扎实推进“一带一路”教育行动。

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多边组织的合作。提升中

外合作办学质量。优化出国留学服务。实施留学中国计划，建立

并完善来华留学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全面提升来华留学质量。推

进中外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建设，拓展人文交流领域，促进中外

民心相通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特色发展。

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海外国际学校。鼓励有条件的职业院校在海外

建设“鲁班工坊”。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深度参与国际教育

规则、标准、评价体系的研究制定。推进与国际组织及专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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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交流合作。健全对外教育援助机制
[2]
。 

今年 6 月，习近平主席向“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

会议发表书面致辞，强调“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坚持互利共

赢”，提出“把‘一带一路’打造成团结应对挑战的合作之路、

维护人民健康安全的健康之路、促进经济社会恢复的复苏之路、

释放发展潜力的增长之路”，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方向。各国都应认识到，无论是

应对疫情，还是恢复经济，各国命运紧密相连，人类是同舟共济

的命运共同体，需守望相助、结伴齐飞，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发挥重要作用，有效应对全球性危机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带一路”教育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性包括以下几点： 

有利于开展教育互联互通合作 

加强教育政策沟通。开展“一带一路”教育法律、政策协同

研究，构建沿线各国教育政策信息交流通报机制，为沿线各国政

府推进教育政策互通提供决策建议，为沿线各国学校和社会力量

开展教育合作交流提供政策咨询。积极签署双边、多边和次区域

教育合作框架协议，制定沿线各国教育合作交流国际公约，逐步

疏通教育合作交流政策性瓶颈，实现学分互认、学位互授联授，

协力推进教育共同体建设。 

助力教育合作渠道畅通。推进“一带一路”国家间签证便利

化，扩大教育领域合作交流，形成往来频繁、合作众多、交流活

跃、关系密切的携手发展局面。鼓励有合作基础、相同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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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目标的学校缔结姊妹关系，逐步深化拓展教育合作交流。

举办沿线国家校长论坛，推进学校间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务实合

作。支持高等学校依托学科优势专业，建立产学研用结合的国际

合作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共同应对经

济发展、资源利用、生态保护等沿线各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与机遇。

打造“一带一路”学术交流平台，吸引各国专家学者、青年学生

开展研究和学术交流。推进“一带一路”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促进沿线国家语言互通。研究构建语言互通协调机制，共同

开发语言互通开放课程，逐步将沿线国家语言课程纳入各国学校

教育课程体系。拓展政府间语言学习交换项目，联合培养、相互

培养高层次语言人才。发挥外国语院校人才培养优势，推进基础

教育多语种师资队伍建设和外语教育教学工作。扩大语言学习国

家公派留学人员规模，倡导沿线各国与中国院校合作在华开办本

国语言专业。支持更多社会力量助力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建设，

加强汉语教师和汉语教学志愿者队伍建设，全力满足沿线国家汉

语学习需求。 

推进沿线国家民心相通。鼓励沿线国家学者开展或合作开展

中国课题研究，增进沿线各国对中国发展模式、国家政策、教育

文化等各方面的理解。建设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与对象国合作

开展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领域研究。逐步将理解教育课程、

丝路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沿线各国中小学教育课程体系，加强青少

年对不同国家文化的理解。加强“丝绸之路”青少年交流，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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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文化体验、体育竞赛、创新创业活动

和新媒体社交等途径，增进不同国家青少年对其他国家文化的理

解。 

推动学历学位认证标准连通。推动落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亚太地区承认高等教育资历公约》，支持教科文组织建立世界

范围学历互认机制，实现区域内双边多边学历学位关联互认。呼

吁各国完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和认证机制，加快推进本国教育资

历框架开发，助力各国学习者在不同种类和不同阶段教育之间进

行转换，促进终身学习社会建设。共商共建区域性职业教育资历

框架，逐步实现就业市场的从业标准一体化。探索建立沿线各国

教师专业发展标准，促进教师流动。 

有利于开展人才培训合作 

实施“丝绸之路”留学推进计划。设立“丝绸之路”中国政

府奖学金，为沿线各国专项培养行业领军人才和优秀技能人才。

全面提升来华留学人才培养质量，把中国打造成为深受沿线各国

学子欢迎的留学目的地国。以国家公派留学为引领，推动更多中

国学生到沿线国家留学。坚持“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并重、公费

留学和自费留学并重、扩大规模和提高质量并重、依法管理和完

善服务并重、人才培养和发挥作用并重”，完善全链条的留学人

员管理服务体系，保障平安留学、健康留学、成功留学。 

实施“丝绸之路”合作办学推进计划。有条件的中国高等学

校开展境外办学要集中优势学科，选好合作契合点，做好前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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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工作，构建人才培养模式、运行管理模式、服务当地模式、公

共关系模式，使学校顺利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发挥政府引领、

行业主导作用，促进高等学校、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深化产教融

合。鼓励中国优质职业教育配合高铁、电信运营等行业企业走出

去，探索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合作办学，合作设立职业院校、培

训中心，合作开发教学资源和项目，开展多层次职业教育和培训，

培养当地急需的各类“一带一路”建设者。整合资源，积极推进

与沿线各国在青年就业培训等共同关心领域的务实合作。倡议沿

线国家之间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 

实施“丝绸之路”师资培训推进计划。开展“丝绸之路”教

师培训，加强先进教育经验交流，提升区域教育质量。加强“丝

绸之路”教师交流，推动沿线各国校长交流访问、教师及管理人

员交流研修，推进优质教育模式在沿线各国互学互鉴。大力推进

沿线各国优质教学仪器设备、教材课件和整体教学解决方案输出，

跟进教师培训工作，促进沿线各国教育资源和教学水平均衡发展。 

实施“丝绸之路”人才联合培养推进计划。推进沿线国家间

的研修访学活动。鼓励沿线各国高等学校在语言、交通运输、建

筑、医学、能源、环境工程、水利工程、生物科学、海洋科学、

生态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等沿线国家发展急需的专业领域联合培

养学生，推动联盟内或校际间教育资源共享。 

有利于共建思路合作机制 

加强“丝绸之路”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开展沿线国家双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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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商定“一带一路”教育合作交流总体布局，

协调推动沿线各国建立教育双边多边合作机制、教育质量保障协

作机制和跨境教育市场监管协作机制，统筹推进“一带一路”教

育共同行动。 

充分发挥国际合作平台作用。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东亚峰会、

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中阿

合作论坛、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中非合作论坛、中巴经济走廊、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等现有双边多边合作机制作

用，增加教育合作的新内涵。借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

力量，推动沿线各国围绕实现世界教育发展目标形成协作机制。

充分利用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中日韩大学交流合作促进委员

会、中阿大学校长论坛、中非高校 20+20 合作计划、中日大学校

长论坛、中韩大学校长论坛、中俄大学联盟等已有平台，开展务

实教育合作交流。支持在共同区域、有合作基础、具备相同专业

背景的学校组建联盟，不断延展教育务实合作平台。 

实施“丝绸之路”教育援助计划。发挥教育援助在“一带一

路”教育共同行动中的重要作用，逐步加大教育援助力度，重点

投资于人、援助于人、惠及于人。发挥教育援助在“南南合作”

中的重要作用，加大对沿线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支持力度。

统筹利用国家、教育系统和民间资源，为沿线国家培养培训教师、

学者和各类技能人才。积极开展优质教学仪器设备、整体教学方

案、配套师资培训一体化援助。加强中国教育培训中心和教育援



 

16 
 

外基地建设。倡议各国建立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化经费筹

措机制，通过国家资助、社会融资、民间捐赠等渠道，拓宽教育

经费来源，做大教育援助格局，实现教育共同发展。 

目前，中国已与 188 个国家和地区、46 个重要国际组织建立

了教育合作与交流关系，与 54 个国家签署了高等教育学历学位

互认协议。 

1.3 科学教育的重要性 

科学教育是培养科学技术人才、提高全民族科学素质的教育，

因而是学校教育的基本内容，也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它

是相对于历史上以语言、文法、理论等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教育而

言的。著名的科学哲学家贝尔纳认为，具有近代意义的科学教育

是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后才逐渐进入课堂的，最初是数学、天文、

地理学科，后来是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随着科学技术的不

断发展和 18-19 纪产业革命的推动，学科又有了进一步的明显区

分，最终形成了现在这样较为完整的科学教育体系。 

科学教育，向来是立德树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教育

是非科学人士的科学教学；科学教育领域包括科学内容，科学过

程，科学方法，社会科学以及教学法方面的工作。科学教育标准

为学生在整个 K-12 教育及以后的课程中发展理解提供了期望。

科学教育标准包括的传统主题是物理，生命，地球，空间和人文

科学。科学教育可以激发学生的好奇的天性和主动探究的能力、

培养学生各方面技能和认识能力、让学生在动手实践过程中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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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意识、培养学生合作及问题解决能力、重视人文软实力的培

养及发展批判性思维能力。在当今时代，科学教育更具有提升全

民科学素质、筑牢建设创新型国家根基的基础性作用。如今科学

与技术日新月异，正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因

为这样，每一位生活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时代的人，必须具有科

学素质。而小学科学教育，对从小激发和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和求

知欲、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实践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由此

而言，科学素质的培养必须从小抓起、从小抓好。 

科学教育，并不限于理论层面的教育。它所追求的目标不仅

仅是掌握科学知识，还要在宏大的自然与社会图景下，把科学知

识的学习寓于动手实践的过程之中，寓于科学与社会关系的情境

之中。新的课程标准强调，小学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和综合性都很

强的课程，课程把探究活动作为学生学习科学的重要方式，综合

运用不同领域的知识和方法理解自然现象和解决实际问题。这些

要求对学生的动手能力、科学思维、科学精神的提升是显而易见

的。学校和教师作为主力军，需要在教学理念和教学实践上做出

转变和创新尝试，推开小学科学教育的引导之门。而像高校、科

研院所、科普场馆等各类优质的科学教育机构，也应积极行动起

来，为保障科学课程实施创造条件，让小学科学教育的天窗直通

科学苍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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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 

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国际比较研究、

专家访谈、基于深度探究的迭代研究等方法。 

文献研究法 

通过文献研究，了解目前国际科学教育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

挑战，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学教育的现状及问题，进

而更好的为我国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学教育协同发展提

供建议。 

专家访谈法 

在课题进行初期，访谈了高校、一线教师等专家代表，以制

定本课题的研究目标、内容、方法等关键性问题，为后续研究奠

定基础。在课题进行中，访谈了企业、高校、一线科学教育教师，

深入了解我国科学教育的优势和挑战。 

基于深度探究的迭代方法 

为了深度理解和比较“一带一路”国家科学教育的差异，推

进“一带一路”国家科学教育的协同发展，采用了基于深度探究

的迭代方法。通过该方法旨在引导多回合、多层次的研究迭代，

提升比较探究的深度和高度，促进更有价值研究洞见的发现。 

国际比较研究方法 

教育科学的比较研究是对某类教育现象在不同时期、不同地

点、不同情况下的不同表现进行比较分析，以揭示教育的普遍规

律及其特殊表现，从而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本课题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科学教育的现状及需求从不同的维度进行了比

较研究。其中科学教育的现状包括政策和标准、课程和数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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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和成就、校外科学教育、新兴技术在科学教育中的应用进行

了比较研究，从中发现“一带一路”国家科学教育发展现状中的

共性和差异化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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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带一路”国家概况  

3.1 领土、人口及语言 

表 3-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本概况 

国家 

(按英文首字母排序) 

领土面积(万

平方公里) 

人口(万

人)(2019) 
民族数 宗教 语言 

阿尔及利亚 238.17 4220 4 伊斯兰教 
阿拉伯语，通

用法语 

埃及 100.14 10450 1 

伊斯兰

教，科普

特基督教 

阿拉伯语 

阿联酋 8.36 930 1 伊斯兰教 
阿拉伯语，英

语 

阿曼 30.95 455.9 1 伊斯兰教 
阿拉伯语，英

语 

爱沙尼亚 4.53 132.4 4 

基督教路

德宗、东

正教和天

主教 

爱沙尼亚语。

英语、俄语 

保加利亚 11.04 705 4 
东正教，

伊斯兰教 

保加利亚语，

土耳其语 

巴林 0.08 164.1 2 伊斯兰教 
阿拉伯语，英

语 

巴基斯坦 88.03 22500 4 

伊斯兰

教、基督

教、印度

教、锡克

教 

乌尔都语 

巴勒斯坦 0.62 1270 1 伊斯兰教 阿拉伯语 

菲律宾 29.97 19800 11 

天主教，

伊斯兰

教，独立

教和基督

教新教，

佛教，原

始宗教 

菲律宾语，英

语 

黑山 1.38 63万 1 东正教 黑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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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布提 2.32 100 2 

伊斯兰

教，基督

教 

索马里语，阿

尔法语，法

语，阿拉伯语 

科摩罗 0.22 80 5 

伊斯兰

教，逊尼

教派 

科摩罗语、法

语和阿拉伯语 

肯尼亚 58.26 5257.4 44 

基督教新

教，天主

教，伊斯

兰教，原

始宗教，

印度教 

斯瓦希里语，

英语 

卡塔尔 1.15 276 4 伊斯兰教 
阿拉伯语，英

语 

黎巴嫩 1.04 610 1 

伊斯兰

教，基督

教，东正

教，天主

教 

阿拉伯语，法

语，英语 

摩尔多瓦 3.38 355.09 5 东正教 
摩尔多瓦语，

俄语 

摩洛哥 45.9 3533 2 伊斯兰教 
阿拉伯语，法

语 

毛里塔尼亚 103.07 450 2 伊斯兰教 

阿拉伯语，法

语。哈桑语、

布拉尔语、索

宁克语和沃洛

夫语 

马来西亚 33.03 3240 3 

伊斯兰

教，佛

教，基督

教，印度

教 

马来语。汉

语，英语 

尼泊尔 14.72 2898 多民族 

印度教，

佛教，伊

斯兰教 

尼泊尔语，英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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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 121.91 5652 多民族 

基督教，

其余信仰

原始宗

教、伊斯

兰教、印

度教 

阿非利卡语和

英语 

塞尔维亚 8.84 704 1 东正教 塞尔维亚语 

苏丹 188.61 4078 1 伊斯兰教 
阿拉伯语，英

语 

索马里 63.76 1518 1 伊斯兰教 

索马里语和阿

拉伯语，通用

英语和意大利

语 

塞浦路斯 0.93 94.9 2 
东正教伊

斯兰教 

希腊语土耳其

语 

沙特阿拉伯 225 3255 1 伊斯兰教 阿拉伯语 

土耳其 78.36 8200 2 

伊斯兰

教，基督

教，犹太

教 

土耳其语 

突尼斯 16.36 1170 2 

伊斯兰

教，天主

教，犹太

教 

阿拉伯语，法

语 

希腊 13.2 1074 3 东正教 希腊语 

意大利 30.13 6040 2 天主教 

意大利语，法

语，德语和斯

洛文尼亚语 

印度 298 183,360 1 

印度教，

穆斯林，

基督教

的，锡克

教，佛教

徒，耆那

教，其他

宗教 

印地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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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 43.83 3931 5 

伊斯兰

教，基督

教 

阿拉伯语和库

尔德语 

也门 53.19 2916.2 1 伊斯兰教 阿拉伯语 

 

以上表格为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土面积、人口数

量、民族数量、宗教和语言的基本概况；根据以上信息读者能够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情况有基本的了解。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口与国土面积柱状图如下图所示， 

 
图 3-1 “一带一路”部分沿线国家人口量柱状图 

根据上图不难看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除中国外，巴

基斯坦、菲律宾、埃及三个国家人口为其他国家的一倍以上，其

中巴基斯坦的人口数量居于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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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一带一路”部分沿线国家领土面积柱状图 

根据上图所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阿尔及利亚、沙

特阿拉伯、苏丹、南非的国家领土面积较大，其他国家领土面积

较小。  

3.2 国内生产总值 

连续多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能够反映本国的经济变化和发展

状态，“一带一路”部分沿线国家 2012-2019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如下表所示， 

表 3-2. “一带一路”部分沿线国家 2012-201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亿美元) 

国家 

(按国家首

字母排序)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埃及 2,764 2,886 3,055 3,327 3,329 2,354 2,509 3,031 

阿联酋 3,734 3,901 4,031 3,581 3,570 3,826 4,222 4,211 

阿曼 767 789 808 689 668 726 793 770 

爱沙尼

亚 
230 251 262 225 233 259 307 313 

巴林 307 325 334 311 322 353 377 385 

保加利

亚 
539 558 567 502 532 568 662 679 

巴基斯

坦 
2,251 2,312 2,244 2,706 2,787 3,050 3,145 2,782 

菲律宾 2,501 2,718 2,846 2,928 3,049 3,136 3,468 2,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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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

亚 
2,144 3,233 3,381 2,964 2,965 3,145 3,585 3,647 

尼泊尔 192 192 200 214 211 245 292 306 

塞尔维

亚 
407 455 442 371 283 414 506 514 

沙特阿

拉伯 
7,110 7,466 7,563 6,543 6,450 6,838 7,865 7,930 

土耳其 7,889 9,506 9,342 8,598 8,637 8,511 7,713 7,544 

伊拉克 2,180 2,346 2,346 1,796 1,715 1,977 3,656 2,340 

也门 354 404 432 346 182 246 276  

 

 

图 3-3 “一带一路”部分沿线国家 2012-2019年 GDP柱状图 

根据“一带一路”部分沿线国家 2012-2019 年 GDP 柱状图显

示，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两国 GDP 相比较其他国家较高，土耳其

2012-2019 年的 GDP 成连续下降趋势；沙特阿拉伯 2012-2019 年

的 GDP 基本为增长趋势。菲律宾、马来西亚、埃及、阿联酋的

2012-2019 年的 GDP 相差不大，也基本处于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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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带一路”国家教育发展概况 

4.1 教育系统和政策 

教育系统亦称“教育体系”。为达到一定的教育目的，实现

一定的教育、教学功能的教育组织形式整体。作为一种有控制的

信息传递过程，包含人员、财物、信息、机构四个要素。 

从整体上可以划分为制度化教育与非制度化教育。具体可分

为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活动、教育媒体、教育

设施、教育环境、学生、教师、教学管理人员等要素。这些要素

相互独立、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构成有机整体。 

教育政策是一个政党和国家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教育发展

目标和任务，依据党和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基本任务、基本方

针而制定的关于教育的行动准则。 

教育政策的基本特征： 

（1）政治性和原则性 

政治性是教育政策的根本特征，直接反映制定政策的主体自

身的利益和要求。原则性是指教育政策的内容必须鲜明地体现政

党和国家利益的政治意图，它规定人们应做什么，不应做什么，

提倡或鼓励什么。 

（2）目的性和可行性 

教育政策是人们根据一定的需要而制定出来的，是人们主观

意识的体现和主动能动性的产物，具有明确的目的性。明确的目

的性是教育政策的基本特征，没有目的性的教育政策是不存在。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E4%BD%93%E7%B3%BB/78895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E7%9B%AE%E7%9A%84/33148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A1%E6%81%AF%E4%BC%A0%E9%80%92/823280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B6%E5%BA%A6%E5%8C%96%E6%95%99%E8%82%B2/2636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9E%E5%88%B6%E5%BA%A6%E5%8C%96%E6%95%99%E8%82%B2/691422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E7%9B%AE%E7%9A%84/33148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E5%86%85%E5%AE%B9/536783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E6%96%B9%E6%B3%95/853791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E6%B4%BB%E5%8A%A8/52822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E5%AA%92%E4%BD%93/899245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E8%AE%BE%E6%96%BD/1228544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E8%AE%BE%E6%96%BD/1228544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E7%8E%AF%E5%A2%83/12752876
https://wenwen.sogou.com/s/?w=%E6%95%99%E8%82%B2%E6%94%BF%E7%AD%96&ch=ww.xqy.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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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教育政策的目的性变成现实，就要同时考虑教育政策的可行

性。 

（3）稳定性和间断性 

教育政策一经制定公布，在其有效的时间、空间范围内相对

的保持不变。 

（4）合法性和权威性 

教育政策是党和国家依据宪法的授权，为实现人民的教育意

志而制定的教育准则。党和国家行为的合宪性决定了它们所颁布

的教育政策的合法性，以及由此而具有的权威性。 

（5）系统性和多功能性 

教育政策的系统性决定了教育政策所指引的行动必然要牵

扯到教育事业的各个方面，从而决定了教育政策的功能必定是多

方面的，而不是单一零散的。 

在中国和节选的部分“一带一路”国家中，教育体系一般包

括幼儿园/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高中非高

等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和成人教育。义务教育一般包括初

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具体年限为 8 至 13 年，平均义务教育年限

约为 10 年。在中国和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土耳其、沙特阿

拉伯、肯尼亚、菲律宾的义务教育期最长，为 12 年。克罗地亚

和塞尔维亚的义务教育时间最短，只有 8 年年。 

在免费教育方面，绝大多数“一带一路”国家的免费教育年

限比义务教育年限长。其中土耳其、阿联酋、爱沙尼亚、保加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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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突尼斯、波兰最长，为 16 年，克罗地亚最低，为 8 年。这

些国家的平均免费教育期约为 12 年。 

表 4-1. “一带一路”部分沿线国家教育系统和政策  

国家 法律框架保障的免

费教育总年限 

法律框架保障的

义务教育总年限 

土耳其 16 12 

阿联酋 16 10 

爱沙尼亚 16 9 

保加利亚 16 11 

突尼斯 16 9 

波兰 16 10 

斯洛文尼亚 13 9 

沙特阿拉伯 12 12 

塞尔维亚 12 8 

肯尼亚 12 12 

意大利 12 9 

菲律宾 12 12 

希腊 12 9 

塞浦路斯 12 12 

立陶宛 12 10 

马来西亚 11 11 

新加坡 11 11 

阿曼 10 10 

尼泊尔 10 10 

巴基斯坦 10 10 

利比亚 9 9 

南非 9 9 

黑山 9 9 

中国 9 9 

克罗地亚 8 8 

 

数据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 http://data.uis.unesco.org/ 

以下将“一带一路”参与国按照地域、政治及文化等方面分

为四个类型，每类选取一到两个代表国家介绍该国的教育系统和

政策。 

4.1.1 欧盟国家 

爱沙尼亚教育体系由四个层次组成：学前教育、基础教育、

http://data.uis.unesco.org/_x0005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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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 

学前教育：国家专门为 7 岁以下儿童提供学前教育课程，学

前教育不是强制性的。学前教育的重点是通过考虑到儿童的个性，

促进儿童的成长和发展来支持儿童的家庭
[3]
。 

基础教育阶段学习是强制性的，直到基础学校毕业或学生 17

岁。基础教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3 年级；第二阶段：

4-6 年级；第三阶段：7-9 年级。提供基础教育的学校遵循国家

课程。学习期包括至少 175 个教学日（35 周）和 4 次课间休息。

学校必须为服务区内的义务教育儿童提供住宿场所，家长可以通

过学校董事会影响学校的发展。 

高中的学习计划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高中毕业生必须成绩

合格地完成课程（至少包括 96 门单独课程），通过数学和外语

的国家考试，通过高中考试并完成学生的研究论文或实际工作。

毕业后，可以继续在高等教育机构学习或接受职业教育。 

在基础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学校的办学费用将由学校管理

者承担，在大多数情况下，学校管理者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有

权设立、重新安排和关闭普通教育学校。此外，他们还确保学校

出勤率的控制，安排学校交通和提供学校伙食。国家对学校的补

助金额是根据学生人数计算的。国家补贴用于支付教师工资、培

训和教科书费用。 

4.1.2 阿拉伯国家 

阿曼的教育是最重要的优先事项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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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国家阿拉伯教育办公室和阿拉伯教育、文化和科学组织等一

