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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ISA 2018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will add “global competence”, a new dimens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framework of PISA 2018 global competenc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opportuni-
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global competence and proposes the im-
provement strategies of students’ global competence: first, build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of 
digital global competence curriculum that reconstructs the culture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by tak-
ing questions as the mainline; second, optimize continually the collaborative based teaching method 
to deepen the global competence cultivation; third, build an intercultural, inter-regional and inter-
disciplinary international platform based on the blended argumentation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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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PISA 2018年的国际评比测验中，增加了“全球素养(global competence)”这一项新维度的评价。本文

在分析PISA 2018全球素养构成框架基础上，着眼学生的全球素养培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论述了人类

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素养教育的时代性、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并提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

下中国学生全球素养的三种路径：一是以问题为基础构建能重塑教与学文化的数字化全球素养课程体系；

二是以合作为基础的教学法持续优化引导全球素养的深层次培育；三是以对话为基础打造基于混合式论

证活动的跨文化、跨地域、跨学科的国际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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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新时代呼唤全球素养的培育 

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六次提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了进一步深入

阐释，并将坚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中[1]。由于

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全球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往来密切，处于全球化(globalization)时代。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对全球化的现实呼唤。然而，在这全球化的浪潮之下，同时也带来许多跨越单

一国家领域的问题，例如温室效应、气候变化、污染和自然资源的枯竭等相关全球化议题。这些因为全

球化现象而衍生的相关议题，因为全球关联(global interconnected)的特性，使得各项议题的冲击与影响更

为显著[2]。欲解决全球性问题并非个人或单一国家所能完善处理，需透过全球公民们共同合作才能有效

解决。因此，系统梳理和研究国内外如何推动全球素养的优秀经验，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组织和全球

教育行动中的话语权，更好地融入中国经验，提出中国方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全球素养内涵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近几年各发达国家和组织对未来人才培育的目标和框架中，都将全球素养定位为其中的重要维度之

一，如欧盟提出的全球时代八项核心素养、美国的 21 世纪技能框架、新加坡的面相 21 世纪核心素养框

架等。其中基于素养的教育质量测评以“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最为典型。PISA 测试由“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所主导，自 2000 年开始，每隔三年

举行一次，包含数学能力、阅读能力和科学素养这三个维度。值得注意的是，PISA 也将于 2018 年的国

际评比测验中，将新增“全球素养(global competence)”此一维度的评价(OECD, 2016) [3]。 
要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学生全球素养，首先需要明细全球素养的框架。各界对于如何定义

与评价“全球素养”的讨论更是广泛与丰富。例如，Mansilla 和 Jackson (2011)将全球素养视为针对全球

重要议题的认知以及行动能力，包括探索世界、觉察观点、沟通想法与采取行动等相关能力[4]。而 Russo
与 Osborne (2008)则认为一位具备全球素养的学生应展现五项特质，包括多元且丰富知识的世界观、理解

自身领域的国际信息、外语与跨文化沟通能力、展现跨文化敏感度及适应力与具备终身性的全球素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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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PISA 评价的“全球素养”的界定，具备全球素养的青少年须拥有两种知识(全球议题和跨文化的认

知)、四项技能(分析与批判性思考、跨语言情境交流技能、同理心和灵活性)、四种态度(对不同文化的人们

持开放性的态度、尊重不同的文化、抱持全球意识、责任感)和两种价值(尊重人性尊严、尊重文化多元性) [6]。 

2.1. 评价哪些知识 

一是对全球议题的知识和理解(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global issues)。学生必须熟悉目前跨国

界最重要的议题为何，例如气候变化、人口迁徙、贫穷，以及具备了解全球问题、趋势和系统之间相互

关系的能力。当学生在探究各项全球性议题时，除了要对主流世界的环境、问题和趋势有所了解外，同

时也要了解探究事件与世界的关联程度。如此，他们可以理解本国和他国在环境、经济或社会上的相互

相关性，了解社会和文化权力间的相对平衡点，是如何对世界造成显著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二是对跨文

化的知识与理解(Intercultural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它涉及关于自己的文化，其他文化，以及文

化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知识。具备全球素养的学生能够表达和解释他人的观点，并评估这些观点对

事件的影响。他们对别人观点的解释是从他人的文化历史以及当代观点角度出发。他们可以对比自身与

其他人的观点，并透过整合自身和他人的观点，构建出一套新的观点。 

2.2. 评价哪些技能 

一是分析与批判性思考(Analytical and critical thinking)。“分析思考”是指透过有逻辑、系统性、顺

序性的方法来处理问题。“批判性思考”则依据标准或规范，客观地收集正确且适当的证据，小心谨慎

地归纳结论，合理地进行反省性思考。具有全球素养的学生能基于证据和洞察力，预见和衡量自己行动

的选择的后果。他们可以评估自己想法与行动的潜在影响力，同时考虑到不同的观点可能产生的后果。

他们也表现出勇于负责和反思自己的行为。二是