些国际和区域组织也在努力。阿拉伯国家致力于在教育中实现两

性平等，并在学习计划中引入现代学科，课程包括与和平、宽容、

儿童权利、人权、交通安全、环境等相关的概念和技能。阿曼的

公立学校系统经历了显著的发展和变化。基础教育分为两个周期：

在第一周期（1 至 4 年级），男女学生在同一个班级授课。这些

学校的工作人员都是女性。在第二周期（5 至 10 年级），这一级

别的男女学生分别在不同的学校授课。从一年级到八年级，有一

本包含综合理科（生物、化学和物理）的单一教科书。这些科目

由一位理科老师教。从 8-9 年级开始，理科分为生物、化学和物

理。基础教育后（11 至 12 年级）是指在第二轮基础教育结束后，

由男教师或女教师教学生的教育。学生们将科学作为独立的学科

学习，如物理、化学和生物学。如果学生的目标是在大学阶段主

修理科专业，他们可以选择学习所有三门或两门理科。所有公立

学校的教学语言都是阿拉伯语。完成 12 年级后，学生将获得普

通教育文凭证书。然后，根据他们的成绩，他们将遵循课后选项。

成绩好的学生可以保证在阿曼境内外的大学里有一席之地。分数

低的学生在阿曼不同的公共和私营部门找到有用的工作。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向公民提供男女免费的公共教育。公共教

育从幼儿园到高等教育。阿联酋还提供了一个私立教育系统，有

三种不同的模式提供，即国家私立学校、外国私立学校和外国社

区学校。国家公立学校由政府资助（公立学校只对公民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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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遵循联邦教育部的课程并使用其教科书。公立学校的官方教

学语言是阿拉伯语，强调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外国私立学校和外

国社区学校都是私立学校，其中许多都是国际认证的，收费标准

因课程而异。所有私立学校都在实施自己的课程和教科书，这些

课程和教科书应得到教育部的批准。幼儿园提供两年的男女混合

班教育，4 岁以下的儿童不收费。然而，包括第一周期和第二周

期在内的基本教育阶段对所有儿童都是义务教育。第 1 周期涵盖

1 至 5 年级的年级，第 2 周期涵盖 6 至 8 年级。普通学校、宗教

学校或应用技术学院提供中等教育。因此，在完成 10 年级学业

后，学生可以加入公共轨道或高级轨道，并将在完成 12 年级后

获得中学毕业证书。12 年级毕业考试后，按照国家课程在公立和

私立学校学习的学生必须通过阿联酋标准化考试（EmSAT），才

能加入大多数公立大学和学院。 

4.1.3 非洲国家 

南非教育系统可分为三个部门：幼儿发展、学校教育和毕业

后教育。有不同的政府部门负责这些。根据《南非宪法》（1996

年），每个人都有权接受基础教育，其中也包括成人基础教育和

继续教育，政府应通过合理措施提供和获得这些教育。 

表 4-2. 南非学校的等级、阶段、年级、年龄和科学科目 

等级 阶段 年级 年龄 科学课目 

通识教育培

训（GET） 
基础阶段 

R 5-6 岁 生活技能 

1 7 岁 生活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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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岁 生活技能 

3 9 岁 生活技能 

中间阶段 

4 10 岁 自然科学与技术 

5 11 岁 自然科学与技术 

6 12 岁 自然科学与技术 

高级阶段 

7 13 岁 自然科学 

8 14 岁 自然科学 

9 15 岁 自然科学 

继续教育和培训 (FET) 

10 16 岁 生命科学与物理科学 

11 17 岁 生命科学与物理科学 

12 18 岁 生命科学与物理科学 

4.1.4 东南亚国家 

马来西亚的教育体系采用 K+6+3+2+2 模式，学前教育一年，

七岁开始接受六年义务小学教育，然后接受三年初中教育，两年

高中教育（可以采取中等学历教育、技术学校教育、职业教育等

形式）教育或宗教中等教育。马来西亚的总体教育水平见表。 

表 4-3. 马来西亚的总体教育水平 

水平 年龄（岁） 

幼儿园 4-6 

小学（1-6年级） 6+到 11+ 

初中 12+至 14+ 

中学 15+至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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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学历教育  

中专教育  

职业教育  

宗教中等教育  

专上或大学预科 17岁以上（1年或 2年） 

入学/预科（1年）  

STAM或马来西亚宗教高级证书（1年）  

高等教育  

马来西亚有许多现行的教育政策。然而，有必要强调 1967 年

制定并于 1970 年实施的 60:40 政策。这项 60:40 的政策设想的

内容是，60%的马来西亚学生学习理科科目，剩下的 40%学习文科

科目。这项政策是一项旨在实现发达国家地位的长期计划，在发

达国家中，高级技能、知识渊博、具有竞争力和生产力的人才非

常需要人力资本。这些以高科技人才非常需要，因为他们能够满

足数字化时代的需求，而且理科毕业生能够更好地应对工业革命

4.0（IR 4.0）的挑战。 

文莱达鲁萨兰国目前的教育制度旨在教育儿童并开发其全

面潜力，使其成为虔诚的个体以及有活力和负责任的公民。国家

教育政策强调推动维持以马来语为主导的双语教育体系，其概要

如下: 

1. 确保通过适当的课程，将伊斯兰价值观和伊斯兰生活方

式纳入教育系统; 

2. 为文莱的每个孩子提供至少 12 年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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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所有学校提供共通课程及共通公开考试; 

4. 为文莱达鲁萨兰国的所有儿童提供机会，使他们在该国

的发展中发挥有益的作用; 

5. 根据国家不断变化的需求，为有能力和合格的人提供高

等教育; 

6. 向君主和国家灌输忠诚。 

教育系统遵循 7-3-2-2 的模式，在小学之前有一年的学前教

育。五岁开始上学。初等教育包括一年的学前教育，三年的初级

教育和三年的初级教育。学前教育的目的是通过通识教育，包括

阅读、写作和算术的基本技能，以及精神和道德教育，促进性格、

能力、兴趣和身体技能的发展。低一级的教育强调创造力和 3Rs

的发展，通过各种学习情况来加强这些技能，建立健全的道德和

精神价值，以及教贾维手书。马来语是学前教育和小学低年级的

教学语言。小学生从小学高年级开始接受双语教育，以马来语和

英语授课。除了马来语、体育和艺术，以及不久的历史，所有其

他科目从小学到六年级都是用英语教学的。 

中学教育持续 7 年，即 3 年的初中教育，2 年或 3 年的高中

教育(后者是为那些需要 3 年“O”水平课程，后来被称为“N”

水平课程的人而设)和 2 年的大专教育。在高中阶段，学生分为

科学、艺术、技术和 N 级。图 1 给出了文莱达鲁萨兰国教育体系

的结构。 

学校要么是公立的(政府资助的)，要么是私立的(也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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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的)。政府学校由两个部门管理，一个是教育部，另一个

是宗教事务局(宗教学校和阿拉伯学校)。私立学校不属于政府，

也不接受财政援助。但是这些学校被要求遵守政府的政策。在一

些民办学校，校长是由教育部任命的。该部还提供教学人员，特

别是马来语的教学，而伊斯兰教则由宗教事务部提供。大多数民

办学校从小学开始就开设课程。 

对科学的重视反映在 1978 年建立的 Maktab Sains Paduka 

Sen Begawan Sultan，旨在培养具有良好科学和数学基础的学生。

它的主要目标是为成绩优异的学生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让他们

充分发挥潜能。选择进入这所学校是基于初级教育证书(PCE)水

平考试的成绩，只有在所有考试科目中获得 5 或 4 个 A 的文莱学

生才会被录取。因此，这所学校形成了未来技术官僚的人才库，

他们将最终占据高等教育机构中科学和科学相关课程的位置，并

获得在国外学习此类课程的奖学金
[4]
。 

4.2 教育事业发展统计数据 

本节介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统计数据，包

括各个国家教师人数，学生人数，性别比例，升学率还有学校的

学科建设，学生就业情况等。 

政府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一个国家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以及全社会发展教育

的努力程度。 

根据收集到的数据，中国和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公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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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占 GDP 的平均值为 4.59%。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政

府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 4%的最低标准（教育 2030，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约有 1/2 的国家高于这一水平。 

表 4-4. “一带一路”部分沿线国家政府的教育支出占 GDP的百分比 (2018)  

国家 政府的教育支出占

GDP的百分比 (2018) 

突尼斯 6.20%（2016） 

南非 6.16% 

塞浦路斯 5.78%（2017） 

奥地利 5.36%（2017） 

肯尼亚 5.31% 

尼泊尔 5.1% 

爱沙尼亚 4.97% 

波兰 4.56%（2017） 

黑山 4.5%（2016） 

马来西亚 4.48% 

保加利亚 4.09% 

意大利 4.04%（2017） 

中国 4.04%（2019） 

斯洛文尼亚 3.94%（2017） 

克罗地亚 3.92%（2017） 

立陶宛 3.81%（2017） 

塞尔维亚 3.59% 

巴基斯坦 2.9%（2017） 

数据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 http://data.uis.unesco.org/ 

人均受教育年限是某一特定年龄段人群接受学历教育的年

限总和的平均数。学历教育指普通教育和成人学历教育，不包括

各种非学历培训。其中普通教育包括：普通小学、普通中等学校

(初中、高中）、中等职业学校（职业初中、职业高中）、中等专

业学校、技工学校、普通高等学校。用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新

增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 

中国和部分“一带一路”国家中，人均受教育年限最高的是

爱沙尼亚，为 14.05 年，最低的是巴基斯坦，为 5.02 年，列举

http://data.uis.unesc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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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平均人均受教育年限为 10.75年。 

表 4-5. “一带一路”部分沿线国家平均受教育年限1（2017） 

国家 人均受教育年限（2017） 

爱沙尼亚 14.05（2018） 

中国 13.6（2019） 

立陶宛 13.30 

波兰 13.18（2016） 

斯洛文尼亚 12.77 

阿联酋 12.55（2018） 

奥地利 12.18 

新加坡 11.62 

保加利亚 11.36 

塞尔维亚 11.16 

塞浦路斯 10.38 

马来西亚 10.37 

希腊 10.26（2016） 

沙特阿拉伯 10.23 

意大利 10.19（2015） 

南非 10.15 

阿曼 9.56（2015） 

菲律宾 8.45 

土耳其 8.28 

突尼斯 7.22（2016） 

巴基斯坦 5.02 

数据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 http://data.uis.unesco.org/ 

净入学率又称适龄人口入学率,它是指适龄在校学生人数与

适龄总人口数之比。要考虑在校生的年龄大小，只计算与分母相

同年龄段的学生人数。 

下表统计了在中国和部分“一带一路”国家中，小学净入学

率，其中小学净入学率最高的国家是黑山，为 99.99%，最低的国

家是苏丹，为 61.70%，各国平均值为 95.83%，其中约 80%的国家

高于平均值。 

 
1 人均受教育年限是某一特定年龄段人群接受学历教育的年限总和的平均数。学历教育指普通教育和成人

学历教育，不包括各种非学历培训。其中普通教育包括：普通小学、普通中等学校(初中、高中）、中等

职业学校（职业初中、职业高中）、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普通高等学校。用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

新增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 

http://data.uis.unesc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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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男性、女性净入学率方面，各国男女净入学率均无明显差

异。 

表 4-6. “一带一路”部分沿线国家政府的小学净入学率2（2017） 

数据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 http://data.uis.unesco.org/ 

以下将一带一路参与国按照地域、政治及文化等方面分为四

个类型，每类选取一到两个代表国家介绍该国的教育事业发展统

计数据。 

4.2.1 欧盟国家 

在 2019/2020 学年，爱沙尼亚总计 614 所幼儿园向 66330 名

 
2 净入学率又称适龄人口入学率,它是指适龄在校学生人数与适龄总人口数之比。要考虑在校生的年龄大

小，只计算与分母相同年龄段的学生人数。 

 小学净入学率(女性) 小学净入学率(男性) 小学净入学率 

黑山 98.54% 100% 99.99% 

中国 99.91% 99.96% 99.94% 

立陶宛 100% 99.65% 99.82% 

新加坡 100% 99.73% 99.80% 

斯洛文尼亚 95.72% 99.55% 99.77% 

马来西亚 100% 99.31% 99.65% 

塞浦路斯 99.18% 99.66% 99.42% 

突尼斯 100% 98.05% 98.99% 

阿联酋 97.46% 100% 98.74% 

希腊 98.77% 98.38% 98.57% 

克罗地亚 100% 96.85% 98.38% 

塞尔维亚 98.07% 98.24% 98.16% 

沙特阿拉伯 97.37% 98.91% 98.15% 

爱沙尼亚 97.97% 97.72% 97.84% 

波兰 98.18% 97.52% 97.84% 

阿曼 100% 94.60% 97.19% 

意大利 96.68% 97.01% 96.85% 

尼泊尔 92.62% 100% 96.30% 

菲律宾 95.90% 96.48% 96.20% 

土耳其 94.74% 95.33% 95.04% 

南非 89.93% 88.17% 88.99% 

保加利亚 86.78% 86.61% 86.70% 

苏丹 61.02% 62.36% 61.70% 

http://data.uis.unesc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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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提供学前教育。在这些幼儿园工作的教师人数为 6654 人，

其中只有 4 人是男性。同时，在 516所学校提供了普通教育。其

中包括 53 所小学、306 所基础学校和 157 所高中。在过去 15 年

中，普通教育学生的数量在 173822 到 134975 之间变化，

2005/2006 学年最高，2012/2013 学年最低。从 2005/2006 年到

2012/2013 年，学生人数有所减少，但之后又在增加。小学毕业

后，69%的学生继续在高中学习，27%的学生在职业学校学习，4%

的学生不继续学习。 

2019/2020 学年，在小学、基础学校和高中任教的教师人数

为 15822 人。1-3 年级 6222 人，4-6 年级 10367 人，7-9 年级

9574人，10-12年级 4421人（一名教师可以在多个年级组授课）。

总的来说，在爱沙尼亚，女教师占大多数（约占 85%）。 

爱沙尼亚教师年龄较大，30 岁以下的占 8.4%，30-39 岁占

16.5%，40-49岁占 24.2%，50-59岁占 29.6%，60岁以上占 21.3%。

这一问题尤其在科学和数学学科中非常重要，因为每五名数学、

化学、地理和生物教师中有一名的年龄至少为 60 岁，每四名物

理教师中有一名的年龄至少为 60 岁
[5]
。 

高中毕业后，62%的学生继续在高等院校学习，10%继续在职

业教育学校学习。在爱沙尼亚，36所院校（包括公立和私立大学、

公立和私立职业学校、公立和私立专业高等教育机构）提供高等

教育。在过去 15 年中，开始高等教育一级学习的学生人数有所

减少，2007/2008 年为最高，共有 15297 名学生开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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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年最低，共有 8694 名学生开始学习。然而，开始攻读

硕士学位的学生人数略有增加（从 2006/2007 年的 3499 人增加

到 2019/2020 年的 4346 人）。辍学是高等学校的一个严重问题，

约有 42%的学生辍学。在计算机科学、技术和自然科学领域，辍

学率尤其高。 

在 2019/2020 学年，37 所学校提供了职业教育。在过去 15

年中，职业教育的学生人数也略有下降，2009/2010 年为最高，

学生总数为 28363人；2018/2019年最低，学生总数为 23387人。 

4.2.2 阿拉伯国家 

在 2016/17 及 2017/18 阿曼的学前教育报告中，我们发现

2017/18 学年的入学率由上年的 52.30%下降至 50.20%。净入学

率从同期的 44%下降到 42%。男女入学率没有显著差异。幼儿园

由 2017/18 年度的 265 所增至 327 所，较上年增长 23.40%。阿

曼共有 1125 所公立学校（第一周期 276 所；第二周期 273 所；

继续教育 462 所；10-12 年级 89 所；11-12 年级 25 所），学生

579024 人；私立学校 309 所，学生 56040 人。2017/18学年，男

生总数为 291068人，女生为 287956 人。公立学校的平均班级规

模约为 27 名学生。第一周期的教师人数为 13765 人，第二周期

为 14257 人，继续教育学校为 22036人，年级（10-12）为 5000

人，年级（11、12）为 1327 人。这意味着男教师 1862 人，占

32.40%；女教师 38125 人，占 67.60%。其中，1742 人是阿曼教

师，5849 人是非阿曼人。2010/11 年度的辍学率为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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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2 年度为 0.7%，2012/13 年度为 1.1%。2013-2011 年级

女生的退学率高于女生。据国家统计和信息中心（2013年）报告，

95146 名学生在国内外不同的高等教育机构（HEI）学习。男性占

45.3%，女性占 54.7%。在国内不同高等教育机构学习的学生人数

为 87615 人，其中 38899 人（44.4%）在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学习

[6]
。 

4.2.3 非洲国家 

表 4-7. 2019年南非学生、教师和学校数量 

 公立 私立 总计 

学生 12 408 755 632 443 13 041 198 

教师 407 001 37 856 444 857 

学校 23 076 1 922 24 988 

南非的教育后教育部门包括公立和私立机构，通过学院和各

种各样的大学专注于职业培训。南非每 10 万人的高等教育入学

率目前为 1901人，超过了撒哈拉以南非洲 765人的平均水平
[7]
。 

4.2.4 东南亚国家 

马来西亚实际教育总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百分比，教育规划

及研究部（2019 年）的数据显示，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

马来西亚政府的相应支出连续三年分别为 16.92%、21.25%和

19.03%。同时，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经常性教育支出占薪

酬（如教育部教职工薪酬）的百分比分别为 81.51%、67.94%和

70.80%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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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教育部教育规划与研究发展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截

至 2019 年 1 月 1 日，共有 10208 所学校，其中 7772 所为小学，

其余 2436 所为中学（ERRD，2019 年）。同时，共有 6152 所学前

班，其中大部分是小学附设的。 

在学生入学率方面，小学男生 1398201人，女生 1328560人，

说明小学男生较多。然而，在中学里，有 999074名男生和 1008422

名女生，这表明女生人数多于男生。这表明，女性完成小学教育

后继续接受中等教育的比率高于男性。在教师人数方面，如表所

示，在学前、小学、中学，女教师多于男教师。 

表 4-8. 马来西亚学校数量、学生入学人数和教师 

  学生入学 教师人数 

 学校 男性 女性 总计 男性 女性 总计 

学前

教育 
6,152 103,628 101,572 205,200 1,091 8,220 9,311 

初级 7,772 1,398,201 1,328,560 2,726,761 70,025 167,292 237,317 

次要 2,436 999,074 1,008,422 2,007,496 53,717 128,870 182,587 

总计 10,208 2,397,275 236,982 4,734,257 123,742 296,162 419,904 

注：本数据仅包括教育部的学校，总数不包括学前教育。 

4.3 主要教育研究机构及国际合作 

本节将一带一路参与国按照地域、政治及文化等方面分为四

个类型，每类选取一到两个代表国家介绍该国的主要教育研究机

构及国家合作情况。 

表 4-9. “一带一路”国家主要教育研究机构及国际合作 
国家 主要教育研究机构 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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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 爱沙尼亚教育和研究部 PISA、TALIS、PIAAC、ICCS，关于数字学习

资源使用的研究，关于学习者个人学习路

径的研究，关于在学校实施反欺凌计划的

效果的研究，以及关于青年工作满意度的

调查等 

希腊 教育和宗教事务部研究和

技术总秘书处（GSRT） 

“雅典娜”ICT和知识技术研究与创新中心 

研究与技术中心（CERTH）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国家社会研究中心 

土耳其 土耳其的教育研究主要在

大学进行，由一些政府、私

人和国际组织资助。 

教育部已经开始资助和参与一些不同的研

究项目，例如教育内容网络（EBA） 

马来西亚 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 基础研究资助计划（FRGS） 

跨学科研究资助计划（TRGS） 

长期研究资助计划（LRGS） 

意大利 教育部门 

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 

创新和具有挑战性的项目（即 PRIN、SIR、

H2020、Erasmus+等） 

突尼斯 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部

（MHESR） 

2015 年，突尼斯与加拿大一家非营利研究

和培训组织（Mitacs）签署了一项合作协

议，通过 Mitacs Globalink计划，促进两

国之间的研究合作和学生流动。 

2009 年开始的伊拉斯谟 -蒙杜斯计划

（Erasmus Mundus program）与许多欧盟

大学以及一所英国大学展开合作，该计划

旨在通过流动性和学术合作，提高高等教

育质量，促进人与文化之间的对话与理解。 

2014 年，伊拉斯谟+计划被取代。地平线

2020计划（H2020）和 MOBIDOC Post doc 

H2020 大学也是由欧洲研究与创新联盟资

助的国际项目 

埃及 开罗美国大学（AUC）的社

会研究中心（SRC） 

 

2018年，教育部与开罗美国大学（AUC）的

社会研究中心（SRC）合作开发了研究和文

献项目（RDP），通过扎根的研究，研究这

些快速改革和记录埃及教育的历史变化。

这种合作关系为独立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

机会，使他们能够与教育部合作，在这个巨

大变革、挑战和教育创新的时代，收集证

据。 

 

 

4.3.1 欧盟国家 

爱沙尼亚教育和研究部旨在支持以科学为基础的政策制定，

因此，该部不断分析、研究和评估教育状况。此外，教育部还命

令来自大学的专家和研究人员进行研究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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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研究部为研究项目制定年度计划，包括其管辖范围内

的项目、更广泛的国家项目和国际项目。2020 年的计划包括参与

几项国际研究，如 PISA、TALIS、PIAAC、ICCS，关于数字学习资

源使用的研究，关于学习者个人学习路径的研究，关于在学校实

施反欺凌计划的效果的研究，以及关于青年工作满意度的调查。 

此外，爱沙尼亚研究理事会旨在支持爱沙尼亚的研究和创新。

爱沙尼亚研究理事会提供研究和流动补助金，以促进高级别研究

项目，加强爱沙尼亚研究和发展的国际竞争力；促进政府、企业

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促进研究和流动的国际化支持下一代研

究人员。此外，大学的研究人员也在不断地为教育研究寻找国际

项目资金。 

4.3.2 阿拉伯国家 

阿曼教育部与国际研究机构合作进行了几项研究，目的是查

明教育系统的优势和弱点。以下是最著名的研究之一：“阿曼教

育：质量驱动”，2012 年与世界银行合作进行。2013 年，教育

部与新西兰教育研究协会合作，开展了题为“阿曼 1-12 年级教

育体系评估”的广泛研究。这两项研究最后提出了若干建议和建

议，教育部从中受益，以此作为实现教育质量的起点。教育部还

开始起草教育政策发展总框架文件及其实施计划。此外，科学教

育研究人员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其他阿拉伯国家

的同行开展了多个合作研究项目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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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非洲国家 

在研究方面，一个重要的政府机构是国家研究基金会（NRF），

该机构的目的是支持和资助研究活动。除了管理资金和奖学金机

会外，国家研究基金会还为南非科学家建立了评级系统。此外，

隶属于国家科学技术部的人文科学研究委员会（HSRC）也在南非

和该地区开展并支持大量研究。 

国际合作是通过政府部门和大学等机构单独进行的。此外，

南非也是金砖国家集团的一部分，因此也与巴西、俄罗斯、印度

和中国密切合作。此外，弱势商业企业还与中国、日本、韩国和

美国等其他国家的许多国际机构和类似部门有联系。由于英语是

南非主要的学术和行政语言，南非的大学也倾向于与英语国家建

立联系。 

4.3.4 东南亚国家 

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提供了广泛的竞争性研究资助，教育部

和高等教育部的讲师可以申请。其中一项研究资助是基础研究资

助计划（FRGS），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知识发展而产生新的理论、

概念或想法，在两年或三年内进行。申请人必须确保这些提案符

合 9 个国家优先领域之一：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种植作物；网

络安全；水安全；生物多样性；医疗保健和医药；环境和气候变

化；以及交通和流动性。此外，还有一项跨学科研究资助计划

（TRGS），该计划可能具有基础性或探索性，但它有助于在 9 个

国家优先领域内产生新的理论、概念或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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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项长期研究资助计划（LRGS），这是一项基础

性研究，涉及范围更广，时间较长，需要高度投入。LRGS 必须能

够产生理论、新思想和创新创造，以发展前沿知识的战略利基；

加强卓越和扩大知识，特别是在前沿领域，特别是已确定的利基

领域；并为马来西亚的战略议程作出贡献。此外，LRGS促进校际

研究，因为在一个成功的项目中至少有 3 个项目负责人，而且该

研究项目必须至少有马来西亚 3 所大学参与，项目是跨学科性质

的。 

研究经费亦以原型研究资助计划（PRGS）的形式给予讲师。

PRGS 旨在鼓励开发需求驱动的原型，以满足行业和整个社会的

需求。原型的开发缩小了科学发现和商业化之间的差距。珠江三

角洲可能涉及大学之间或大学之间的合作，以及大学与行业（或

私人机构）之间的合作。 

为了鼓励国际合作，有一个配套的研究资助计划。例如，在

苏丹伊德里斯教育大学，匹配研究补助金计划旨在促进教育大学

与研究型大学、公立大学或私立大学、行业或国家和/或国际机

构之间的研究合作。这种合作旨在促进新思想和创新发明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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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带一路”国家科学教育发展现状 

5.1 科学教育评价及成就现状 

科学素养一般指的是对关键科学概念的认识和对科学过程

的理解，这包括科学在文化、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上的应用
[11]

。

目前，科学素养问题在教育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在现在的学校教

育中，已经逐渐倾向于让学生通过探究性学习而不是记忆事实来

学习，这也意味着理解科学的过程和科学概念的应用是当前教育

的中心目标之一。随着核心素养理念的提出和不断深化，世界各

国对科学素养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强，如何科学合理测评学生的科

学素养是科学教育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而当下国际上较为权威

的科学素养测评项目则相应地为我们提供了评价各个国家科学

教育现状及学生科学素养的可靠依据。 

当前，在国际上影响较大且设计较为完善的学生科学素养测

评项目主要有两个：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 OECD）的国际学生评价项目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简称 PISA）。 

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简称 IEA）

组织的国际数学和科学成就趋势研究（ The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简称 TIMSS）。 

其中，PISA 主要对 15 岁学生的阅读、科学以及数学三大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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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进行评估，每三年举行一次；TIMSS 则分别对四、八年级学生

的科学素养与数学素养进行评估，每四年举行一次。 

（1）PISA 

最近的一次 PISA测试于 2018 年进行，并于 2019 年 12 月发

布测评结果。在参与 PISA 2018测评的总共 79个国家或区域中，

“一带一路”国家占据了 49 个，分别是：摩洛哥、韩国、新加

坡、马来西亚、文莱、阿联酋、土耳其、卡塔尔、沙特阿拉伯、

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塞浦路斯、俄罗斯、奥地利、希腊、波兰、塞尔维亚、捷克、保

加利亚、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黑山、爱沙

尼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北马其顿（原马其顿）、

罗马尼亚、拉脱维亚、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马耳他、

葡萄牙、意大利、卢森堡、新西兰、智利、乌拉圭、秘鲁、哥斯

达黎加、巴拿马、多米尼加。 

经整理，上述 49 个国家在 PISA 2018 中的科学项目测评得

分如图所示。其中，横轴代表该国的平均得分，纵轴代表其得分

的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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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在科学素养的平均得分上，新加坡处于领先地位，

而菲律宾则相对落后于其他国家；在得分的离散程度上，摩洛哥

学生的科学素养水平总体上较为接近，而马耳他学生的科学素养

水平的分布则相对不均匀。 

（2）TIMSS 

最近的一次 TIMSS 测试于 2019 年进行，预计将于 2020 年

12 月发布测评结果。因此，这里将参考上一次测评也即 TIMSS 

2015 的结果。TIMSS 测评分别面向四年级学生和八年级学生进行，

在参与四年级学生测评的总共 47 个国家中，属于“一带一路”

国家的有 29 个，分别是：摩洛哥、韩国、新加坡、阿联酋、科

威特、土耳其、卡塔尔、阿曼、沙特阿拉伯、巴林、伊朗、格鲁

吉亚、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塞浦路斯、俄罗斯、波兰、塞

尔维亚、捷克、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立陶宛、斯洛

文尼亚、匈牙利、葡萄牙、意大利、新西兰、智利；而在参与八

年级学生测评的总共 39 个国家中，属于“一带一路”国家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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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个，分别是：南非、摩洛哥、埃及、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

阿联酋、科威特、土耳其、卡塔尔、阿曼、黎巴嫩、沙特阿拉伯、

巴林、伊朗、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泰国、俄罗斯、立陶宛、

斯洛文尼亚、匈牙利、马耳他、意大利、新西兰、智利。 

经整理，上述国家在 TIMSS 2015 科学素养测评项目中四年

级和八年级的得分分别如图所示。其中，横轴代表该国的平均得

分，纵轴代表其样本平均分的标准差。 

 

如图所示，在 TIMSS 2015 面向四年级学生的科学素养测评

中，新加坡和韩国的平均得分十分接近，均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

而得分最低的国家是科威特，摩洛哥则位列倒数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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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看出，在 TIMSS 2015 面向八年级学生的科学素

养测评中，平均得分处于第一名的新加坡略微和处于第二名的韩

国拉开了差距，而得分最低的三个国家均地处非洲，分别是南非、

埃及以及摩洛哥。 

（3）科学测评对比 

在参与 PISA 2018测评的“一带一路”国家中，科学得分平

均分最高的五个国家依次是新加坡、爱沙尼亚、韩国、波兰、新

西兰，科学得分平均分最低的五个国家依次是多米尼加、菲律宾、

巴拿马、摩洛哥、格鲁吉亚。而在参与 TIMSS 2015 测评的“一

带一路”国家中，四年级学生科学得分平均分高于 550分的国家

依次是新加坡、韩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科学得分平均分低

于 400 分的国家依次是科威特、摩洛哥、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

亚；八年级学生科学得分平均分高于 550 分的国家依次是新加坡、

韩国、斯洛文尼亚，科学得分平均分低于 400 分的国家依次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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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埃及、摩洛哥、沙特阿拉伯、黎巴嫩。 

表 5-1. “一带一路”国家的 PISA 2018科学得分 

科学得分前十名 科学得分后十名 

国家 平均分 PISA排名 国家 平均分 PISA 排名 

新加坡 551 2/78 阿塞拜疆 398 67/78 

爱沙尼亚 530 4/78 波黑 398 67/78 

韩国 519 7/78 哈萨克斯坦 397 69/78 

波兰 511 11/78 印度尼西亚 396 70/78 

新西兰 508 12/78 沙特阿拉伯 386 71/78 

斯洛文尼亚 507 13/78 格鲁吉亚 383 73/78 

捷克 497 21/78 摩洛哥 377 74/78 

葡萄牙 492 26/78 巴拿马 365 76/78 

奥地利 490 28/78 菲律宾 357 77/78 

拉脱维亚 487 29/78 多米尼加 336 78/78 

PISA 2018 科学成绩平均分前十名中，除中国、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和中国台北外，“一带一路”国家占三席，分别是排名

第二的新加坡、排名第四的爱沙尼亚以及排名第七的韩国，而在

倒数前十名中，“一带一路”国家占据八席，分别是哈萨克斯坦、

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格鲁吉亚、摩洛哥、巴拿马、菲律宾

和多米尼加。以上也是“一带一路”国家在 PISA 科学成绩的一

个缩影，从所有参与 PISA 2018科学测试的国家/地区排名来看，

“一带一路”国家呈两极分化的情况，且大部分位于落后的一极，

在排名倒数 50%的 39 个国家中，有 32 个属于“一带一路”国家，

占比约 82%。 

和 PISA 类似，除中国香港和中国台北外，TIMSS 2015四年

级学生科学成绩平均分前十名中“一带一路”国家占五席，分别

是排名第一的新加坡、排名第二的韩国、排名第四的俄罗斯、排

名第八的哈萨克斯坦以及排名第九的波兰；八年级学生科学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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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分前十名中“一带一路”国家同样占五席，分别是排名第一

的新加坡、排名第四的韩国、排名第五的斯洛文尼亚、排名第七

的俄罗斯以及排名第九的哈萨克斯坦。在针对四年级学生的

TIMSS 科学测试中，倒数前十名均为“一带一路”国家；而在八

年级学生科学成绩的倒数前十名中，“一带一路”国家则占据八

席。从所有参与 TIMSS 2015 科学测试的国家/地区排名来看，

“一带一路”国家大部分仍处于较为落后的位置，在四年级学生

成绩排名倒数 50%的 24 个国家中，有 18 个属于“一带一路”国

家，占比 75%；在八年级学生成绩排名倒数 50%的 20 个国家中，

有 18 个属于“一带一路”国家，占比 90%。 

表 5-2. “一带一路”国家的 TIMSS 2015科学得分 

四年级学生 

科学得分前十名 科学得分后十名 

国家 平均分 TIMSS排名 国家 平均分 TIMSS 排名 

新加坡 590 1/47 巴林 459 38/47 

韩国 589 2/47 阿联酋 451 39/47 

俄罗斯 567 4/47 格鲁吉亚 451 39/47 

哈萨克斯坦 550 8/47 卡塔尔 436 41/47 

波兰 547 9/47 阿曼 431 42/47 

斯洛文尼亚 543 11/47 伊朗 421 43/47 

匈牙利 542 12/47 印度尼西亚 397 44/47 

保加利亚 536 16/47 沙特阿拉伯 390 45/47 

捷克 534 17/47 摩洛哥 352 46/47 

克罗地亚 533 18/47 科威特 337 47/47 

 

八年级学生 

科学得分前十名 科学得分后十名 

国家 平均分 TIMSS排名 国家 平均分 TIMSS 排名 

新加坡 597 1/39 伊朗&泰国 456 27/39 

韩国 556 4/39 阿曼 455 29/39 

斯洛文尼亚 551 5/39 智利 454 30/39 

俄罗斯 544 7/39 格鲁吉亚 443 31/39 

哈萨克斯坦 533 9/39 科威特 411 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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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 527 12/39 黎巴嫩 398 34/39 

立陶宛 519 15/39 沙特阿拉伯 396 35/39 

新西兰 513 16/39 摩洛哥 393 36/39 

意大利 499 20/39 埃及 371 38/39 

土耳其 493 21/39 南非 358 39/39 

 

从分布上看，无论是 PISA 2018 还是 TIMSS 2015 的测评结

果，均表明经济、政治、文化较为稳定的“一带一路”国家学生

科学表现更优，这一点在发达国家上得到明显的体现。相反，无

论是经济、政治、文化任一方面存在较大矛盾或障碍，相应国家

的中小学生科学表现也会受到影响，侧面反映了其科学教育水平

的不足，除经济水平较落后的国家外，比较典型的案例是作为石

油资源出口国的沙特阿拉伯，虽然其人均 GDP 和生活质量均比较

高，但其工业化水平却不够发达，科技和军工产品均依赖进口，

长板和短板都十分突出，这也说明了经济并非是制约一个国家科

学教育发展的唯一关键因素。 

5.2 科学教育政策和标准  

5.2.1 科学教育政策和标准的重要性 

科学教育是一种以传授基本科学知识为手段，以素质教育为

依托，体验科学思维方法和科学探究方法，培养科学精神与科学

态度，建立完整的科学知识观与价值观,进行科研基础能力训练

和科学技术应用的教育。科学教育是以全体青少年为主体，以学

校教育为主阵地，以自然科学学科教育为主要内容，并涉及技术、

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文化学、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整体教育，

以期使青少年掌握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学会科学方



 

55 
 

法，体验科学探究，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把握科学本质，

养成科学精神，全面培养和提高科学素养；并通过培养具有科学

素养的合格公民，发展社会生产力，改良社会文化，让科学精神

和人文精神在现代文明中交融贯通。因此，科学教育的对国家教

育事业具有深远的影响，不同国家对本国科学教育的发展政策不

尽相同，良好的科学教育政策能够约束教育行业的发展方向，引

导教育从业者的研究方法，驱动教育市场适应教育环境。 

以我国为例，我国的科学教育事业从建国初期就开始了，从

建国初期的艰苦教育形态到当今教育领域一片欣欣向荣，部分教

育科学技术与理念发展早已走到世界前列。我国对于科学教育是

非常重视的，在早先的发展时期，从“两弹一星”到中国载人航

天，从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到中国空间站的建设，科学教

育为我国的各方面人才积累创造了友好的环境，为国家中长期发

展战略的实施奠定了强有力的人才基础。我国科学教育的实施离

不开国家教育政策的出台，2017 年 2 月教育部发布了《义务教

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将小学科学课程的开设时间从三年级调

整到小学一年级之后。2019 年 11 月教育部又出台了《关于加强

和改进中小学实验教学的意见》,要求中小学校要针对不同学段

教学要求精心设计实验教学内容,组织开展好基础性实验和拓展

性实验(含探究性实验、创新性实验、综合性实验等)
[12]

。 

随着国家的快速发展与进步,以知识输出为主的教育逐步发

展为全面素质培养。北京、上海、河南、浙江等地正在逐步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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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科学课程,其重要培养目标就是通过科学这一综合性、跨学

科的课程,培养具有综合全面素质的现代学生。在国家推动科学

教育进程上，加强中小学科学教育作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

内容与重要举措。切实加强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提高未成年人

的科学素质，是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

求，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大力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与

重要举措，是建设创新型省份、培养“创新创业创优”新一代科

学教育工作者的基础性工作。各级教育、科技行政部门与科协组

织和广大中小学要从提高全民族科学素质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

加强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

感，切实把加强中小学科学教育作为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

动计划纲要》的重点任务，作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

加强领导和规划，集成力量和资源，创新方式和方法，务求普惠

广大青少年学生，增强推进素质教育的实效
[13]

。 

随着科学教育政策的出台，以及日益增长的需求和逐步纳入

评价考核的趋势,科学教育无论是从国内外环境、政策来看,都是

未来国家教育事业长期发展的学科,同时，在“一带一路”教育

利好政策的推动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也会有着

长足的进步与发展，也将带动沿线国家科学教育的深入合作与交

流。 

5.2.2 科学教育政策和标准的现状及问题 

科学教育的政策对国家科学教育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上



 

57 
 

作用，能够有效促进提升学生科学素养，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按

PISA 的排名和已有的资料对优秀科学教育政策的国家排名的

TOP10： 

表 5-3. “一带一路”国家中优秀科学教育政策 TOP10 

TOP 国家 政策 政策解析 

10 新加坡 1. 探究式教学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学习科学的

基本概念、原理和理论，培养科学探究所必需的

科学过程技能和态度。科学教师已经在他们的课

程中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教学策略。 

2. 为进一步强调科学的研究性学习，教师可以

在这些策略中纳入问题、证据、解释、联系以及

交流，为学生提供指导性（部分）和开放式（全

面）探究的体验。 

3. 为适应基础科学专业学生的学习风格，教师

应通过动手学习，从具体到抽象，实施探究式教

学。实际的学习经验也应该放在现实的环境中，

学生就可与自己的生活和生活环境建立联系。这

种方式，学生们对他们所学的东西变得投入和兴

奋，更有学习的动力。 

4. 教师也被鼓励使用各种策略来促进探究过

程。帮助教师计划和提供课程，让学生参与有意

义的学习体验，培养他们对科学的兴趣和好奇

心。 

在科学教育中强

调探究性学习；

并且在探究中提

升沟通交流的能

力。 

 

9 日本 亲近自然，运用理科的看法与想法，进行有预测

地观察、实验等，培养科学地解决与自然事物及

现象相关问题的资质与能力： 

1.理解自然事物与现象，培养观察、实验等基本

技能； 

2.通过观察、实验，培养探究和问题解决能力； 

3.培养热爱自然的心情和自主探究和解决问题

的态度。 

强调学生对自然的观

察能力，通过实验的

方式培养学生的观

察、动手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和态度。 

8 韩国 通过对自然现象和事物的好奇心和兴趣，对科

学的核心概念的理解和探索能力的培养，培养

科学的素养，科学地解决个人和社会的问题。  

1.培养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心和兴趣，以及科学

解决问题的态度； 

2.培养科学研究自然现象及日常生活问题的能

力  

3.探究自然现象，了解科学的核心概念； 

4.理解科学和技术及社会的相互关系，以此为

基础培养民主市民的素质； 

启发学生对于自然环

境的感知与科学素养

的提升，开发学生的

兴趣与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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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认识科学学习的乐趣和科学的有用性，培养终

身学习的能力；
[16]

 

7 意大利 教育部与科学技术和工业学院院长会议合作，制

定了一项有利于科学教育的政策，其中包括：  

1. 通过加强提供指导，促进科学学位课程的入

学，同时也旨在促进性别均衡； 

2. 通过采用创新的教学工具和方法，减少大学

辍学，改善学生的职业生涯； 

3. 对大学第一年的活动进行培训、支持和监测； 

4. 为高中学生开展自我评估活动，核实进入大

学的准备工作是否符合要求，并提高他们选择培

训路径的知识意识； 

5. 通过积极参与规划与大学联合开展的活动，

为科学教师提供专业成长的机会。 

通过政策提升科学教

育对学生的学习生活

的影响；对大学生的

职业规划提出要求，

提升大学生对进入社

会的适应能力 

 

6 突尼斯 通过重视教育和提高对科学技术重要性的

文化认识，促进一个激励创新的体系。 

鼓励在很多情况下和整个生命周期内学

习科学。 

鼓励人们通过非正规的科学教育来学习，

这意味着在博物馆、媒体和社区项目等正规学校

课程之外学习。 

在教学策略中整合人工智能（ ）和增强

现实（ ）等新技术，以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

成功率。 

让研究人员参与政府政策的制定和设计，

并提出科学的解决方案，并提供更多的研究中

心。 

科学研究的治理和鼓励私营部门投资于科

学研究的必要性。 

 

5 俄罗斯 1.认识物体和自然现象多样性；传播生活和无

生命的世界；了解人类影响下的自然环境变

化；  

2.掌握最初的自然科学技能，进行观察，实验

和测量，描述其结果，制定结论；  

3.在解决认知任务的过程中，对自然，智力和

创造能力的研究产生兴趣；  

4.培养对自然的积极情感态度；渴望在环境中

按照环境行为标准行事，保持健康的生活方

式；  

5.应用获得的知识和技能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

实际问题，自然环境中的安全行为，以及提供

最简单的急救类型
[15]

 

俄罗斯的科学教育着

重于学生的智慧与创

造力的发展，培养善

待自然环境的素质。 

4 斯洛文尼

亚 

1.《小学课程实施规范和标准规则》和《中等教

育课程实施规范和标准》确定了财务状况、工作

发展科学教育基础

设施，制定教育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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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和工作量的系统化、课时、班级规模、义务

和可选活动等。 

2.《教育活动现代化条例》，实施、监督和评估

课程和课程的变更。课程包括使用信息和通信技

术，将信息和通信技术纳入教育过程鼓励了教学

过程。  

准，保证科学教育质

量，并以质量标准来

考核教育成果。 

3 塞浦路斯 1.更具影响力的科学教育可以在知识创新方面

提供广泛的合作，达到最高水平的伦理标准，并

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社区提供机会。 

2.将编程教育纳入教育课程的研究旨在提高人

们对移动性、社交网络、云计算、开源商业价值

和编码软件增长的认识 

重视计算机编程教

育，培养具有较高水

平的计算机科学人

才。 

 

2 希腊 改善科学教育一直是许多欧洲国家政治议程上

的重要议题，为了分享促进科学教育和确保可持

续性的最佳实践，已经制定了许多计划和项目。

在希腊，缺乏科学教育的总体国家战略。另一方

面，希腊发展和参与了发展科学教育的活动和项

目。这些举措通过与政府机构、高等教育机构或

学校以外的利益相关者的学校合作来促进科学

教育 

通过制定科学教育发

展活动和项目来促进

科学教育在本国的快

速发展。 

 

1 马来西亚 1. 提供平等机会接受国际标准的优质教育； 

2. 将教学转变为可选择的职业。 

3. 数学与国际接轨，是实现科学与国际政策接

轨的第一步标准。通过将科学课程与国际标准进

行对比，对各年级和各年级的科学课程进行修

订。 

4. 加强 STEM 教育。在教育部设立了一个国家

STEM中心，其作用除其他外是在教育学方面向主

要的科学和数学教师提供在职培训，并促进马来

西亚儿童对科学的热爱和兴趣。 

综合要求学生的总体

素养，思维能力以及

调整教育系统和教育

机构的教育方式 

 

科学教育标准能够有效的促进国家的科学教育进程，也是科

学教育发展进程的映射，具有优秀科学教育标准的国家 TOP10： 

表 5-4. “一带一路”国家中优秀科学教育政策 TOP10 

TOP 国家 科学教育标准 核心 

10 新加坡 新加坡课程目标包括 A-Level 科学课程的设计、 

H2水平科学课程目的、H2水平科学课程的特点以

及生物学课程目的和价值、高中 H2水平生物学课

程目标: 

1.为学生提供发展他们对生物学的兴趣的经验，

培养学生进一步学习知识、技能和态度，即主动学

习的兴趣和态度以及终身学习的 态度目标. 

在过个教学活动中

强调科学教育要提

升学生对于科学学

习的态度和目标；

注重学生的多样化

发展，强调与自然

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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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养具有科学素养的公民，培养学生的 21世纪

技能。 

3.科学实践目标、了解科学本质、发展科学探究、

联系科学与社会。第四条目标说明 H2水平的生物

学课程应该注重微观系统的内容、认识生物知识

本质，同时要关注当地和全球环境。 

3.小学和初中科学课程大纲是围绕主题设计的，

学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以及在自然界中普遍观察

到的现象与之相关。初级阶段的五个主题是多样

性，循环，能量，交互作用和系统。初中科学课程

以小学主题为基础，并以模型为主题，并延续了小

学科学教学的方式，作为探索和理解自然世界的

一种方式。向初中学生介绍了科学知识，以加深他

们对科学实践和应用方式的理解，并为他们提供

了在日常情况下的进一步动手学习机会。这使学

生能够将科学与自己的生活和环境联系起来。 

9 日本 1.日本高中生物课程标准是按学段颁布课程标

准，大部分课程标准的内容属于整体的规划，而高

中生物课程标准隶属于高中“学习指导要领”。 

2.日本高中课程标准分为 13 部分，高中生物学科

课程标准包含封面、目次、课程目标、范围、课程

内容、实施建议、课程评价和附录 8个要素。 

日本高中的课程标

准品类明确，各个

教学目标明确，能

够完整的指导高中

阶段的教育教学活

动。 

8 韩国 1. 数学与科学科目的分布情况：数学—在 3至 4

年级中，在 1,972 个总单位小时中，有 272 个教

室单位小时（每堂课 40 分钟）分配给数学。在 7

至 9 年级，在 3366个总学时中，有 374个学时（每

课时 45分钟）分配给数学。 

2. 科学-在 3至 4年级，在 1,972个单位小时中，

有 204 个教室单位小时被分配给科学。在 7 至 9

年级，在 3,366 单位小时中，有 646 教室单位小

时分配给科学，技术和家庭经济学。初中（7至 9

年级）毕业所需的最低单位小时数为 3,366。在中

学阶段，科学科目是科学，技术和家庭经济学。 

3. 在正规学校八年级的科学课程中，会分配 136

个单位小时的时间。 

4. 教材和教师手册是在国家课程框架内制定的。

教科书分为三种类型：政府版权教科书，政府授权

教科书和政府批准教科书。政府拥有版权的教科

书是由中央政府撰写的。政府授权的教科书是由

私人出版商根据国家政府授权的内容开发的。政

府批准的教科书经中央政府批准，在韩国，小学通

常使用政府版权保护的教科书，而中学通常使用

政府批准的教科书。 

对教学的课程进行

合理的课时分配，

对教学材料设备和

实验室也有严格的

标准进行管理。 

7 意大利 学前班和小学教师可以用学位进行教学。为了有 通过科学的方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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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教书，他们需要通过教师资格的全国考试。教育

部与科学技术和工业学院院长会议合作，制定了

一项有利于科学教育的标准，称为“科学学位计

划”。该计划旨在： 

1. 通过加强提供指导，促进科学学位课程的入

学，同时也旨在促进性别均衡； 

2. 通过采用创新的教学工具和方法，减少大学辍

学，改善学生的职业生涯； 

3. 对大学第一年的活动进行培训、支持和监测； 

4. 为高中学生开展自我评估活动，核实进入大学

的准备工作是否符合要求，并提高他们选择培训

路径的知识意识； 

5. 通过积极参与规划与大学联合开展的活动，为

科学教师提供专业成长的机会。 

科学的指导，对大

学生的学习活动和

未来的职业生涯提

供科学性的参考。 

 

6 俄罗斯 联邦当局建立了联邦和州的教育标准，并在这些

标准的基础上为学校科目制定了示范课程和示范

学习计划。公共教育系统包括学前，小学，基础

和高中的通识教育，以及中学，高等和研究生的

职业教育。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义务教育（1

至 11年级）是强制性的。学前教育是针对 2个

月至 6岁零 6 个月的儿童，并非义务教育。2014

年，在 51,000个学前机构中提供了学前教育，

为 680万儿童提供服务。由于过去五年中出生率

的显着提高以及幼儿园数量的不足，已经建立了

新型的机构，例如家庭幼儿园。 

注重基础教育，通

过建立标准，为基

础教育提供应有的

保障。 

5 哈萨克斯坦 1.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教育体系基于一贯

性和连续性原则，包括以下教育水平：学

前班托儿所和学前班教育-学前班托儿所为

6岁或 7岁以下的儿童提供服务，并且是

在家中进行的（从 1岁到学龄）在学前机

构中进行。为 5岁以上的孩子提供学前教

育，为他们上小学做准备。学前教育是强

制性的，由家中，学前组织或中学，中学

和体育馆的学前班提供。公共组织提供的

学前教育是免费的。 

2..小学教育（1至 4年级）-该级别在小学，包

括小学的初中以及在所有三个教育级别中均提供

的中学中提供。小学教育的目标如下：塑造儿童

的个性；发展个人能力；对教育灌输积极态度；

培养较强的读写能力，计算能力和语言能力；鼓

励自我实现；并教授有助于儿童掌握基础中学后

续教育计划的行为。 

3.基础中等教育（5至 9年级）—该级别的重点

是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系统的基础，发展人际和种

哈萨克斯坦国家的

科学教育标准注重

学生的个性化发

展，强调塑造学生

的个性，并培养学

生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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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间的沟通技巧，形成个人身份并获得职业指

导。 

4.普通中等教育（10至 11 或 12年级），技术和

专业教育-该级别重点关注科目内容和职业方

向。在差异化的教学，整合和职业指导的基础上

开发课程，其中包括数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

方面的专门教育、专科教育、高等教育、研究生

教育。 

5.根据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教育法》，小学，基

础中学和普通中学教育的内容由通识教育和学术

课程确定，这些课程和课程均基于国家强制性教

育标准。4这些标准规定了课程大纲，最大的学

习量和学生的准备水平
[17]

。 

4 爱沙尼亚 1.国家课程提出了学科领域规划、学科课程和交

叉主题的描述。基础学校开设的理科有普通科学

（1-7 年级）、生物（7-9 年级）、地理（7-9 年

级）、物理（8-9年级）、化学（8-9年级）。高

中的理科课程有生物（分 4 门）、化学（分 3门）、

地理（分 3门）、物理（分 5门）。课程中还介绍

了一些科学学科之间的交叉主题。这些是针对基

础学校的：1）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公民的主动

性与创业精神，3）文化认同，4）信息环境，5）

技术与创新 6）健康与安全，7）价值观与道德。 

2.高中科学课程中又增加了终身学习和职业规

划。无论是小学还是高中，科学课程都强调技术的

运用和探究式学习。探究式学习可以定义为通过

公式化假设和实验中验证假设或通过观察收集数

据来发现不同变量之间新关系的过程。这意味着

学生们所采用的方法与科学家用来构建知识的方

法相似。探究式学习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积极主

动的学习方式，注重提问、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

题。 

 

3 波兰 四年级引进了专职老师，他们在小学 4 至 6 年级

任教。在初中，数学，地理，生物学，化学和物理

由专业老师教授。在小学的 1 至 3 年级中，没有

为数学或科学教学规定具体的时间，因为这些年

级的教学是综合的（即，不分为单独的科目）。 

在 4 至 6 年级，分配给数学的总教学时间为 385

个接触小时，分配给科学的总教学时间为 290 个

接触小时。这些是教育部规定的最低人数。学校校

长可能会增加几个小时，但这很少见。通常，四年

级的学生会接受 128个小时的数学教学和 96个小

时的科学教学。 

在所有年级，老师都会确定教学方法。主题手册通

强调利用科学的方

法和科学的教学理

念以及利用科学的

教学设施促进科学

教育在波兰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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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是商业教材的一部分，描述了数学和科学的教

学策略。教学策略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教师在课

堂上使用教科书的方式。在数学课中，一些老师通

常要求学生单独或分组完成教科书练习，而另一

些老师则通过仅通过教科书来加强教材的内容来

使学生参与教育游戏，实验和解决问题的活动。 

小学科学课的教学同样是二分法。例如，学生可以

在教科书中检查野生动物的图片并在教室里被动

地听老师讲课，或者他们可以去公园，草地或树林

中观察动植物。在初中阶段（7至 9年级），通常

使用观察和重复方法教授数学。在简要介绍了新

的概念或算法后，老师将在黑板上解决一个典型

的问题。要求学生复制解决方案，然后单独或小组

进行许多类似的练习。还将为家庭作业分配更多

练习。每个月至少有两次学生进行简短的测验，内

容涵盖最近的材料
[18]

。 

2 菲律宾 科学教育研究所（SEI）发布了 2011年菲律宾基础

教育科学框架。该框架是为课程开发人员、教师教

育机构教师、教师、政策制定者和学校管理者设

计、实施和评估科学课程提供资源。该框架具有以

下指导原则：（1）科学是为每个人服务的；（2）

科学既是内容又是过程；（3）学校科学应该强调

深度而不是广度、连贯性而不是碎片化，以及在构

建解释时使用证据；（4）学校科学应该是相关的

和有用的；（5）学校科学应该培养对学习的兴趣；

（6）学校科学应表现出对发展科学文化的承诺；

（7）学校科学应促进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紧密联

系，包括本土技术；（8）学校科学应认识到科学

技术反映、影响和塑造我们的文化。 

菲律宾的科学教育

标准指导了本国的

科学教育框架，要

求学生在学习深度

上不断提高，这为

提升本国的高素质

人才奠定了基础。 

 

1 斯洛文尼亚 教育、科学和体育部在教育系统的政策、立法、法

规、战略和标准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和责任。它管

理财政和行政管理，监督就业程序，并通过统计、

国家评估、评估和研究评估教育系统的成果。《小

学课程实施规范和标准规则》（2007 年）和《中

等教育课程实施规范和标准》（2010 年）确定了

财务状况、工作岗位和工作量的系统化、课时、班

级规模、义务和可选活动等。根据《教育活动现代

化条例》（2003 年），实施、监督和评估课程和

课程的变更。最近更新的课程包括使用信息和通

信技术。将信息和通信技术纳入教育过程鼓励了

教学过程，特别是从科学教师的角度来看，能够取

得积极的学习成果。此外，数字和信息通信技术是

重要的生活技能，影响到不同领域的成功。然而，

重要的是要指出，信息和通信技术只是建议，并根

斯洛文尼亚的科学

教育标准不仅包括

科学学科的教育，

也包括体育等旨在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的课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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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教师的个人喜好在课堂上使用。 

 

 “一带一路”沿线有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同国家

和地区的教育水平也不尽相同，本部分主要研究“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科学教育相关的政策标准，以及其教育现状。 

现状一：公民都有机会接受教育的机会；并存在多种类型的

学校，从小学到大学需经历几个不同的学业阶段 

塞尔维亚的科学教育政策包括：关于正在进行的改革和政策

发展的一部分教育政策在以下教育方式中进行改革，这些领域在

很大程度上符合教育水平：幼儿教育和保育，学校教育，成人教

育，高等教育，横向技能和就业能力。 

塞尔维亚的初等教育是义务教育，为期八年，分两个教育周

期进行。第一周期为 1 至 4 年级（6 岁半至 10 岁半的儿童）；第

二周期为 5 至 8 年级（10 岁半至 14岁半的儿童）。第一周期的

大部分课程都是由班主任教授的。第二周期中的每门课都由不同

的学科老师授课。公立小学教育是免费的，唯一的入学标准是年

龄。所有 6 岁半至 7 岁半的儿童都持有学前教育计划入学证书。 

中等教育包括四年通识教育和两年到四年的职业教育。语法

学校有普通文法学校（gimnazija opšteg tipa）和专门的语法

学校，旨在培养某些领域的天才学生（ specijalizovana 

gimnazija）。 

学生进入中等教育时通常为 15 岁，离开四年制课程时为 18

岁半。他们根据小学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被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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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法学校毕业的学生几乎可以进入任何一个学院。职业学

校的学生可以在与其专业相适应的学院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参加

三年职业教育和培训（VET）计划的学生可以参加额外的考试，

以获得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资格。高等教育系统的研究包括大学

组织的学术研究和在应用研究学院或大学组织的应用研究。 

现状二：以学生为中心，注重科学素养和学生的能力与科学

计算机技术 

土耳其的科学教育政策与标准在发展中向素质教育靠拢。与

其他学科一样，最近修订的科学课程试图将学习重点从死记硬背

的内容知识转移到以能力和技能为基础的方法上，挑战学习者在

现实世界中运用他们所知道和能做的事情。中小学科学教育的主

要目标是获得天文、生物、物理、化学、地球科学和工程等方面

的科学知识；运用科学过程技能和 21 世纪的技能理解自然和解

决日常问题；了解科学中的科学方法和伦理；分析科学、环境和

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科学课程以学生为中心。通过积极的参与，学生可以提出问

题，设计探究，收集数据，分析并得出结论。科学教师有责任为

学生提供资源和丰富的环境，以实现他们的目标。教师在教学科

学时应具有跨学科的视野，包括将科学与技术、工程和数学结合

起来。科学学习可以在校外进行，也可以在校内进行。因此，可

以参观科学中心、博物馆、动物园、植物园或工厂，以获得丰富

的第一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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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作为 STEM 领域发展的一部分，土耳其对编码教育

和机器人技术产生了兴趣。2012年，教育部将“信息技术与软件”

课程纳入学校课程。在这门课程中，学生从五年级开始接受编码

教育。然而，编码应用程序早在学龄前就开始了。最流行的编码

工具之一 Scratch 在土耳其被广泛使用。土耳其的用户数仅为

2019 年的第二名。 

宇宙飞船 3D教育 4.0中的另一项新兴技术是增强现实（AR），

它将物理对象和虚拟对象组合在一个混合空间中。近年来，AR 在

科学教学中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应用程序，如解剖 4D 是下载最

多的移动应用程序。然而，在 2019 年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土耳

其只有 25%的教师报告说他们在课堂上使用了增强现实。他们表

示，他们缺乏在课堂上使用 AR 的知识和技能。 

为了让所有的学生都能从冬季和学期开始更有趣地参加夏

令营。这些营地由私人组织助，通常由大学组织。其中一个名为

夏季科学学院的夏令营是由土耳其著名的大学组织的，如博加西、

比尔肯特、哈塞特佩和中东技术大学。在这些夏令营中，学生和

研究人员会见专家，体验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AI）的应用。 

现状三：注重学生多重能力与素质的科学教育模式 

马来西亚的科学教育体系中《国家环境政策》规定，马来西

亚的教育是一项持续不断的努力，以全面和综合的方式进一步开

发个人的潜力，从而培养出智力、精神、情感和身体平衡和谐的

个人，其基础是对上帝的坚定信仰和奉献。这样的努力旨在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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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知识渊博、有能力、道德水准高、有责任心、有能力实现高水

平个人福祉、能够为家庭、社会和整个国家的和谐与改善作出贡

献的马来西亚公民。 

 在国家教育蓝图中，设想每个马来西亚儿童在马来西亚教

育系统内学习后，最终应获得 6 个认证，即知识、思维能力、领

导能力、双语能力、道德和精神以及国家认同。因此，为了实现

马来西亚教育系统的这些愿望，教育部构想了 11 个转变，其中

以下两个转变与科学教育有关：提供平等机会接受国际标准的优

质教育；将教学转变为可选择的职业。 

5.2.3 科学教育创新性政策及标准 

一个国家的科学教育政策与标准深刻影响这个国家的教育

发展，更能深远地影响其国民的生活安定与福祉。“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科学教育的创新性政策与标准如下： 

创新一：多国家部门合作共同提高国民科学教育水平，注重

教师科学素养 

在科学教育的发展中，改善科学教育一直是许多欧洲国家政

治议程上的重要议题，为了确定和分享促进科学教育和确保可持

续性的最佳实践，希腊已经制定了许多计划和项目。在希腊，缺

乏科学教育的总体国家战略。另一方面，希腊发展和参与了发展

科学教育的活动和项目。这些举措通过与政府机构、高等教育机

构或学校以外的利益相关者，如博物馆或科学中心的学校合作来

促进科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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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和更广泛的教育和科学界的其他成员可以发布和共享

开放教育实践，以使用数字教育内容。激发科学教育，是一个旨

在为科学教师提供数字资源和机会的项目，以帮助他们使他们的

教学更有吸引力，并与学生的生活相关。作为竞争力和创新框架

方案的一部分，该项目得到了欧洲联盟信息和通信技术政策支助

方案的资助。通过这个平台，学生将有机会使用互动工具和数字

资源，以实用和富有想象力的方式学习 STEM 相关学科。另一方

面，欧洲的科学教师将有机会参加研讨会和参与实践社区，使他

们的科学教学更有启发性。 

实验室行动计划它的名字来源于 2012 年至 2016 年之间进

行的 Go Lab 项目。这项倡议的目的是促进在科学教育中使用创

新的学习技术。它提供了一个独特和广泛的实验室（虚拟实验室，

远程实验室和数据集）和研究性学习应用。Go Lab 平台是免费

的，任何国家的老师都可以使用。科学教育教师可以利用课堂上

的 Go-Lab 生态系统为学生创造高度互动和个性化的探究性学习

体验。 

创新二：注重学生的 STEM 教育 

在塞浦路斯的科学教育体系中，学习的一个基本部分应该是

科学教育，它将为所有人提供一个连续的统一体，从学龄前儿童

到积极参与的公民身份。在当今世界，毫无疑问，无论是地方社

区还是全球社区，在其文化、经济、政治和最重要的教育结构方

面都在发生着激烈的变化。因此，科学教育成为各国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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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应该强调通过科学学习和通过将科学与其他领域和学科相结

合来实现从传统科学教育到 STEM 教育转变的能力。 

塞浦路斯的科学教育政策和制度规定所有的学生应受到以

科学教育为核心的义务教育。此外，科学教育应该为学校、教师

教育者、教师以及所有年龄段的学生提供支持。最重要的是，它

应该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机会，让他们在学习过程和学习成果方

面取得卓越成就。科学教育的优先事项之一是赋予所有学科以价

值，并表明跨学科（STEAM 而非 STEM）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个人

的认知和科学原理知识带来贡献，使他们能够作为积极的公民解

决自己社区中的社会挑战。 

塞浦路斯的教育、文化、体育和青年部计划实施 STEM，这是

一个试点项目（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 项目还计划在

九所小学和中学开展。本课程旨在阐明教育政策和途径，以促进

跨学科综合方法融入学习过程。儿童应参与各种活动，使他们有

机会激活他们的知识，运用概念，并积极参与科学、技术、工程

和数学领域的所有学习过程，这些学习过程解决与日常生活和当

今世界有关的实际生活情况和问题。此外，学生们完成了他们想

要的项目，他们精心设计在一天的体验中为不同的情况提供创新

的解决方案。这发生在四个应用学科的协同和共存的背景下
[19]

。 

创新三：注重利用新兴的科技技术到科学教育中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巴勒斯坦紧急远程教学的适应，教师和学

校开始将不同类型的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整合到科学教学中，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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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教学中使用开放的教育资源。该部门主要负责参观学校和

科学实验室，主要的新兴技术是用于科学教学的，包括但不限于

使用 Phoenix 模拟器及其他软件，尤其是物理和化学。除了高网

速学校的虚拟实验室，以及一些活动（特别是生物学）的可视化；

计算机思维教育部门举办了不同的研讨会，培训如何在 STEM 概

念（包括科学教育）中使用 CT；移动设备，虚拟现实，计算机科

学教育中的机器人学，特定私立学校的人工智能和增强现实。 

近年，教育部为那些能够使用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设计学习

对象的科学教师调整了最佳奖励。这项竞赛的目的是鼓励教师设

计他们的技术活动，用于科学教学。除了上述比赛外，还邀请了

中学的学生参加国家一级的比赛。这些活动旨在鼓励学生探索先

进技术在科学教育中的潜力，以及我们如何利用这些技术减轻巴

勒斯坦科学教育的挑战。人工智能是在特定背景和特定环境下出

现的一种新趋势，在巴勒斯坦，高等院校和一些私立学校将人工

智能应用于科学教育中，鼓励学生参与当地非营利组织支持的活

动
[20]

。 

5.2.4 科学教育政策及标准方面的经验和启示 

科学教育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源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推动社会进步既

需要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也需要人类对科学技术的合理应用。

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科学与技术已经高度结合，科学技术已经直

接成为一种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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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每个已经从事生产和经济活动的人都需要掌握基本的科学

知识和技能，都要理解科学活动和技术创造的过程和意义。科学

教育是促进公众适应知识经济社会的重要保障。科学技术的发展

使得当代人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要适应当代人的生活

环境，必须掌握最基本的科学技术知识和技能。科学教育帮助人

掌握这些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科学知识和基本技能，推动人适应

社会的发展，同时进一步推动社会进步。 

对于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良好的教育政策是促进国民素质、

知识体系提升的重要方式。与国家政治制度相同，每一种教育政

策与制度不一定适应每一个国家，而适合本国国情的教育制度与

政策能够帮助本国培养出色的人才，辅助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因

此，在本国发展 STEM 教育，注重小学等基础学科的教育与发展

对国家的科学教育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科学教育的开展需要提升施教者与受教者的科学素养。科学

素养的形成，要做到紧跟学术前沿，制定长远的学术规划，针对

自身不同的发展阶段做不同定位，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

目标。针对工程学科的科研和学术，国内知名学者开展科学研究

的真实案例，启发和激励学院教师要勤思考、善思考，善于将工

程问题科学化，理解科学问题的拓展和外延，在解决工程问题的

过程中发现科学问题，从积累中抽象出一般性的规律，锻炼解决

科学问题的思维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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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科学教育课程及数字资源 

5.3.1 科学教育课程及数字资源 

科学课程具有六大特征，分别是：以学生为中心强调主动实

践；强调合作学习与问题解决；展示评价反思及结果开放；关注

现实问题，注重在真实情境中学习；强调探究式科学学习方法；

多学科、跨学科融合； 

教学实践表明，有效地利用数字化教学资源，对于学生学习

能力以及问题意识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学生通过对数字化教学

资源的真正利用，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与发现的兴趣，是培养自

主学习能力和创业能力极佳的路径。数字时代年轻一代相较于年

长者具有优势，这种并非个体性因素造成的优越，已越来越得到

认同，这也是人类在数字化革命中所取得的最重要的获之一。数

字文化所自然生成的 DIY 学习理念已成为一种网络的标识性的

文化符号。这种文化理念培养的往往是一种互动精神，而互动能

协助孩子成长，培育其开发本身的价值，训练其判断分析力，评

估力，批判力及帮助他人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在教学中

应积极及时地引导学生开发和利用数字化教学资源，并由此培养

学生的发现、思考、分析及判断能力。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已有的

知识背景和思维结构，根据学业的需要，自行斟选、组织相关教

学资料和学术信息，并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得出自己的观点见

解。 

学生通过接触数字化教学资源，不仅可以获得建构知识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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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且还能得到信息素养的培养。建构知识的能力首要是自主

学习能力的获得。通过对数字化教学资源的选取与利用等环节的

实践，学生的学习从以教师主讲的单向指导的模式而成为一次建

设性、发现性的学习，从被动学习而成为主动学习，由教师传播

知识而到学生自己重新创造知识，研究表明，在数字化时代和信

息社会，学生达到能够自主学习的重要的前提还取决于具有怎样

的信息素养。让学生直接利用数字化教学资源，无疑是锻炼和提

高学生的信息素养的大好机会，也是检验其学习能力、学习收获

的最佳方式和途径之一。 

5.3.2 科学教育课程及数字资源的现状及问题 

表 5-5. 科学教育课程及数字资源现状/特点 

科学教育课程及数字资源现状/特点 国家 

科学教育课程 

  

科学教育课程内容丰富，有完

善的课程标准，有明确的培养

目标 

阿联酋、爱沙尼亚、塞尔维亚、希腊、塞浦路

斯、马来西亚、土耳其、意大利、菲律宾、摩

尔多瓦、突尼斯 

科学教育课程内容缺少，学科

融合较差 

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南非、黑山、肯尼亚、

苏丹、利比亚 

数字资源 

  

有课程配套数字资源，学生能

够方便浏览数字资源 

爱沙尼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阿联

酋、马来西亚、斯洛文尼亚、土耳其、意大利、

菲律宾、埃及 

缺乏科学设备和资源 

 

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南非、黑山、肯尼亚、

苏丹、利比亚 

现状一：各国都非常重视科学教育课程的发展 

爱沙尼亚科学教育课程由总论部分和附录组成。总论部分概

述了教育的基本价值观、学习和教育目标、学习概念和学习环境、

各学校层次所需的能力概述、学习型组织，评估和完成班级和学

校等。学习和教育目标包括所有学科领域所需的 8 项一般能力，

并通过课外活动在所有科目中得到发展。这些一般能力是
[2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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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价值观能力，2）社会和公民能力，3）自主能力，4）学习

能力，5）沟通能力，6）数学、科学和技术能力，7）创业能力，

8）数字能力。 

马来西亚学校的理科课程从 1-3 年级（一级）、4-6 年级（二

级）和 1-3 年级（初中）都是必修课。马来西亚的小学教育有三

种主要类型的学校。它们是国立学校、国立学校（中文）和国立

学校（泰米尔语），它们的教学媒介相应地是马来语、汉语和泰

米尔语。然而，这三所学校的理科课程是不同的。同时，当学生

在中等教育中趋同时，马来语被用作课程教学的媒介。马来西亚

使用的科学 1-6 年级标准课程由马来西亚教育部课程发展司编

制。教育部的任务是编制马来西亚学校使用的科学教科书。对于

小学使用的科学教科书，教科书处与语言文学研究所联系出版相

关教科书。至于科学和纯科学教科书，教科书部要求马来西亚出

版商提交每个科学课程大纲的范例章节，并要求由相应专业领域

的专家组成的委员会进行选择，然后再授予教科书编写招标

书。  

现状二：数字资源是把双刃剑 

数字时代的来临，为知识与文化的传播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历

史阶段，也为教育教学带来了惊喜与震撼。尤其是数字化教学资

源在教学中的运用，不仅给各学科的教育教学提供了空前的便利

与支持，给教与学带来了革命性的意义。 

下面列举各国反馈数字资源的一些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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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限制学生主动性的发挥 

数字资源在教育领域的普及使得问题的解决变得轻而易举，

遇到不会的难题,轻轻扫一扫，分分钟出答案。对于自控能力较

弱的小学生群体而言，会降低他们的探索能力，长此以往，失去

了学习的主动性，学习热情降低，学习成绩下降。 

2）影响课堂知识的主体地位 

很多教师在数字资源的使用中，尤其面对以娱乐为主的小学

生，难以把握好课堂教学内容的度，在课件中添加了大量的图片、

视频、音乐，缺乏判断能力的小学生很容易分不清主次，过分关

注教师课件上娱乐项目和动画图片，而影响了数学知识在整个课

堂中的主体地位。 

3）滥用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 

在一定程度上，教师在课堂上对数字化资源的过度应用会影

响学生们对解题方式的认知。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几乎是中小学

生人手必备的工具。这样一来，一方面小学生的视力下降，过度

接触电子设备还会影响睡眠质量，导致头痛、失眠，影响身体健

康。另一方面，过度沉溺于娱乐设备会影响其精神健康，不思进

取，日渐颓废，影响学习成绩和心理健康。 

5.3.3 科学教育课程及数字资源创新性实践 

在“一带一路”国家中，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数字资源库，

以下介绍一些国家教育课程及数字资源创新性实践。 

表 5-6. “一带一路”部分国家教育课程及数字资源创新性实践 

国家  名称 网站 面向人群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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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 e-schoolbag  www.e-

koolikott.ee 

幼儿园、小学、

高中和职业学

校学生 

每个教师都可以自由

地使用这个门户来搜

索学习材料、他人创建

的使用过的材料以及

共享他们自己的材料

（包括任务、工作表、

游戏、视频等）。 

土耳其 数字教育平台 khanacademy.or

g.tr, 

morpakampus.co

m,okulistik.co

m 

青少年 向世界各地的人们提

供免费的高品质教育 

菲律宾 DOST-STARBOOKS   青少年 移动端 APP 

阿联酋 Manara   世界各地的人 免费、公开 

马来西亚 数字资源库 

  

学生和教师 马来西亚教育部制作

的官方数字资源 

希腊 Photodentro http://photode

ntro.edu.g 

 

学生和教师 Photodentro为学校教

育提供数字教育材料

的中心目录，并包含一

系列开放教育资源

（OER）的数字资源库 

Photodentro 

Learning 

Object 

Repository 

http://photode

ntro.edu.gr/lo

r/ 

它包含大约 9000 个学

习对象（LO），这些学

习对象是自主的、可重

用的单元 

Photodentro 

Educational 

Video 

http://photode

ntro.edu.gr/vi

deo/ 

它包含大约 1000 个教

育视频，可以整合到教

育活动中，以支持教学 

Photodentro 

Educational 

Software 

http://photode

ntro.edu.gr/ed

usoft/ 

它包含免费的教育软

件包和教育活动 

Photodentro 

Open 

Educational 

Practices 

http://photode

ntro.edu.gr/oe

p/ 

它作为一个存储库，教

师和更广泛的教育和

科学界的其他成员可

以发布和共享开放教

育实践，以使用数字教

育内容 

埃及 埃 及 知 识 库

（EKB） 

 

 教育工作者、

研究人员、学

生和公众 

 

埃及知识库（EKB）

是一个国家在线图

书馆档案和资源，

为教育工作者、研

究人员、学生和公

http://photodentro.edu.g/
http://photodentro.ed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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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提供学习资源和

工具 

 

多个国家  Moodle  https://moodle

.com/ 

各年级学生 自由、开源的软件 

• 爱沙尼亚最大的数字资源库 e-schoolbag  

爱沙尼亚科学教师可以利用各种数字资源在课堂上教授科

学 。 最 大 的 数 字 资 源 库 叫 做 e-schoolbag (www.e-

koolikott.ee)。该门户网站包括幼儿园、小学、高中和职业学校

的不同学习材料。每个教师都可以自由地使用这个门户来搜索学

习材料、他人创建的使用过的材料以及共享他们自己的材料（包

括任务、工作表、游戏、视频等）。所有这些学习资源都与国家

课程挂钩。 

 

• 土耳其数字教育平台 

khanacademy.org.tr, morpakampus.com 网 站 以 及

okulistik.com 网站 

可汗学院(Khan Academy)，通过在线图书馆收藏了 3500 多

部可汗老师的教学视频，向世界各地的人们提供免费的高品质教

https://moodle.com/
https://mood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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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 菲律宾 DOST-STAR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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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ST-STARBOOKS 是菲律宾第一家数字科学图书馆。DOST 

STARBOOKS 还于 2020 年 6 月创建了该应用的移动版本。移动应

用程序包含了一系列国际科学研究、视频课程和其他资源，这些

资源都锚定在 K-12 科学课程中。 

 

• 阿联酋“Manara” 

阿联酋教育部推出了最大的开放教育资源公共数字图书馆

“Manara”。“Manara”是免费和公开授权的文本、媒体和其他

数字资产，用于创建和与世界各地的人合作，以改进知识收集。 

• Moodle 

Moodle（ Modular Object-Oriented Dynamic Learning 

Environment）（https://moodle.com/）是一个用于制作网络课

程或网站的软件包。它是一个全球性的开发项目，用以支持社会

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t）的教育框架。学生们能够

https://mood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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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线平台（如 Moodle）学习使用数字资源。 

• 马来西亚数字资源 

马来西亚教育部制作了许多数字资源，作为教师教学的指南。

这些数字资源被上传到教育部的网站上，马来西亚教师或任何感

兴趣的读者都可以下载供个人使用。教育部为那些想下载数字资

源的人提供了二维码。例如，以下是马来西亚教育部考试联合会

提供的二维码。 

 

• 希腊开放教育资源（OER）的数字资源库 

在希腊，数字资源对促进科学教育起着重要作用。数字化教

育和数字化教育的核心是国家教育信息技术部的核心内容和数

字化教育内容。Photodentro为学校教育提供数字教育材料的中

心目录，并包含一系列开放教育资源（OER）的数字资源库： 

 Photodentro学习对象库(http://photodentro.edu.gr/lo

r/)：它包含大约9000个学习对象（LO），这些学习对象是自主

的、可重用的单元，可用于教学，如实验、交互式模拟、探索、

教育游戏，3D地图等。这些自主和可重用的学习对象涵盖了广泛

的学科（数学、地理、化学、生物、文学、历史等）。 

 Photodentro教育视频(http://photodentro.edu.gr/vide

o/)：它包含大约1000个教育视频，可以整合到教育活动中，以

支持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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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todentro教育软件(http://photodentro.edu.gr/edus

oft/)：它包含免费的教育软件包和教育活动。 

 Photodentro开放教育实践(http://photodentro.edu.gr/

oep/)：它作为一个存储库，教师和更广泛的教育和科学界的其

他成员可以发布和共享开放教育实践，以使用数字教育内容。 

  激发科学教育(https://inspiration-science-educatio

n.net/)是一个旨在为科学教师提供数字资源和机会的项目，以

帮助他们使他们的教学更有吸引力，并与学生的生活相关。作为

竞争力和创新框架方案的一部分，该项目得到了欧洲联盟信息和

通信技术政策支助方案的资助。通过这个平台，学生将有机会使

用互动工具和数字资源，以实用和富有想象力的方式学习STEM相

关学科。另一方面，欧洲的科学教师将有机会参加研讨会和参与

实践社区，使他们的科学教学更有启发性。 

5.3.4 科学教育课程及数字资源的经验和启示 

（1）科学教育课程及数字资源内容要丰富。科学教育课程及

数字资源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科学教育水平，丰富的科学课程及数

字资源有利于科学教育的开展。 

（2）数字资源方便学生查找并阅读。数字资源种类多种多样，

按内容可以分为生物、物理等，按展现形式可以分为视频、文字

等。将数字资源分类是非常重要的。例如马来西亚教育部考试联

合会提供二维码方便学生下载数字资源。 

（3）科学教育数字资源免费向学生开放。各国基本都有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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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免费开放的数字资源库，来满足低收入人群的科学教育需求。 

 

5.4 校外科学教育 

5.4.1 校外科学教育的重要性 

  校外科学教育一般是指在科学课程以外，利用课余时间对

学生施行的各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活动
[22]

。校外科

学教育是对课堂科学教育的有效补充，对学生巩固科学知识、养

成创新能力、掌握科学探究方法以及培养科学情感、价值观等方

面均起到重要作用。父母、朋友和教育者在校外环境中提供的学

习经验可以激发学生对科学的兴趣，加强在校期间学习的科学概

念理解和实践。研究表明，学习科学是一个丰富且复杂的、贯穿

一生的过程
[23]

，相关的研究报告也强调了在校外环境中学习科学

的重要作用，并提供了明确的证据，表明这些经验可以促进科学

学习，并加强和丰富学校科学
[24]

。 

校外科学教育在很多方面可以让学生和公众对科学产生兴

趣。提供校外科学教育活动也是加深对科学及其应用的理解并培

养有价值的交流技能。有效的科学推广是有趣和有益的，因为它

对未来公民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是十分重要的。 科学素养对于

充分参与我们的社会至关重要。在美国，“No child Left Beh

ind”法令让许多州更多地关注学生在语言、读写和数学方面的

进步，而非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科学方面。许多州不测试学生

在科学方面的进步，或者没有为他们实施的科学测试中的学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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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设定目标。这导致了用于科学教育的时间、注意力和资源的显

著减少，尤其是在小学阶段。因此，很多学生进入初中或高中时，

对科学的知识和兴趣都比较少。即使在不忽视科学教育的州，也

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压力，对学生学习科学的兴趣和热情产生

了负面影响。校外科学学习以帮助扭转负面态度，让学生接触到

科学更令人兴奋的方面，激发兴趣和热情，并鼓励社区支持科学

教育。 

校外科学教育离不开非正式教育场景(Informal Learning 

Environment)。此场景的运用能够缩小学校科学和生活世界之间

的知识差距, 并且构建知识框架和知识语境之间的桥梁。在非正

式学习环境中，学校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之间的协作伙伴关系是至

关重要的，例如共享课程目标、活动框架和联合项目开发。 

 

科学博物馆是收藏科学、技术、文化、价值、历史等的公共

场所。这类场馆是从有意的教学和交流的角度来构建和设计的，

并通过展示和获得扩展知识的材料，促进个人和社会知识、交流

和价值观的发展。在科学博物馆中进行学习时，更重要的是激活

和转化学生的知识和经验为新的想法。当知识具有积极的意义，

并进行创造和转化时，博物馆中的展览和资源可以成为有效的学

习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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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今时代信息技术的进步，非正式学习环境将其学习环

境的边界扩展到了大众媒体、网络搜索、社交媒体等虚拟空间。

非正式学习的基础结构在学生的学习中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广泛

和有影响力，这些为个人和社会知识和问题解决提供了无限的、

持续的和探究性的学习过程
[25]

。 

当前我国越来越重视校外教育，各省市相继推出“科技强省”、

“科技强市”的政策，科学教育得到跨越式的发展，一些学校、教

育部门、公益组织及相关机构也逐步探索组织各种各样的校外教

育活动。 

5.4.2 校外科学教育的现状及问题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现实因素的复杂性，“一带一路”

国家的科学教育存在着发展不均衡的情况。具体表现在，利比亚、

苏丹等国家饱受不稳定政治局势甚至战火的摧残，其科学教育从

政策到体制、从设施到教师都存在着严重的缺失，科学课程难以

实质性地实施；另外，也有部分国家，例如整体经济水平落后且

受困于区域政治宗教冲突的巴基斯坦也面临着政策和教师方面

的障碍。相反，类似的情况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较稳定的国

家便较为少见，这些国家尽管在科学教育上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和

挑战，但基本都制定了较为完备的政策和课程标准，且拥有较为

充裕的教师团队和资源来保障校内外科学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 

作为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代表国家，新加坡、韩国、日本的

科学教育发展水平多年以来一直名列世界前茅，这一点也充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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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其校外科学教育上。 

在校外科学项目上，新加坡学校研究计划包括科学研究计划

 (SRP) 、南洋研究计划 (NRP) 、科学导师计划 (SMP) 等。新

加坡科学技术研发机构、科学中心还设计了广泛丰富的各类科学

活动、比赛、研讨会等形式，以激发学生对科学探究的兴趣，比

如国际科学戏剧比赛（International Science Drama Competi

tion），旨在根据戏剧提出科学内容。新加坡科学与技术研究所

 (A*STAR) 和新加坡科学中心联合举办的新加坡科学节 (Singa

pore Science Festival) 是有关科学、工程、技术和生物医学

的年度全国性活动。 

韩国同样十分注重学校科学教育和校外科学教育的结合。韩

国于1993年举办了世界科学博览会，韩国政府也因此将该年定为

“科学教育年”。“科学教育年”的科学教育活动主要在校外进

行，由各种各样的团体参与，目的是促进初、中等科学教育的发

展，提高广大群众的科学意识。此外，韩国还设立了科学日、科

学周和科学月，由科技部、各有关部门、社会团体和机关分工负

责，组织实施各种科技活动，如科技演讲、科技产品展览、科技

实验展示、科技文化研讨、科技竞赛等。 

日本虽然不是”一带一路“国家，但在亚洲范围内各方面教

育发展水平均处于领先地位，其校外科学教育和新加坡、韩国两

国相比可谓旗鼓相当。自1992年开始，日本每年都举办为期一周

的名为“青少年科学节”的科学普及活动,吸引近百万名青少年



 

86 
 

参加比赛，比赛包括模型制作比拼与论文撰写演讲两部分。由于

火山、地震活动较为频繁，日本还通过在典型地震灾害发生地建

设纪念馆或科普馆的形式开展教育活动，并且在当前的移动互联

时代还借助信息网络和人工智能技术来开展突发事件的应急演

练和应急防灾教育。在科学场馆建设上，日本的科学未来馆十分

著名。未来馆是日本科技振兴机构(Japan Science and Techno

logy Agency，简称JST)下属的事业部，会展出代表日本最先进

科技成果的展品，例如机器人ASIMO表演和未来馆的象征Geo-Co

smos地球宇宙。除展览和科普等活动运营外，未来馆最为重要的

工作就是展品创意策划，展品大部分创意策划由馆内负责，设计

和制作则分别外包给不同的专业公司。 

表 5-7. “一带一路”部分国家校外科学教育现状/特点 

校外科学教育现状/特点 国家 

科教场馆 有专门的科研中心，科学场

馆数量较多 

阿联酋、爱沙尼亚、塞浦路斯、塞浦路斯、土耳其、

意大利、新加坡、韩国 

科研中心、科学场馆等较少 巴基斯坦、黑山、肯尼亚、摩尔多瓦、苏丹、突尼斯、

埃及 

活动形式 有专门的科学教育活动、项

目、竞赛或科学文化节 

阿联酋、保加利亚、马来西亚、斯洛文尼亚、土耳其、

意大利、新加坡、韩国 

形式单一，科学探究或实验

机会较少 

巴基斯坦、黑山、肯尼亚、摩尔多瓦、苏丹 

政府部门、校外组织、私人机构等多方合

作或成立联盟 

阿联酋、阿曼、爱沙尼亚、菲律宾、斯洛文尼亚、土

耳其、希腊、新加坡、韩国 

具有竞赛、科学文化节等活动组织经验 南非、塞浦路斯、尼泊尔、土耳其、新加坡、韩国 

财政支持不足，科学教育项目经费有限 巴勒斯坦、苏丹 

因此，相对而言，校外科学教育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政治

文化局势较为稳定的国家才具备推广和落地的足够根基。爱沙尼

亚研究委员会发起了TeaMe+项目，旨在增加校外科学教育活动的

比例，并培训能够监督这些活动的人员。此外，爱沙尼亚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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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的STEM教育联盟，其活动包括：分享知识、组织研讨会和活

动、为STEM教育工作者开发培训项目、参与政策制定、提高对ST

EM教育和课外活动的认识、为STEM教育工作者颁奖等。 

土耳其科学和技术研究委员会每年为高中生组织科学奥林

匹克运动会，其主要目的是促进对科学和数学相关领域的兴趣。

学生们要参加物理、化学、生物、数学和信息技术的两层考试，

在这些考试中取得成功的学生将获得不同程度的资金奖励。此外，

得分最高的一组学生将参加国际科学奥林匹克运动会。 

在意大利，每个城市都定期组织各种校外科学教育活动，例

如都灵的Giovedi Scienza每周都可预约，帕多瓦每年都有伽利

略节。在欧洲一级组织的一项重要活动是Notte dei Ricercato

ri，其目的是通过街头实验、开放实验室、演讲和展览向全体人

口解释研究的作用及其应用。 

在校外科学教育上，英国文化协会自1940年以来一直与塞浦

路斯合作。其中，FameLab成为塞浦路斯和英国之间的文化关系

和交流的重要渠道，FameLab是英国与塞浦路斯Scico Cyprus和

研究与创新基金会(IDEK)一起组织的。自2011年以来，该比赛为

许多年轻有才华的科学家提供了机会，涉及了技术、物理、化学、

工程、生物、医学、数学等领域。总之，FameLab提供了塞浦路斯

与欧洲的其他科学家建立联系和合作的机会。 

南非有40年的科学博览会历史。1980年比勒陀利亚男子高中

举办了首届科学博览会——青年科学家博览会，从那时起，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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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举行了超过35场科学博览会、节日、博览会和竞赛。南非目

前有两个国家科学节，即非洲科学节和青年科学家博览会。 

在阿曼，教育部会同公共、私营和非政府部门合作举办校外

科学教育活动。例如面向不同层次学生的“阿曼科学节”，其目

标是通过简单的方式向学生和社会大众传播科学、激发学生创造

性思维的方法，为科学、创新和科学研究寻找积极的方向，鼓励

学生认识到科学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代表来自政府、军事和私营

机构等60个机构的超过1200名参与者参加了第二届阿曼科学节。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欧洲核研究组织(CERN)、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WIPO)和劳斯莱斯基金会等国际组织也广泛参与了该项活

动。 

在斯洛文尼亚，学生可以参加由公共和私人组织的各类竞赛、

夏令营、讲习班和暑期学校。斯洛文尼亚的技术文化协会（Asso

ciation for technical culture of Slovenia，以下简称ATC

S）组织各种学生的地区性和全国性比赛，包括化学、生物学、计

算机程序设计、建筑技术、建模(航空、火箭、船舶、汽车等)和

创新技术（ICT、多媒体、视频编辑、物联网、数字摄影、机器人

技术、3D编程）等领域。ATCS还组织青年研究者比赛，以及全年

提供创意暑期学校、工作坊和研究营。期间，斯洛文尼亚的数学

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协会联合教师、研究人员和学生，在公

众中普及科学。 

另外，在科学场馆、科学教育中心的建设上，大部分“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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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国家都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作为其科学教育的硬件支撑。

南非有40多个科学中心，分布在所有9个省。其中有26个（占比6

0%）中心集中位于南非的3个省，豪登省占23%，西开普省和夸祖

鲁-纳塔尔省则各占约19%。爱沙尼亚的科技场馆和中心也大多位

于较大的城市，例如AHHAA科学中心（www.ahhaa.ee）位于塔尔

图，超过300万不同年龄层的人参观了其展览和科学活动，该中

心为学校提供不同的讲习班、天文馆以及科学剧场的表演节目等；

此外还有位于塔林的能源发现中心（www.energiakeskus.ee），

旨在研究物理现象，已举办超过100个相关展览。希腊最著名的

科学中心和技术博物馆叫做NOESIS（The Noesis-Thessaloniki

 Science Center and Technology Museum （https://www.noe

sis.edu.gr/）是一个非营利性的文化教育组织，旨在通过展览、

电影、研讨会和讲座向公众普及现代知识。而在一些发展相对落

后的国家，科技场馆则略显匮乏，但依然发挥着向公民普及科学

的作用，例如黑山共和国在2019年建设了该国第一个科技公园，

将力图推进公民参与科技创新创业的孵化工作。 

5.4.3 校外科学教育创新性实践 

在“一带一路”国家中，一些面向科学教育的校外实践项目

颇具创新性，有效地促进了有责任感公民科学素质的培养，有些

项目也建立了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的有效连接。 

表 5-8. 部分“一带一路”国家的校外科学教育实践案例 

国家 项目 网站 面向人群 关键词 

新加坡 KidsSTOP https://www.sc

ience.edu.sg/v

18个月至 8岁的

儿童 

科学馆；科学探

究；家校 

http://www.ahhaa.ee/
http://www.energiakeskus.ee/
https://www.noesis.edu.gr/
https://www.noesis.edu.gr/


 

90 
 

isit-

us/kidsstop 

土耳其 Space Camp 

Turkey 

https://www.sp

acecampturkey.

com/en 

青少年和成年人 STEAM；太空 

南非 IKAMVAYOUTH http://ikamvan

itezone.org/ 

8至 12岁青少年 校外科学活动；

职业指导；科学

实验 

秘鲁 ALTERNATE 

EDUCATION FOR 

RURAL 

DEVELOPMENT 

http://www.wis

e-

qatar.org/alte

rnate-

education-

rural-

development-

peru-spain 

偏远地区的年轻

学生 

STEM；家校教育

服务 

意大利 SETAC http://www.mus

eoscienza.org/

setac 

教师、初高中学

生以及博物馆教

育工作者/讲解

员 

新教学法；科学

教师；博物馆和

科学中心 

塞浦路斯 SCIENCE FAIR http://www.ucy

.ac.cy/en/ 

10 至 12 岁的高

年级小学生和

12 至 15 岁的低

年级中学生 

科学探究；家校

合作 

葡萄牙 CHAMPIMÓ VEL http://www.fch

ampalimaud.org

/en/education 

小学生 医疗科学；3D互

动 

罗马尼亚 ACTIVI PENTRU 

VIITOR 

http://www.act

ivipentruviito

r.ro/ 

中小学生 STEM；家校合作 

阿联酋 COASTER LAB 

FERRARI WORLD 

http://www.fer

rariworldabudh

abi.com/ 

高年级中学生 STEM；物理；过

山车 

多个国家 FameLab http://www.bri

tishcouncil.it

/en/programmes

/education/fam

elab 

年轻的科学家和

工程师 

科学竞赛；科学

和技术对话 

多个国家 GALILEO-MOBILE http://www.gal

ileo-

mobile.org/ 

偏远地区的年轻

人和成年人 

天文科学教育；

偏远地区；乡村 

 

• 新加坡的 KidsSTOP 项目： 

https://www.spacecampturkey.com/en
https://www.spacecampturkey.com/en
https://www.spacecampturkey.com/en
http://ikamvanitezone.org/
http://ikamvanitezone.org/
http://www.wise-qatar.org/alternate-education-rural-development-peru-spain
http://www.wise-qatar.org/alternate-education-rural-development-peru-spain
http://www.wise-qatar.org/alternate-education-rural-development-peru-spain
http://www.wise-qatar.org/alternate-education-rural-development-peru-spain
http://www.wise-qatar.org/alternate-education-rural-development-peru-spain
http://www.wise-qatar.org/alternate-education-rural-development-peru-spain
http://www.wise-qatar.org/alternate-education-rural-development-peru-spain
http://www.wise-qatar.org/alternate-education-rural-development-peru-spain
http://www.museoscienza.org/setac
http://www.museoscienza.org/setac
http://www.museoscienza.org/setac
http://www.ucy.ac.cy/en/
http://www.ucy.ac.cy/en/
http://www.fchampalimaud.org/en/education
http://www.fchampalimaud.org/en/education
http://www.fchampalimaud.org/en/education
http://www.activipentruviitor.ro/
http://www.activipentruviitor.ro/
http://www.activipentruviitor.ro/
http://www.ferrariworldabudhabi.com/
http://www.ferrariworldabudhabi.com/
http://www.ferrariworldabudhabi.com/
http://www.britishcouncil.it/en/programmes/education/famelab
http://www.britishcouncil.it/en/programmes/education/famelab
http://www.britishcouncil.it/en/programmes/education/famelab
http://www.britishcouncil.it/en/programmes/education/famelab
http://www.britishcouncil.it/en/programmes/education/famelab
http://www.galileo-mobile.org/
http://www.galileo-mobile.org/
http://www.galileo-mobil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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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dsSTOP实际上是新加坡第一个儿童科学馆，面积约3000平

方米，旨在为18个月至8岁的儿童提供科学探究经验，促进他们

的好奇心和兴趣。KidsSTOP一共设置了24个展区，涵盖想象、体

验、探索、梦想四个主题。KidsSTOP还可以为家庭、学校提供不

同的活动服务，比如生日派对等亲子活动或科学探究校外活动等。

除此之外，KidsSTOP还会举办面向年轻学习者的STEAM文化节，

以此来激发孩子们的创造力。 

 
（图片来源： https://www.science.edu.sg/visit-us/kidsstop/about-kidsstop） 

• 土耳其的 Space Camp Turkey 项目： 

2000年，Space Camp Turkey作为一个私人资助的组织在伊

兹密尔成立。这是土耳其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太空营，吸引了许

多国际游客的参与。在这个营中，青少年和成年人通过互动的太

空模拟，学习在动态环境中的沟通、团队合作和领导能力。所有

在土耳其太空营实施的活动都是围绕STEAM（科学、技术、工程、

https://www.science.edu.sg/visit-us/kidsstop/about-kids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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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和数学）教育标准组织的。土耳其太空营的项目集中在模拟

器上，让参与者有在太空工作和生活的感觉。 

（图片来源：https://www.spacecampturkey.com/photos#gallery-13） 

• 南非的 IKAMVAYOUTH 项目： 

面向8至12岁青少年的IKAMVAYOUTH项目旨在为年轻人提供

免费的校外指导，参加该项目没有任何学术上的要求，但需要保

证每周出席三次以及至少75%的学期参与率。为该项目提供志愿

服务的指导老师有77%是原来的高校学生，提供的课程包括数字

素养和在线学习，以及提供职业指导、生命健康等技能学习的工

作坊。除科学实验以外，学生们可以参加的活动还包括参观博物

馆或知名地点的摄像工作坊活动。 

• 秘鲁的“ALTERNATE EDUCATION FOR RURAL DEVELOPMENT”

项目： 

正如其名称所示，秘鲁的“ALTERNATE EDUCATION FOR RUR

https://www.spacecampturkey.com/photos#gallery-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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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DEVELOPMENT”项目旨在为需要提前离开中学的偏远地区年轻

学生提供给替代性的教育服务。该项目极力重视STEM教育，也在

两周的时间里为这些学生们提供了从家到学校受教育的灵活选

择，建立起了社会职业发展与学校生活的长期互动。 

（图片来源：http://www.wise-qatar.org/alternate-education-rural-development-per

u-spain） 

• 意大利的 SETAC 项目： 

SETAC的项目全称是Science Education As a Tool forAct

ive Citizenship，其目标人群为教师、初高中学生以及博物馆

教育工作者/讲解员。该项目由多个校内和校外科学教育机构联

合开展，主要从事科学教育的新教学法以及提供高质量科学教育

的教师资源和指导等工作。此外，SETAC项目博物馆和科学中心

视为核心资源，旨在开发具备创新性的内容、提高科学在当代社

会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视，并激发年轻人开展关于科学的交流和对

话。 

• 塞浦路斯的“SCIENCE FAIR”项目： 

“SCIENCE FAIR”项目主要面向10至12岁的高年级小学生和

12至15岁的低年级中学生，其活动主要形式是：学校教授一个科

http://www.wise-qatar.org/alternate-education-rural-development-peru-spain
http://www.wise-qatar.org/alternate-education-rural-development-peru-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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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的单元并组织家长会议，指导学生们选择研究主题并提供

实验设计、数据搜集/分析和研究成果展示海报的支持工作，家

长们则协助举办互动性的展览和学校活动。该项目的突出特征是：

课程是探究式的，且需要团队协作来培养创造力和创业技能，课

程材料则通过研究来改进。此外，家长、当地社区都积极参与其

中，这也包括接受职前教育的学生群体，而相关活动也将进行仔

细的评估。 

• 葡萄牙的 CHAMPIMÓ VEL 项目： 

CHAMPIMÓ VEL项目主要面向小学生群体，在教育部的支持下

为他们提供全互动、可移动的3D体验以了解医疗科学领域最前沿

的问题，比如干细胞、纳米技术、DNA和基因治疗等概念，既能激

发创造力和想象力，又能激励少年儿童参与到科学探索活动中去。 

 
（图片来源：http://first.fchampalimaud.org/en/education/champimovel/） 

• 罗马尼亚的 CSO “ACTIVI PENTRU VIITOR”项目： 

“ACTIVI PENTRU VIITOR”是罗马尼亚语，对应的英文是“A

ctive for future”，该项目面向中小学生，旨在解决学校和社

区之间的隔阂，以促使真实世界中的体验、协作和批判性思考—

—尤其是在STEM教育领域——成为可能。该项目注重培养创新精

神，并鼓励社区人员分享专业技能。此外，来自不同城市的利益

http://first.fchampalimaud.org/en/education/champimo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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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者会用实际行动帮助加强共同变革。 

• 阿联酋的“COASTER LAB FERRARI WORLD”项目： 

阿布扎比酋长国的“COASTER LAB FERRARI WORLD”项目是

“法拉利世界”主题公园与教育部的合作下特有的过山车科学教

育项目，面向高年级的中学生提供STEM教育的趣味性学习体验。

该项目聚焦于过山车所体现的物理学原理，一方面符合《阿布扎

比2030战略愿景》（Abu Dhabi 2030 Strategic Vision），另

一方面也能有力推广STEM教育。项目的主要特点是在一个挑战常

规、强调创造力的环境里，通过理论结合实践的课程来最大化学

习成效并且增强学生们的问题解决、团队协作和交流能力，进而

培养逻辑分析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另外，也有一些科学教育在线平台为校外教育提供了资源上

的补充，比如斯洛文尼亚的Razlagamo.si在线科学教育资源平台

（https://razlagamo.si/）是一个自然科学相关内容的远程学习

平台，创建于2020年3月，目前已有约820个教学视频以及约600

名科学教育成员的加入。爱沙尼亚的e-Schoolbag (www.e-kool

ikott.ee) 和Opiq (www.opiq.ee)平台则为所有学科都提供了

数字资源。 

 

https://razlagamo.si/
http://www.e-koolikott.ee/
http://www.e-koolikott.ee/
http://www.opiq.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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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https://razlagamo.si/）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项目也充分体现了区域或国家间的合作： 

• FAMELAB 项目： 

FameLab比赛项目由英国文化协会每年在大约25个国家（包

括欧洲、中东、亚洲、南部非洲等区域）举办，每个国家比赛的

获胜者都要前往英国著名的切尔滕纳姆科学节参加每年6月举行

的FameLab国际总决赛。参加者主要是年轻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它旨在启发激励年轻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积极参与公众活动，相关

人员将科学带到课堂之外使之变得有趣，和鼓励热爱科学和技术

的年轻人向公众分享他们的热情。该项目通过发现、培训和指导

年轻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使他们能够在这个媒体密集的世界里开

展有效的沟通。 

https://razlagamo.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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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http://www.britishcouncil.it/en/programmes/education/famela） 

• GALILEO-MOBILE项目： 

GALILEO-MOBILE 是由宇航员、教育者以及科学交流者们管

理运营的一个非盈利项目，主要为校外教育较为缺乏的地区提供

近距离的天文科学教育，通过在学校和乡村里组织和天文学相关

的活动，来培养年轻人和成年人们对认识和探索宇宙的热爱，目

前已在塞浦路斯、哥伦比亚、印度、玻利维亚、智利、秘鲁、巴

西和乌干达等国家举办过相应的活动。该项目的教学材料为一本

名为“Cartilla de Actividades GalileoMobile”的手册，其

内容包含动手操作的活动指南和所学物理现象的解释，可免费下

载：http://www.galileo-mobile.org/galileomobile-resourc

es/galileomobile-handbooks。除此之外，该项目也和另外两个

项目紧密合作，分别是“Galileo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m

e”(GTTP)和“Atouch of Universe”(ATU)。 

http://www.britishcouncil.it/en/programmes/education/famela
http://www.galileo-mobile.org/galileomobile-resources/galileomobile-handbooks
http://www.galileo-mobile.org/galileomobile-resources/galileomobile-hand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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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http://www.galileo-mobile.org/galileomobile-about-us） 

5.4.4 校外科学教育的经验及启示 

校外教育的形式对科学教育的全国性推广和有效开展极具

意义，“一带一路”国家的校外科学教育发展水平呈多层次非均

匀分布，有的总体高于我国或基本持平，但大部分国家与我国还

有一定差距，这与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情况息息相关。

但不仅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在科学教育方面存在待解决的诸多问

题，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对我国而言，均可从

中吸取经验教训，为未来科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未雨绸缪。 

1）实现科学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重视科学教师的培养，

包括教师培养体系的完善以及教师后备力量的补给。一方面，从

“一带一路”国家科学教育的整体现状来看，一些国家在科学场

馆、科教中心等硬件设施的建设上准备充分，但科学教师的缺乏

使得其科学教育难以得到实质性的开展。另一方面，正如爱沙尼

亚所面临的科学教师老龄化问题，我们也理应保证将来有足够的

年轻科学教师储备。因此，鉴于目前个人档案电子化的普及，可

http://www.galileo-mobile.org/galileomobile-abou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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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对各年龄层的科学教师或理科学科教师进行较全面的从业人

员统计，以保证在各个年龄阶段有更好的衔接，保证科学教师力

量的可持续性。 

2）校外科学教育需要政企校协同合作开展。教育部及其下

属部门对校外科学教育的大力支持可以有效保障相关活动的顺

利开展，这一点在葡萄牙、阿曼、阿联酋等国家得到充分体现。

此外，爱沙尼亚、塞浦路斯、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多数“一带一

路”国家均鼓励企业和校外机构积极参与到校外科学教育活动及

赛事的筹办和组织中来，以提高相关活动的可持续性和影响力。

校外教育作为校内教育的补充，也离不开后者的强力支撑，因此

学校对于校外科学教育能否顺利实施至关重要，而如何配合政府

部分及企业机构合力开办校内外协同科学教育则是未来需要多

方关注的重点。 

3）校外科学教育应重视对教育公平的促进作用。科学技术

的创新创造是国家发展的动力，而科学教育则为下一代国家发展

中坚力量的培养保驾护航，鉴于校内教育的相对固定性，校外科

学教育可以充分利用其活动开展的灵活度及可迁移性，为校内教

育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提供足够的科学教育渠道和平台。已经在

多个国家顺利开展的GALILEO-MOBILE项目可以为此提供灵感，倘

若能为偏远山区的学生提供类似的科学探究活动，那么一定程度

上可以弥补相应地区校内科学教育水平的不足，有利于促进区域

教育公平的实现。此外，秘鲁的“ALTERNATE EDUCATION FOR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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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AL DEVELOPMENT”项目也有效衔接了偏远地区学生的校内外S

TEM教育服务。在这一方面，我国物理教育家朱正元教授于上世

纪提倡的“低成本实验”也是极具代表性的一种实践，不失为经

济落后地区开展校外科学教育的一种可行方案。 

5.5 新兴技术在科学教育中的应用  

5.5.1 新兴技术在科学教育中应用的重要性 

近年来，人们普遍认为，目前世界正在经历着一场新的技术

革命，而新技术革命的物质基础是新兴技术群。 新兴技术不是

一个或两个，而是一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有机“群

体”。 

新兴技术（包括AR、VR/AR、教育游戏等）在科学教育中的应

用，为学习者建构虚拟（增强）的学习情境，有助于学习者多方

位的理解学习内容，对于学习者学习动机的激发都具有促进作用，

帮助学习者对学习内容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和建构。 

表 5-9 部分“一带一路”部分国家新兴技术使用及其特点 

新兴技术在教育中应用现状/特点 国家 

在教学当中引入 AR、VR 技术，积极看待新兴

技术 

阿曼、保加利亚、塞浦路斯、爱沙尼亚、希腊、

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土耳其、菲律宾、马来

西亚、埃及 

机器人编程 意大利 

AR、VR 技术没有应用，计划引入 摩尔多瓦、突尼斯、肯尼亚、黑山、巴基斯坦、

南非、尼泊尔、利比亚 

意识到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的作用 阿联酋 

 

5.5.2 新兴技术在科学教育中应用的现状及问题 

    网络就绪指数”（Networked Readiness Index），是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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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经济论坛推出的一套指标体系。对全球主要经济体利用信息和

通信技术推动经济发展及竞争力的成效进行打分和排名，从而对

各经济体的信息科技水平进行评估。 

表 5-10. “一带一路”国家网络就绪指数及其排名 

国家名 2016年排名 2015年排名 

爱沙尼亚 22 22 

阿联酋 26 23 

马来西亚 31 32 

沙特阿拉伯 33 35 

斯洛文尼亚 37 37 

塞浦路斯 40 36 

意大利 45 55 

土耳其 48 48 

黑山 51 56 

阿曼 52 42 

南非 65 75 

瑞典 70 66 

摩尔多瓦 71 68 

保加利亚 73 69 

塞尔维亚 75 77 

菲律宾 77 76 

突尼斯 81 81 

肯尼亚 86 86 

巴基斯坦 110 112 

尼泊尔 118 118 

 

现状一：半数以上国家已经将 VR、AR、人工智能应用于科学

教育当中 

     以爱沙尼亚为例，爱沙尼亚的学校在科学教学中使用越来

越多的新兴技术。由于政府组织的财政支持，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基 于 使 用 数 字 镜 像 工 具 收 集 数 据 的 研 究

(https://digipegel.ee/)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教室都有电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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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投影仪，一些教室有智能板，学生和老师可以使用的平板电

脑，不同的机器人工具（尤其是学龄前和小学阶段）、基于传感

器的技术、视频设备，有时是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

或人工智能（AI）工具。此外，97%的基础学校学生拥有自己的智

能手机，可以使用自带设备（bring your own device， BYOD）

方法
[26]

。然而，有些学校的 Wi-Fi 质量不是最好的，这是使用

BYOD 方法时的一个问题。大多数学校还聘请了一名教育技术专

家，为教师使用技术提供支持。 

现状二：很多国家都非常重视新兴技术在科学教育中的应用 

以塞浦路斯为例，塞浦路斯正在努力将新兴技术应用于各行

各业，特别是教育行业，以便有足够的表现与其他排名靠前的国

家竞争。在当今的教育环境下，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

可以将课堂体验转变为理想的 21 世纪学习环境。毫无疑问，在

这个数字化的世界里，虚拟现实技术提供了许多实用、最简单、

最快的方式，可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增加他们对学习的投入，

发现新的体验。 

我们大家现在都非常熟悉的一些例子是通过虚拟教室平台

上课，在塞浦路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编码作为教育活动的一

部分，被纳入教育课程。因此，网络课程为学习和教学环境带来

了优势。教材开始由纸笔向数字化转变。当考虑到特别内向的学

生时，学习活动变得更加有趣、有趣和吸引人的注意力。现代科

技是 21 世纪科学教育的必由之路，教育部采取了各种教育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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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项目，并开始引入一些与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有关的理念。在

教学中引入这项技术需要适当的设备和工具。教育部努力通过现

有资源或与私营部门合作，向所有 1186 所学校提供交互式白板。

老师可以利用这些虚拟的科学板来展示他的课程。至于增强现实

技术，教育部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学校将获得可用于提供这种电

子学习的平板电脑。教育部最近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致力于教育

（包括教学）的数字化。针对基础教育学校科学教学中整合三类

虚拟实验室的方法进行了研究项目，证明该技术受到学生的积极

欢迎，提高了他们的学业成绩。 

现状三：有些学校无法负担新兴技术的价格 

以 VR、AR、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的新兴技术，在很多国家，

以目前的生产水平，成本是非常昂贵的，普及是很困难的，造成

只有少数学校能够享受到新兴技术带来的便利。 

在南非，少数有资源的学校将更容易、更快地适应不断变化的课

程的新要求，而在一些落后地区，很多学校负担不起新兴技术并

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来支持它。 

5.5.3 新兴技术在科学教育中的创新性实践 

在“一带一路”国家中，一些国家将新兴技术应有在科学教

育当中，下面列举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例。 

• 土耳其 官方国家数字教育平台 

从 2018 年起，随着 2023 年教育愿景的出台，教育信息网络

（EBA）的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EBA 是官方的国家数字教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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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为土耳其从学前教育到高中教育的学生和教师提供交互式和

特定学科的数字内容。其功能包括智能内容推荐系统、游戏化功

能和 EBA 档案袋，学生可以在其中展示他们的成就和工作。对于

年龄较大的学生，已经开发了一个 EBA 学术支持功能，以提供基

于人工智能辅助分析的自适应个性化学习。此外，为了支持教师，

还提供了专业发展和数字图书馆资源，EBA 专业发展平台为教师

持续专业发展提供在线支持。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EBA 对于

提供远程学习至关重要。 

• Go Lab 

Go-Lab Initiative 的目的是促进在 STEM 教育中使用创新

的学习技术，特别关注在线实验室（Labs）和查询学习应用程序

（Apps）。使用 Go-Lab 生态系统，教师可以找到各种实验室和

应用程序，并创建自定义的探究学习空间（ILS）。此外，“ Go-

Lab 计划”还针对教师开展了基于探究的科学教育（IBSE），21

世纪技能的发展以及教室中 ICT 和 Go-Lab 生态系统的使用等方

面的培训。 

多年来，有几个项目 为 Go-Lab 生态系统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该项目包括 Go-Lab 共享和支持平台（Golabz）和 Authoring and 

Learning 平台（Graasp）。通过与多个合作伙伴，专家和外部在

线实验室提供商的合作，Go-Lab 生态系统拥有最大的实验室集

合（虚拟实验室，远程实验室和数据集），一组经过教学设计的

应用程序以及由以下人员创建的一千多个 ILS：教师和专家。Go-

https://premium.golabz.eu/about/projects
https://premium.golabz.eu/about/projects
https://www.golabz.eu/
https://graasp.eu/
https://www.golabz.eu/labs
https://www.golabz.eu/apps
https://www.golabz.eu/spaces
https://www.golabz.eu/sp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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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 Initiative 团队在欧洲和非洲进行了数百次培训活动，覆

盖了数千名教师，教育者和教育机构的领导者。 

Go Lab 生态系统由特温特大学（荷兰）、瑞士洛桑联邦理工

学院（EPFL，瑞士）和 IMC 信息多媒体通信公司（德国）负责维

护。 

 

• Google 教室 

鉴于冠状病毒（COVID 19）的传播，阿曼采取了混合教育，

为学生讲授包括科学教学在内的各种学科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

的解决方案。在这种类型的教学中，科学教师有时会面对面地教

授科学科目，有时则会在家里通过电子平台进行教学。这些平台，

比如 Google 教室平台，有很多教育机会，可以与彼此和教师互

动。 

• 青蛙虚拟学习环境（V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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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名为青蛙虚拟学习环境（VLE）的在线学习系统在

马来西亚全国 10000 所学校推出并实施。Frog VLE 是英国采用

的，目的是在学校中发展电子学习的应用。虚拟青蛙 VLE 学习环

境是一个基于网络的学习系统，它将传统的教育系统与虚拟方法

相结合，模拟现实世界中的学习。例如，教师利用教学工具如图

形、视频、动画、声音和超链接进行教学，给出作业和测试，并

对其进行虚拟评分，而学生则通过 Frog VLE 发送作业并检查成

绩。 

然而，2019 年 7 月 1 日，所有学校必须停止使用目前的互

联网提供商，转而使用教育部确定的马来西亚主要互联网提供商

的服务，因此，在 2019 年 7 月 1 日，教育部用 Google教室取代

了 Frog VLE 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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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新兴技术在科学教育中应用的经验及启示 

（1）利用 VR、AR技术可以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兴

趣。各国的实践表明，将 VR、AR 应用在教学当中，学生的学习

兴趣更加强烈，学习效率更加高效。 

（2）将新兴技术的成本降低是普及的关键。很多地区经济

不发达，人民不富裕，当地学校无法承担新兴技术的购买或维护

费用，因此无法享受科技发展带来的好处。将新兴技术成本降低，

才能为更多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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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一带一路”国家科学教育发展现状总结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

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是发展水平不均的广大腹地国家，

这也意味着所有沿线国家存在着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差

异。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区域内的高水平经济一体化建设明显滞后，大多数地区基础设施

和实际需要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国内的沿边地

区、中亚地区，由于地广人稀、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等原因，交通、

通信等基础设施与欧洲、亚洲人口密集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与此同时，不同的政治氛围、文化传统、不同的语言体系、不同

的宗教信仰也无形中增大了国家间开展合作和交流的难度。 

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也同样影响着“一带一路”国

家科学教育的发展。部分国家或地区饱受不稳定政治局势乃至战

火的摧残，例如，由于战争的因素，利比亚的教育系统没有一个

成功的战略计划和未来愿景来实现相应的教育目标，科学教育没

有足够的体制、教育投入和相关设施的保障；国内政府的矛盾冲

突使得苏丹的科学教育发展严重受制于政治经济因素，在科学实

验室、材料和设备与对教师的大规模培训上急需国际及较发达国

家的援助。其他的国家，例如巴基斯坦，则由于区域政治和宗教

冲突以及整体经济水平的落后，导致自上世纪 50 年代之后没有

成形的用于促进科技教育的国家政策，此外，科学教师的严重缺

乏也使之难以大范围推行科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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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势较为稳定且经济发达的相关国家在科学教育上也

面临着一些挑战。作为高收入国家，爱沙尼亚十分重视教育，且

网络普及率非常高，97%中小学生拥有自己的智能手机，这也使

得其科学教育长期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在多次 PISA 测试中科

学素养均位居前列，目前爱沙尼亚将加强数学、物理、生物、化

学等多学科的整合，同时也将成为负责任公民的要求加入到其科

学教育目标中，这也使得其科学教育课程需要在将来有所调整，

以适应学生的全面发展需求；此外，爱沙尼亚面临的另一个挑战

是其科学教师的年龄总体偏大，数据表明五分之一的数学、化学、

地理和生物老师的年纪大于 60 岁，每四名物理老师中有一位至

少 60 岁。同为较发达国家的塞浦路斯在科学教育总体水平不低

的情况下，现阶段则注重于考虑将在线学习融入到所有教育系统

及平台中，此外在大规模 ICT 支持教育服务的过程中，适切的评

价方式以及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如何适应教学方式的变革也是主

要的挑战之一。除此之外，近些年在 PISA、TIMSS 科学测试中表

现不俗的斯洛文尼亚则面临着如何消除科学教育成就性别差异

的挑战以进一步提高其整体水平，而未来斯洛文尼亚也将继续推

进远程学习和 AI 等新兴技术在教学方法上的结合。 

无论是 PISA 2018 还是 TIMSS 2015，国际上较为权威的科

学教育测评结果可以间接反映相应国家科学教育水平的高低，而

二者均表明经济、政治、文化较为稳定的“一带一路”国家学生

科学表现更优，这一点在新加坡、韩国、爱沙尼亚等国家上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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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而国家如果是经济、政治、文化任一方面存在短板，其中

小学生科学表现也会受到影响。这一点也侧面反映了“一带一路”

国家构成的复杂性以及在科学教育发展上的不均衡性，为我国乃

至所有“一带一路”国家相互交流借鉴以及开展跨区域合作提供

有益参考。一方面，较发达国家的校外教育形式对包括我国在内

的科学教育的全国性推广和有效开展极具参考意义，且在政策标

准和课程体系的设计和制定上，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向新加坡、爱

沙尼亚等国家进行多方借鉴；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国家大部

分国家的科学教育发展水平与我国还存在一定差距，这与这些国

家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情况息息相关，在这一点上我国以及其

他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可以在教师培训体系、科学技术及设施支

撑上提供帮助和跨区域合作机会。总的来说，在科学教育上，我

国提倡的“引进来”和“走出去”依然可以成为在“一带一路”

国家范围内开展合作和交流的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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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带一路”国家科学教育发展需求 

根据各国专家反馈的信息，对部分“一带一路”国家科学教

育的发展需求整理如下表所示： 

表 6-1. “一带一路”国家科学教育发展需求列表 

需求国家 政府/政策 基础设施/课

程资源 

科学教师 学生 其他 

阿联酋 新兴技术 STEM课标     产学结合 

阿曼     技术/工具

支持的探究

性教学法； 

教师培训 

    

爱沙尼亚   STEAM整合 年轻教师 将科学与生

活和社会责

任结合起来 

  

巴基斯坦 统一的、长期

的政策 

实验室，科学

中心，竞赛、

展览、科学项

目等 

中小学教师     

巴勒斯坦 未来发展规

划 

      阿拉伯地区

项目合作 

保加利亚 改善教育质

量 

  教师培训 国际交换生 国际合作 

菲律宾 学校建设、教

材、实验室、

现代化设备

和教师群体； 

面向工业 4.0

的教育改革 

  新兴技术     

黑山 科学与教育

的部际合作 

现代化设备、

实验室； 

弹性课程 

在职和职前

培训 

天才学生项

目 

  

肯尼亚 政策需落实 学校设施； 

课程改革 

ICT 培训 利用国际标

准评价学生 

  

利比亚 战略规划； 

缺乏方法论 

实验室、电子

设备和现代

化课程 

    缺乏国际会

议和期刊 

马来西亚   重构科学教

育课程 

面向现代社

会需求的在

职和职前培

训 

4C 能力（批

判、创造、协

作和沟通能

力） 

未来教学法 

摩尔多瓦   能解决问题   学生对科学 细化学习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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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程改革； 

教材、资源、

评价等要向

国际靠拢 

的兴趣； 

21世纪素养 

系 

南非   开放教育资

源； 

非英语科学

教育资源 

教师专业发

展 

  科学节要面

向更多地区

和 人 群 开

放； 

移动学习 

尼泊尔 教育改革； 

科学教育政

策； 

加大科研投

资 

基础实验设

备 

优化科学教

师发展前景 

21世纪能力 对科技的重

视； 

产学结合 

塞浦路斯 政策要匹配

需求 

      面向未来长

期变革的研

究和需求分

析 

沙特阿拉伯       新兴技术支

持下的个性

化学习 

  

斯洛文尼亚     ICT 培训 异步学习； 

移动学习 

  

苏丹 对高校的财

政支持 

交互白板、实

验室等各类

基础设施； 

面向失学儿

童的教育资

源 

ICT 培训     

突尼斯 搭建科教体

系； 

提高科研投

入 

新兴技术； 

研究中心 

    鼓励各情境

下对科学的

终身学习以

及校外科学

教育； 

研究者和私

人机构的参

与 

土耳其   设备、实验室

等软硬件设

施 

STEM培训； 

对科学教师

的支持 

年轻人对物

理、生物、化

学等基础科

学的重视 

  

意大利     更针对科学

教育的教师

培训； 

对学前和小

学阶段性别

差异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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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学法 

印度 高等教育系

统改革 

 新兴科技在

教学中的应

用 

 跨学科的多

方协作 

埃及 改善教师职

业发展和课

程资源的国

家科研计划 

 多学科学习

工具； 

新教学法 

学生接触自

然世界的机

会 

政府与私人

机构的合作 

埃及    

新教学法 

学生接触自

然世界的机

会 

 

在政府及政策层面，一些“一带一路”国家需要自上而下制

定统一且完善的科学教育方针。这一需求不仅对于总体较为落后

的“一带一路”国家来说尤为重要，而且对于全世界所有国家而

言也是适用的。例如，巴基斯坦对于统一政策的需求十分迫切，

他们把科学教育纳入中小学教育政策视作改善科学教育的第一

步，因为迄今为止这些政策大多缺失或不够明确，进一步地，省

和联邦政府也需要在科学教育方面实行统一的政策。类似的，尼

泊尔也需要多方协作(政府、学校、大学、私营部门和国际)对其

国家的 STEM 教育进行规划和实施。此外，黑山则强调需要加强

教育和科学两个部门之间的合作，这需要财政资源和国家战略上

的支持。 

在基础设施及资源层面，由于“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发展

水平相对滞后，他们普遍需要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以及科学教育

在线平台与资源的建设。较落后的国家如巴基斯坦强调物质和技

术资源将有助于教育政策的实施以及探究式教学方法的实施，从

而为科学教育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因此需要国家完善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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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科学中心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并通过竞赛、展览、科学

项目等来进一步促进科学发展。尼泊尔也面临着和巴基斯坦类似

的问题，其高校科学实验室设备落后，而提供给一些学校的科学

设备、实验室等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因为这些学校缺乏训练

有素的教师、支持性资源以及维护预算。除此之外，土耳其教育

体系的庞大结构（近 1800 万学生和 200 万教师），使其很难在

每所学校提供足够的实验室环境和足够的设备。尽管目前的计划

建议并要求在没有先进甚至基本的实验室设备的情况下，从幼儿

园到 12 年级几乎所有级别的学生都可以进行实际的科学实验，

但是由于缺乏设备、实验室环境，教育系统的硬件和软件以及大

班额和高备考结构均阻碍了土耳其科学教育的发展。其他国家例

如阿曼，则强调需要为学生提供科学演示、模拟和建模程序、实

地考察自然环境、视频、参观科学博物馆的机会，还需要采用新

的方法论应用和创新，将教学游戏、电子实验室、残疾学生辅助

技术、智能机器人以及在线论坛、社交网络等应用到教学当中。 

在科学教师层面，不少“一带一路”国家均强调强大的教师

队伍储备对他们国家科学教育的发展而言十分关键。例如，爱沙

尼亚面临着科学教师老龄化的问题，这一点在物理学科上尤为明

显，而数学、化学、地理和生物等科目上也不容乐观，年纪大的

科学教师尽管教学经验丰富，但也较难将新兴技术或新型教学法

结合在其课堂教学当中。斯洛文尼亚希望在科学教师培训引入远

程学习的方法和方法，而理科教育专业生源减少、师资短缺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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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也将在未来随着在职教师的退休变得更加突出。土耳其的科学

教师则面临缺乏支持的障碍：许多科学教师在学校里是孤独的，

他们得不到足够的引导来帮助他们的学生进行科学课题的实验

和培养对科学的认识，因此需要其教育部与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利

益相关者合作，为教师和学生建立足够的基础设施，以及无障碍、

灵活和可持续的专业发展以及支持系统，使教师更好地为学生服

务。而科学教师的短缺问题在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国家中更为严重，

比如尼泊尔强调科学教师教育不应仅仅培养新教师，而应培养具

有研究和创新知识的有能力和高技能的人力资源；巴基斯坦由于

在教师培训计划在培养未来教师方面不够充分，他们希望通过科

学教师在教学内容和教学专长方面的发展能够最终保障科学教

育在较低层次学校的有效开展。 

在学生意识层面，一些“一带一路”国家表示需要加强对科

学和科学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例如，在土耳其，物理、生物和化

学等基础科学课程在年轻一代中并不受欢迎，甚至一些大学已经

关闭了这些课程。因此他们将提高青少年对科学各个领域的认识

当作未来科学教育发展的首要要求之一，其教育部也支持通过在

学校中创建 STEM教育的特殊计划来提高对 STEM 领域的认识，并

培训教师将 STEM 项目或活动纳入其常规计划。类似的，斯洛文

尼亚也认为他们需要提高学生们对于科学的兴趣、动机和积极的

态度。而在爱沙尼亚，除了数学、科学技术能力和数字能力外，

科学教育在其国家课程中也同样强调文化价值能力、社会公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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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自主能力、学习能力、沟通能力和创业能力，因此其科学教

育也将着力于培养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科学思维和创造力的

公民。意大利则强调需要考虑性别差异对科学教育的影响，因此

需在学前和小学教育这两个早期教育阶段上有所侧重。 

综上所述，在未来的合作上，定期的会议、学习社区的交流

以及培训体系和标准乃至资源的共享都可以成为“一带一路”国

家科学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合作共享的角度上，一方面，

我国具有较为完善的科学课程国家标准及统一政策，可以为巴基

斯坦、尼泊尔等“一带一路”国家提供参考；另一方面，我国基

础设施、数字资源和在线平台的技术储备可以为“一带一路”国

家进一步完善其科学教育环境提供支持。此外，无论是学术会议

还是学习社区，在“一带一路”国家层面上的国际交流也将有助

于培养更具国际视野的新一代科学教师，而国家和地区间的科学

教育活动或竞赛也能提升“一带一路”国家年轻一代学生对科学

的兴趣，同时扩大科学教育在相关国家的影响力，更好地服务于

“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同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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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科学教育合作的发展建议 

基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学教育发展现状及需求的调

研，为了更好地促进科学教育的协同发展，搭建服务于“一带一

路”国家的科学教育合作发展平台，提出如下发展建议：科学教

育合作发展平台，提出如下发展建议： 

（一）建立协调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建立协调机制优化资源配

置 

一是建立项目管理协作机制。基于科协已有的“一带一路”

科学教育协调委员会，明确各个国家的联络负责人，定期召开高

层会议，明确“一带一路”国家科学教育协同发展方向，促进“一

带一路”国家科学教育合作向纵深发展。 

二是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在国际科学教育合作过程中，

尤其是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过程中，涉及国家广、合作领域

多，只有遵守知识产权保护，才能明确各方的权益，促进先进技

术和科学教育资源共享以实现共赢。积极开展与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等国际组织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知识产权机构的合作与交流，学

习别国先进经验，提升对知识产权规则的应用能力。 

三是协调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学教育资源，广泛开

展课外科技活动，促进课外科技活动与学校教育的有效衔接。组

织开展“科技馆活动进校园”工作，开发和集成与学校科学课程

相衔接的科技活动资源，提升科技类博物馆、科研院所等科普教

育基地的科普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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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重科学教育人才建设注重科学教育人才建设 

一是加强科学教育人才培养与交流，与“一带一路”国家形

成人才共同培养机制，发挥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在国际合作中的

重要角色。可以提供多样化的“一带一路”国家人才共同培养机

制，比如开展科学教育留学生交流项目、“一带一路”国家科学

教育研究专项基金，基于此开展国际合作研究，通过这些形式，

鼓励“一带一路”国家进行多样化的人才协同发展和合作，共同

推进“一带一路”国家科学教育质量的提升。 

二是完善综合的科学教育服务平台建设。基于现有的服务平

台，形成以人才资源库、科学教育活动/竞赛库、科学教育成果

库等资源平台，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 

三是提供系统化、多层次的教师培训。科学教师的在科学教

育实施中的重要性是被广泛认可的，然而诸多“一带一路”国家

存在科学教育教师缺乏、教师水平需要不断提升的需求。近年来

我国高度重视教师培训，为教师提供多层次、多维度、多种形式

的培训，包括教学理论层、也有工具实操层；有线下的培训，也

有几十万人同时在线的科学教师培训。因此，可以组织针对教师

培训的跨区域线上线下研讨会，一方面，可以通过合作交流取长

补短，完善各国科学教师培训体系，另一方面，也能结合我国在

基础设施、数字资源和在线平台建设上的经验，为搭建在线教师

培训平台提供技术支撑。对科学教育教师科学素养培养内容主要

包括：学科知识、教学知识与方式以及教学反思能力。其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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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知识层面，要求教师变静态的知识观为动态的知识观，即把

科学知识看成是动态且不断发展的。在教学方式上，强调熟练掌

握探究式教学方式，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不同情境、不同学生

发展需求使用灵活的教学方式。在教学反思能力方面，要求教师

将个人教学经验、学科知识以及教学与知识相互整合，在日常教

学反思中不断改进科学学科的教学教学方式和内容。 

四是广泛开展科学教育活动、竞赛等方面的国际合作，提升

学生对科学的兴趣，培养人才。根据不同国家的情况，打造适切

的科学教育活动、竞赛。比如，对于经济实力不强的国家，可以

输出 low-cost 为主题的活动/竞赛。对于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

可以与他们保持合作，共同开展具有国际影响力、有特色的科学

教育活动/竞赛。 

（三）大力推进教育信息化和开放教育资源建设 

一是推进教育信息化资源的互联互通。我国教育信息化快速

发展，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与教育信息化应用水平逐步提高，同

时具有在宏观层面上较为完备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以及在微

观层面上能够贯彻实施的具体行动计划。借助“一带一路”合作

框架，可以充分发挥我国在教育信息化上的经验和技术储备，通

过教育信息化资源建设打通各国在科学教育上的合作共享渠道。

同时充分利用教育信息化技术，帮助非洲国家培训数千名教师，

提升教师的信息化能力。与之相随，全民教育、优质教育、个性

化学习和终身学习成为信息时代教育发展的重要特征。能够贯彻



 

120 
 

实施的具体行动计划。同时充分利用教育信息化技术，帮助非洲

国家培训数千名教师，提升教师的信息化能力。与之相随，全民

教育、优质教育、个性化学习和终身学习成为信息时代教育发展

的重要特征。 

二是鼓励各国参与到科学教育开放教育资源创建及实践中，

包括在线的辅助性平台以及科学实验资源、虚拟实验平台、科学

教具等。不同国家科学教育发展阶段不同，对于科学教育资源的

需求也有所不同，较发达国家可以将较为成熟的开放教育资源作

为合作共享的基础，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国家人口及文化的多

样性创设更先进的资源平台，较落后的国家可以引进并学习借鉴

相关技术和经验，实现在科学教育上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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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录 

8.1 国外专家组名单 

 

编号  国家  专家名  机构名  邮箱  职称  

1  黑山  Tamara Mili

ć  

黑山教育部  milic.tama

ra@gmail.c

om  

博士  

2  塞浦路斯  Prof. Dr. 

Zehra 

Altinay   

近东大学，社

会研究和发

展中心教育

学院教育科

学研究生院  

zehra.alti

naygazi@ne

u.edu.tr 

zehaltinay

@gmail.com  

教授  

  Gokmen 

Dagli   

 凯里尼亚大

学教育学院，

近东大学教

育科学研究

生院  

gokmen.dag

li@kyrenia

.edu.tr  

教授  

  Prof. Dr. 

Fahriye 

Altinay   

 近东大学，

社会研究和

发展中心教

育科学研究

生院  

fahriye.al

tinay@neu.

edu.tr  

教授  

3  巴基斯坦  Mustafa, 

Muhammad 

Yasir  

中国北京师

范大学教育

技术学院  

Yasirresea

rch@outloo

k.com  

博士  

  Ahmed, Afaq  巴基斯坦卡

拉奇阿加汗

大学教育发

展研究所  

afaqahmed.

edu@gmail.

com  

硕士研究生  

4  保加利亚  Malinka 

Ivanova  

索非亚技术

大学能源电

子学院  

m_ivanova@

tu-

sofia.bg  

博士  

5  爱沙尼亚  Külli Kori  塔林大学教

育科学学院  

kulli.kori

@tlu.ee  

博士后  

6  斯洛文尼亚  Dr. Eva 

Klemenčič  

马里博尔大

学自然科学

和数学系  

eva.klemen

cic@um.si   

博士  

  Dr. Andrej 

Flogie  

  andrej.flo

gie@um.si   

博士  

    prof. Dr. 

Robert 

Repnik  

  robert.rep

nik@um.si   

博士  

mailto:milic.tamara@gmail.com
mailto:milic.tamara@gmail.com
mailto:milic.tamara@gmail.com
mailto:zehra.altinaygazi@neu.edu.tr
mailto:zehra.altinaygazi@neu.edu.tr
mailto:zehra.altinaygazi@neu.edu.tr
mailto:zehaltinay@gmail.com
mailto:zehaltinay@gmail.com
mailto:gokmen.dagli@kyrenia.edu.tr
mailto:gokmen.dagli@kyrenia.edu.tr
mailto:gokmen.dagli@kyrenia.edu.tr
mailto:fahriye.altinay@neu.edu.tr
mailto:fahriye.altinay@neu.edu.tr
mailto:fahriye.altinay@neu.edu.tr
mailto:Yasirresearch@outlook.com
mailto:Yasirresearch@outlook.com
mailto:Yasirresearch@outlook.com
mailto:afaqahmed.edu@gmail.com
mailto:afaqahmed.edu@gmail.com
mailto:afaqahmed.edu@gmail.com
mailto:m_ivanova@tu-sofia.bg
mailto:m_ivanova@tu-sofia.bg
mailto:m_ivanova@tu-sofia.bg
mailto:kulli.kori@tlu.ee
mailto:kulli.kori@tlu.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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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andrej.flogie@um.si
mailto:andrej.flogie@um.si
mailto:robert.repnik@um.si
mailto:robert.repnik@um.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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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希腊  Charalampos 

Karagiannid

is  

希腊塞萨利

大学，特殊教

育系，信息和

通信技术在

学习和特殊

教育中的应

用  

karagian@u

th.gr  

教授  

  Angeliki 

Karamatsouk

i  

希腊塞萨洛

尼基亚里士

多德大学，哲

学和教育学

系  

ankaramat@

edlit.auth

.gr  

博士  

  George 

Chorozidis  

希腊塞萨利

大学，特殊教

育系  

gchorozidi

s@uth.gr  

博士  

8  苏丹  Tairab Adam 

Musa  

北京师范大

学智慧学习

学院  

atairab@gm

ail.com  

 博士  

  Mohmmed 

Omer 

babiker 

Hassan  

教育部办公

室经理，苏丹

联邦基础教

育部  

omer232009

@gmail.com  

 博士  

9  阿曼  Prof. 

Ambusaidi, 

Abdullah  

阿曼教育部  ambusaidi4

0@hotmail.

com  

教授  

  Dr. Shahat, 

Mohamed A.  

阿曼苏丹卡

布斯大学；埃

及阿斯旺大

学  

m.shahat@s

qu.edu.om  

博士  

  Prof. Al 

Musawi, Ali  

阿曼苏丹卡

布斯大学  

asmusawi@s

qu.edu.om  

教授  

10  南非  Jako 

Olivier  

南非西北大

学，教育学院

自主学习研

究组  

jako.olivi

er@nwu.ac.

za  

教授  

  Donnavan 

Kruger  

  Donnavan.K

ruger@nwu.

ac.za  

博士、高级讲

师  

11  意大利  Maria 

Giulia 

Ballatore  

都灵理工大

学，数学科学

系  

maria.ball

atore@poli

to.it  

博士  

  Martino 

Bernardi  

乔瓦尼阿涅

利基金会  

martino.be

rnardi@fon

dazioneagn

经济学家  

mailto:karagian@uth.gr
mailto:karagian@uth.gr
mailto:ankaramat@edlit.auth.gr
mailto:ankaramat@edlit.auth.gr
mailto:ankaramat@edlit.auth.gr
mailto:gchorozidis@uth.gr
mailto:gchorozidis@uth.gr
mailto:atairab@gmail.com
mailto:atairab@gmail.com
mailto:omer232009@gmail.com
mailto:omer232009@gmail.com
mailto:ambusaidi40@hotmail.com
mailto:ambusaidi40@hotmail.com
mailto:ambusaidi40@hotmail.com
mailto:m.shahat@squ.edu.om
mailto:m.shahat@squ.edu.om
mailto:asmusawi@squ.edu.om
mailto:asmusawi@squ.edu.om
mailto:jako.olivier@nwu.ac.za
mailto:jako.olivier@nwu.ac.za
mailto:jako.olivier@nwu.ac.za
mailto:Donnavan.Kruger@nwu.ac.za
mailto:Donnavan.Kruger@nwu.ac.za
mailto:Donnavan.Kruger@nwu.ac.za
mailto:maria.ballatore@polito.it
mailto:maria.ballatore@polito.it
mailto:maria.ballatore@polito.it
mailto:martino.bernardi@fondazioneagnelli.it
mailto:martino.bernardi@fondazioneagnelli.it
mailto:martino.bernardi@fondazioneagnelli.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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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i.it  

  Andrea 

Gavosto  

乔瓦尼阿涅

利基金会  

andrea.gav

osto@fonda

zioneagnel

li.it  

经济学家  

  Anita 

Tabacco  

都灵理工大

学，数学科学

系  

anita.taba

cco@polito

.it  

博士  

12  土耳其  Cengiz 

Hakan AYDIN  

阿纳多卢大

学  

chaydin@an

adolu.edu.

tr  

教授  

  Sibel KAYA  科贾埃利大

学  

sibelkaya@

gmail.com  

博士  

  Eda ATASOY  阿纳多卢大

学  

ekaypak@an

adolu.edu.

tr  

讲师  

  Merve 

DIYARRBAKIR

LI  

阿纳多卢大

学  

mervebakka

l@anadolu.

edu.tr  

英语教师  

13  利比亚  Dr Masauda 

A Elaswed  

利比亚培训

和教育发展

总中心  

aswedma@gm

ail.com   

masauda@mo

e.gov.ly  

博士  

14  肯尼亚  Makoba 

Edmond 

Kizito  

非洲数学科

学和技术教

育 中 心

(CEMASTEA)  

mkizito686

@gmail.com  

生物教学院

长  

  John 

Odhiambo  

   j.odhiambo

h2001@gmai

l.com  

  

15  摩尔多瓦  Dumbraveanu 

Roza  

伊恩·克林加

州立师范大

学  

dumbravean

u.roza@gma

il.com  

博士  

16  巴勒斯坦  Zuheir N. 

Khlaif  

巴勒斯坦纳

布卢斯安纳

贾国立大学，

教育科学和

教师培训系  

zkhlaif@na

jah.edu   

讲师  

      Itmazi 

Ahmad Jamil  

科研院院长  j.itmazi@g

mail.com  

博士  

17  塞尔维亚  Danijela 

Kostadinovi

ć  Krasi ć , 

Phd  

贝尔格莱德

大学  

Danijela.K

ostadinovi

c@uf.bg.ac

.rs  

博士  

mailto:martino.bernardi@fondazioneagnelli.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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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imir 

Mandić  

      博士  

  Milan 

Stanković  

      博士  

18  菲律宾  De La Cruz, 

Robert 

John, De 

Los Reyes  

里扎尔国家

科学高中  

robjohndc@

gmail.com  

博士、高中教

师  

19  马来西亚  Eng Tek Ong  苏丹伊德里

斯教育大学  

ong.engtek

@fpm.upsi.

edu.my  

教授  

20  尼泊尔  Mohan 

Paudel  

特里布万大

学，中央教育

部科学与环

境教育系  

   讲师  

  Prof. Dr. 

Rajani 

Rajbhandary  

特里布万大

学桑诺蒂米

校区，科学教

育系  

   教授  

21  突尼斯  Ms. Mouna 

Denden  

突尼斯大学，

信息通信和

电子工程技

术研究实验

室  

mouna.dend

en91@gmail

.com  

博士  

  Dr. Mohamed 

Jemni  

阿拉伯联盟

教育、文化和

科学组织  

mohamed.je

mni@alecso

.org.tn  

博士  

  Dr. Ahmed 

Tlili  

北京师范大

学智慧学习

学院  

ahmedtlili

@ieee.org  

博士  

22  阿联酋  Dr. Samia 

Kouki.  

阿联酋哈伊

马角高等技

术学院  

skouki@hct

.ac.ae  

博士  

  Dr. Mouza 

Alshemaili  

  malshemail

i@hct.ac.a

e  

博士  

23  沙特阿拉伯  Fathi 

Essalmi  

吉达大学，商

学院管理信

息系统系  

feessalmi@

uj.edu.sa  

博士  

24 

  

  

  

埃及 

  

  

  

Ola Hosny 

  

美国大学开

罗分校 

 

olahosny@a

ucegypt.ed

u 

博士 

  

Ghada 美国大学开     

mailto:robjohndc@gmail.com
mailto:robjohndc@gmail.com
mailto:ong.engtek@fpm.upsi.edu.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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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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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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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分校计算

机和人工智

能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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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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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2日国家

科学教育论坛 

9 月 17 日“一带

一路”科学教育国

际网络研讨会 

9月 28日“一带一

路”科学教育国际

网络研讨会 

11月 9日重庆科学

教育论坛 

11月 19日“一带

一路”科学教育国

际网络研讨会 

Zehra 

Altinay（塞浦

路斯，近东大

学） 

Eng Tek Ong（马

来西亚，苏丹伊德

里斯教育大学） 

Yang Feng 中国科

协青少年科学中心 

Jako Olibier（西

北大学） 

Yang Feng中国科

协青少年科学中

心 

Wendy（英国，

卡迪夫大学） 

Rajani 

Rajbhandary（尼

泊尔，特里布万大

学） 

Zehra Altinay（塞

浦路斯，近东大学) 

Külli Kori 

（塔林大学） 

Daniel Burgos，

（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电子教学主

席，利奥哈国际大

学教授） 

 

Natalia 

Amelina 

Wang Jingjing

（中国，北京师范

大学） 

Muhammad Yasir 

Mustafa（北京师范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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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大学） 

Zehra Altinay

（塞浦路斯，近东

大学) 

James Slotta

（澳大利亚，

多伦多大学） 

Janchai 

YINGPRAYOON（泰

国，宣素那他皇家

大学） 

Eva Klemen č i č , 

Andrej Flogie, 

Robert Repnik 

（塞尔维亚） 

Tamara Milić（黑

山教育部） 

Asit Kumar Das 

（印度社会改革

与研究所） 

Manzoor 

Hussain 

Soomro（经济

合作组织科学

基金会主席） 

  Külli Kori（爱沙

尼亚，塔林大学教

育科学学院） 

Manzoor H. 

Soom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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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 (ECOSF)主

席 

 

Hu Weiping

（中国教育部 

    Academician 

Dato’ Ir.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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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三次交流会的专家名单 

 

 

 

 

 

  

  

 

 

10

28

3
1 2

国外专家职称比例

教授 博士 讲师 博士后 一线教师

中国基础教育

评估协同创新

中心） 

Lee Yee Cheong 

   Nicoleta 

Vasilcovs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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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国内专家组名单 

顾问 

黄荣怀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院长，教授 

郑永和 北京师范大学科学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 

 

专家组名单 

胡卫平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罗星凯 广西师范大学教授 

董艳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王晶莹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李艳燕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庄榕霞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严晓梅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 

曾海军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副院长 

 

项目组名单 

朱立新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张香玲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博士后 

Ahmed Tlili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博士后 

李冀红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博士生 

蔡臻昱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硕士生 

孙驰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科研助理 

宿金超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科研助理 

李阳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科研助理 

 

6

31

1
2

国外专家所在机构情况汇总

教育部 高校 中小学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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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专家观点汇总 

8.3.1 9 月 17 日“一带一路”科学教育网络研讨会分享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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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Janchai YINGPRAYOON 分享内容摘要 

 

主题：泰国的“一带一路”视角 

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 的缩写）是一带一路的丝绸

之路经济带（SReb）和海上丝绸之路（MSR）。它专注于五个

主要领域来改善连通性：政策协调，基础设施建设，贸易畅

通无阻，金融一体化和人际关系。其中，基础设施建设（包

括 铁 路 和 公 路 ） 是 新 丝 绸 之 路 的 主 要 特 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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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Tek ONG 分享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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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马来西亚的科学教育 

1.当前马来西亚的科学教育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趋势： 

①教育哲学： 

现状：实证主义者（以教师为中心、教授客观事实、知

识是由老师传给学生的） 

未来的趋势：建构主义者（以学生为中心、教授客观事

实、知识是由学习者建构的） 

②课程： 

  现状：事实的 

未来的趋势：平衡的（科学技能和过程、批判性和创造

性思维、解决问题、决策、推理） 

③教学法： 

 现状：有限的方法（传递、规定、实验方法、演绎） 

     发展的趋势：广泛的方法（调查/探索、解决问题、

HOTS,STEM、归纳的） 

④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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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状：纸笔测验（强调产品的学习和“正确”的答案） 

 未来的趋势：替代办法（强调学习的过程；档案袋，期

刊，校本；整合了高阶思维技能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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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ara Milić 分享内容摘要 

 

主题：黑山的教育和科学是社会全面发展和福祉的基础 

1.科学研究活动战略定义：开发人力资源和研究能力；创新

战略：提高创新和技术发展能力（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监

测）；智能专业化战略：建立竞争优势，将研究和创新优势

与经济和市场发展的需要联系起来。 

2.正在进行的主要项目：“面向 21 世纪的学校”、“数字教

室”、“黑山教育系统关键能力的整合”（STEM） 

3. “开放科学日”：目的是促进科学在社会中的普及，提高

其知名度，特别是使科学和研究更接近年轻一代。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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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han Paudel 分享内容摘要 

 

主题：尼泊尔的科学教育 

1.教育部门预算占国家预算的 9.91%（2017/18），比上一年

的 11.09%（2016/17）下降；2017/18 年，6 岁以上的识字率

为 78%；美国国家学生成就评估（NASA）研究表明，学生在 8

年级理科的学习成就分数只有 41 分。科学与数学、英语并列

为 SEE 考试的前三名失败科目。 

2.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科学和科学教育进入尼泊尔的教

育话语，特别是随着民主运动的开始。尼泊尔于 1954 年制定

了第一个国家教育系统计划（NNEPC，1956 年），有明确的

结构框架和具体的学习课程，科学被列为选修课。NESP（1971）

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和职业教育。科学已被列为必修课。第六

个计划（1980-1985 年）首次在发展计划中赋予了科学技术

应有的地位。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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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个五年计划（1985-1990 年）强调了发展科学技术教育

的承诺。“九五”规划（1998 年至 2003 年）从小学到中学

都更加重视科学和数学教育。国家科技政策（2005）。教育

信息化总体规划（2013-2017）。 

3. SEDEC 是为了加强学校科学教育而成立的，它帮助在 25

个不同的地区开设科学教育发展单位（SEDU），为马来西亚

的教师培训师制定短期教师培训计划。还为初中（6-8 年级）

和中学（9-10 年级）教师制定了教师培训计划，包括为期 10

个月的英语、数学和科学课程。 

4. Nepal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ST) 学

院主要目标：科学技术进步促进国家的全面发展；土著技术

的保存和进一步现代化；促进科学技术研究；确定和促进适

当的技术转让。 

5.2009-2015 年学校部门改革计划（SSRP）和 2016-2020 年

学校部门发展计划（SSDP），以实现全民优质教育。在 SSDP

中，计算机技术和技能越来越受到教师的重视。它涵盖了包 

括教师教育在内的许多教育领域。 

6.尼泊尔特里布万大学与芬兰 JAMK 和 HAMK 大学合作，通过

开放和远程学习模式，为来自不同地区校园的科学教育、数

学教育和社会研究教育教师制定了能力建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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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Rajani  Rajbhandary 分享内容摘要 

 

主题：介绍尼泊尔科学教育 

1.尼泊尔当前教育面临的挑战： 

素质教育；不同农村地区的受教育机会；缺乏科学、数学等

不同学科的教师；缺乏具备信息通信技术和教学技能的合格

教师；学生科学学习动机的减少；死记硬背；较少应用他们

的学习；在科学、数学等不同学科中的成绩不高；社会研究 

纸笔测试在评价中的应用。 

2.尼泊尔特里布万大学和芬兰 JAMK 大学、芬兰 HAMK 大学联

合举办的“通过 ODL模式提高教育质量的教师培训计划（TPP-

尼泊尔）”。芬兰 28 名教师接受信息和通信技术和教学技能

培训。两学期的理学教育课程和社会研究学士课程（教育学

课程）通过 ODL 模式在尼泊尔的组成校园中实施，来自尼泊

尔不同地区的 100 多名学生参加。然而，随着学生数量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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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在科学、数学和社会学等不同学科中具有教育学和信息

通信技术知识的合格、称职的教师仍然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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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Jingying 分享内容摘要 

 

主题：中国科学教育现状和挑战 

1.中国学生的学业水平和国际排名：中国四省市处于高水平

阶段 （4-6）学生比例明显高于 OECD 成员国和所有参与方

的平均水平，呈现高成就极为突出的状况。中国四、八年级

学生科学学业成就达到中等及以上水平的比例较高。中国四、

八年级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较强，科学探究和思维等高阶技

能有待提高。 

2．科学教师的数量和结构：相比 2016 年，2017 年的小学、

初中和高中科学教师有 20.5 万人，比 2016 年增加 7.87%，

但数量仅为数学老师的 1/8。中国中小学数学和科学教师的

学历以本科和专科层次为主。小学科学教师专科占比 47%， 

学历层次较低。 



 

173 
 

3.科技馆的数量：近十年来中国科普场馆数量由 2008 年的

285 个增加到 2017 年的 488 个，增长率 71.2%。58.2%的农

村学生在 2015年内从没有与父母一起参观过这些科普场馆，

42.9%的农村学生该年内从没有自己或与同学一起参观。农

村学生参观博物馆的机会较少。 

4.STEM 职业期望：中国学生的 STEM 职业期望方面，医疗卫

生是 15 岁学生首选职业，其次是科学和工程、信息与通讯技

术以及科学相关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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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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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9 月 28 日“一带一路”科学教育网络研讨会分享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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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Feng 分享内容摘要 

 

 

主题：携手共进，共创科学教育的美好未来 

1.科协在开展“一带一路”科教合作中的探索与实践 

① 中国少年儿童科学中心 

少年儿童科学中心成立于 1978 年，是中国科协下属

的非营利组织。中国科学院致力于通过科学教育项目和公

共活动，让公众了解科学技术，激发年轻一代的创新精神。

中国科学院与各省级分支机构、科学博物馆和科技成果中

心共同组成了全国性的非正规科学教育和科普活动网络。 

2.BRISECC2019 年的主要业绩 

①“一带一路”：文明教育课程融合已在中巴两国试

点。2020 年，来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突尼斯的

成员组织也将开始试点项目。 

      ②在第三届“一带一路”青少年创客营和教师研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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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来自乌克兰、突尼斯和澳大利亚的成员介绍了课程、

研讨会并设立了特别奖项。 

      ③通过会员合作开展教师培训项目。网上培训中心已

经开通。 

3,在 BRISECC 框架下，我们正在共同建设“一带一路虚拟科

学中心”，以形成一个自由平台，促进数字科学教育资源的

集中共享。该平台将有助于各国科学教育机构加强经验交流

和资源共享，为“一带一路”科学教育的蓬勃发展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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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hammad Yasir Mustafa 分享内容摘要 

 

主题：巴基斯坦科学教育：现状与规划者的展望 

1.科学教育的现状：《国家教育政策》（1979 年）提倡将科

学学科作为中学一个单独的组成部分。《国家教育政策（2009

年）》和《国家教育政策草案（2017 年）》强调促进科学技

术促进经济发展。 

然而，教育政策（2009 年）和政策草案（2017 年）中没有提

到关于中小学科学教育的明确框架。 

目前，科学是一门多学科的学科，作为一门必修课在中小学

开设，其中包括物理、生物、化学等学科。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CST）成立于 1984 年，处于决策的顶

峰，负责与部际和省际利益相关者协调，努力制定科学技术

生产和发展计划。 

2010 年第 18 次宪法修正案赋予各省制定政策的自主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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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各省的教育政策各不相同，这也直接影响到科学教育（如

不同的招生政策）。 

2.“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在提供合作和伙伴关系平台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以便共同努力，了解在执行这些方案时常常被

忽视的复杂的背景现实。 

3.Ignite是一家由信息技术和电信部创办的公司。Ignite的

目标是促进研究和创新。Ignite 现在从事三个关键领域的活

动：支持大学、企业和非营利的研发和创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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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ülli kori 分享内容摘要 

 

主题：爱沙尼亚的科学教育 

1. 为了加强“一带一路”国家的科学教育，可以建立什么样

的合作？ 

①资源协作-开发和共享现代化的学习材料，重点解

决与学生相关的现实问题。   

②研究合作-致力于改善科学教育的国际研究项目。 

③培训协作-职前和在职教师培训，教师之间分享经

验。 

④技术实施协作-寻找如何有意义地使用技术来支持

学习科学的方法。 

2. “一带一路”国家如何保持可持续的科学教育？ 

     ①使教师职业在年轻人中更受欢迎。 

②培养教师创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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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科学教育应更加注重培养积极知情的公民，这些公民

具备科学素养、意识和能力，能够从科学的角度进行概念化，

愿意在科学活动中采取行动，并共同为科学所包含的社会问

题 （ 国 家 和 全 球 层 面 ） 作 出 贡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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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HRA ALTINAY 分享内容摘要 

 

主题：科学教育的政策和策略 

1.我们需要培养以下能力：提高生活质量；回应新的环境伦

理和社会需求；决策机制；制度支持与文化；智力；数字基

础设施；学习型社区。 

2.科学教育新课程的总体目标是促进具有以下特征的人的

发展：拥有各科学领域令人满意的相关知识；培养民主公民

的行为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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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9 日“一带一路”科学教育网络研讨会分享内

容 
 

Daniel Burgos 分享内容摘要： 

Daniel Burgos ， UNESCO Chair on eLearning,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of La Rioja (UNIR) 

主题：开放科学与科学教育 

开放教育 9 大支柱： 

1. 内容 

2. 访问权限 

3. 技术 

4. 研究数据 

5. 研究结果 

6. 许可证 

7. 政策 

8. 评审 

9. 认证 

 

⚫ 开放教育意识的培养 

⚫ 开放科学与高等教育整合的基本技能 

⚫ 从事科学教育工作的能力 

⚫ 劳动力市场竞争力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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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学生：个性化-个性化：基于聚类，学习路线，能力成就，

用户表现 

支持学术：半自动服务根据个人进步，团队进步和历史进步，

用户表现。 

支持工作人员：估计潜在退出、用户满意度、一站式支持台

（集中支持服务）、用户性能。 

支持经济：委员会个人推荐给朋友们。潜在客户/注册学生的

转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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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hra Altinay 分享内容摘要： 

head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Department in Near East University. 

Feng Yang, Project Manager, Communication Division, Children 

& Youth Science  

 

主题：为什么未来需要科学教育？ 

⚫ 为教育的未来采取行动的必要性越来越大。随着新技术的

影响，世界在政策和行动方面变得相互联系和协作，但每

个区域都有自己的政策和战略，可以作为其他区域的基准

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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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质量、专业发展、培训和协作是科学教育政策和成功

的关键因素 

 

教育蝴蝶效应： 

⚫ 为了教育的未来，需要以跨学科和包容性的方法开展工作

和协作，以便在特定的学科领域提出平等和无障碍教育活

动。 

⚫ 教育的变革和变革具有蝴蝶效应，各国相互影响，教育的

结果是学习者在世界各地具有流动性和工作能力。 

 

教育质量： 

⚫ 在当今的教育条件下，科学教育的必要性越来越大，因

为它不仅意味着学习者的教育质量，而且也意味着教师

和机构的教育质量。在当前科学教育政策的基础上，提

高教学质量，不断改进，更加重视教师的能力和教师的

学科知识已成为更加必要的前提。强烈建议持续专业发

展（CPD）成为所有教育工作者在其教学生涯中必不可

少的组成部分。 

⚫ 教师应提高自我效能感，从入职过程到职前准备和在职

专业发展阶段，以提高教学质量和所参与教育的学习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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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环境： 

⚫ 学员参与度 

⚫ 社会互动和参与 

⚫ 创造社区意识 

⚫ 体验自己的学习 

 

比今天更聪明： 

⚫ 制度政策 

⚫ 方向 

⚫ 课程计划导师角色和弱点 

⚫ 自主学习与强化学习环境的平衡 

⚫ 每周评估和行动透明反馈 

⚫ 同行评价 

⚫ 模拟、故事和日记 

⚫ 考虑清楚易懂的语言 

⚫ 关注需求和期望 

⚫ 评估与学术和可转移技能发展相关的绩效 

 

转变态度： 

⚫ 提高生活质量 

⚫ 回应新的环境伦理和社会需求 

⚫ 决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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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支持与文化 

 

注意事项： 

⚫ 创新战略 

⚫ 制度与实践的承诺与风险 

⚫ 文化背景 

⚫ 研究和基于团队的应用程序 

⚫ 学习者和导师的教育学角色 

⚫ 基于发现的学习与基于学习者期望的自主学习 

⚫ 政策和战略学习社区 

⚫ 专业发展与培训 

⚫ 基于研究和项目的学习成果 

⚫ 通用技能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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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t Kumar Das 分享内容摘要： 
Indian Institute of Social Reform and Research 

讨论的点： 

第一部分，关于所做工作的简要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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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简要说明 

（1）为加强“一带一路”国家的科学教育，可以建立何种类型的合作（如资源合作、研究合

作、培训合作、技术实施合作等）？ 

（2）“一带一路”国家如何保持可持续的科学教育？ 

（3）印度的在线科学教育资源平台。它是如何工作的？ 

 

强调： 

⚫ 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 

⚫ 科技教育 

⚫ 教学法 

⚫ 新领域的研究计划 

⚫ 提高教师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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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11 月 9 日“一带一路”科技教育国际合作的理念及策略

研究汇报 

Lixin Zhu 分享内容摘要 

(1).朱立新主要讲述了“一带一路”政策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在

沿线国家有序开展，至今已从南亚、非洲至欧洲。 

(2)在教育方面，科学教育已经得到全球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至此已

经召开了 2 次线上会议，涉及 12 个国家。 

(3)朱立新还讲述了科学教育系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状况

和数字科学教育资源项目的开展实例。 

(4)在全球的背景下，展示了部分国家的合作实例和正在使用的新兴技

术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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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人员： 

 

Külli Kori 讲述爱沙尼亚的科学教育 

Külli Kori 主要讲述的内容如下： 

(1) 爱沙尼亚国家位于欧洲背部，包括起人口密度、教育体系及组成

部分、各类学校的数量和个学龄段的学生数量和教师数量。 

(2) 在课程方面讲述了课程政策的改革年份，教育系统培育的学生应

具有的各类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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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科学教育方面，讲述了科学教育低学龄段的普适科学教育方针

和高等教育中的科学教育方法；科学教育的开展应当适合环境与可持

续发展、公民的主动性和创业精神、文化认同、信息环境、技术与创

新、健康与安全、价值观与道德、终身学习与职业规划；重点是使用

技术和探究式学习。 

(4) 还讲述了爱沙尼亚的科学教育教师的年龄组成和各学科的教师的

组成结构。 

(5) 学生的成绩与评价方面，爱沙尼亚在 2016 年修订了考试的相关标

准与规定，2018 年，爱沙尼亚学生的科学成就在欧洲和欧共体国家

中位居第一位。 

科普教育的发展局限与科技场馆的覆盖范围，大都在大城市；还展示

了科学教育课堂中的技术应用已经对未来爱沙尼亚的科学教育展望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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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rof. Jako Olivier 讲述南非的科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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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讲述学校教育系统的课程由国家确定，目前的课程内容、标准和规划由 2011

年发布的课程评估政策声明（CAPS）确定。 

(2) 讲述了南非的科学表现 

• 自 1995 年以来，南非参与了国际数学和科学研究趋势（TIMSS），并在

1995 年、1999 年、2003 年、2011 年、2015 年和 2019 年对 8 年级或 9 年

级的数学和科学成绩进行了评估，并在 2015 年首次参加了 5 年级数学学

习（Reddy，2018；TIMSS SA，2019）。 

• 由于后种族隔离社会中存在严重的教育不平等，在 1995 年和 2003 年的

评估期间，TIMSS 的结果实际上无法改变。 

• 2011 年趋势分析显示，从 1995 年到 2011 年，9 年级理科成绩提高了 64

分，数学成绩提高了 67 分，2003 年至 2011 年，教育不平等现象略有减

少。2015 年，南非的成就从“非常低”提高到“低”，但总体上仍然是表现较

差的国家之一（Reddy，2018）。 

(3) 讲述了科学推广的内容： 

• 回顾一下南非 40 年的科学展历史，第一届科学博览会，即 1980 年在比

勒陀利亚男孩高中举办的青年科学家博览会（Gray，2014 年）。 

• 南非科学技术促进局（SAASTA）是南非研究机构的政府资助机构国家研究

基金会（NRF）的一个业务部门。SAASTA 的指令是提高公众对科学、工程、

创新和技术的认识、欣赏和参与。 

• 南非有 40 多个科学中心，分布在所有九个省。 

（4）还包括使用新兴技术的相关内容: 

• 南非面临着固有的基础设施挑战和预算限制。 

• DBE 抓住了这一点，并宣布，他们与通信和数字技术部合作，在 76 个教

育区确定了 152 个地点，为它们配备虚拟教室基础设施。 

• DBE 指派了一个团队，为 GET 乐队（R-9 年级）开发了编码和倒谱。 

• 在大学一级获取技术、互联网和使用电子学习是很好的。 

• 但在 Covid-19 锁定期间也遇到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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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出的移动技术-访问。 

• 在学校层面获得基本技术是一个挑战。学校的可用性各不相同。 

• 扩展现实（XR），包括 VR、增强现实（AR）和混合现实（MR）主要被视

为一种娱乐活动，STEM 教育背景下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Solomon 等

人，2018 年）。 

（5）南非科学教育的未来: 

• DBE 致力于促进和发展科学教育。 

• 在国防部修订的 2015/16-2019/20 五年战略计划（DBE，2016）中，声明

如下：“我们未来五年的重点也将是数学、科学和技术（MST）的改进和进

步。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在各省设立 MST 和阅读办公室，以加强对改进课

程交付的支持”。 

• 此外，还需要将南非的科学教育放在当地的背景下，并致力于科学教育课

程的殖民地化。 

• 在这方面，包含外来知识可以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 这种方法应该延伸到学校之外，并且 asWaghid and Manthalu（2019）指

出，大学应该“有意义地而不是象征性地对本土的认识论和教育学开放，

而不是首先转变这些认识论和教育学，并用‘可理解的’欧洲中心范式对其

进行基准测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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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ara Milić 讲述黑山科学教育对社会全面发展的福祉 

（1）Tamara Milić 主要讲述黑山的科学教育作为基础教育对社会的

贡献；其内容包括黑山国家的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的介绍； 

（2）黑山的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和文化发展的进程；通过一组图片展

示了黑山国家的风景秀丽，黑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 

（3）在科学教育方面，讲述了各个学龄段的学校数量和近几年的增

长趋势； 

（4）在科学教育标准方面，黑山有自己的可持续发展的标准；除此之

外，还讲述了黑山科学教育的未来发展和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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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Rami.Khalil 教授讲述“一带一路”科学教育论坛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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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客营教师工作坊教育范式东西方透视 

（1）Prof.Rami.Khalil教授的方案主的启发主要来自中国伟大价值

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同时也被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价值观

的指导。 

（2）其讲述了中国教育和发展的中体回顾，中国教育和西方教育的

异同点，包括关注点的不同和社会价值的不同，同时也包括教师教育

理念的不同。以及面临的挑战等内容。除此之外，还讲述了中国高等

教育的发展，并通过数据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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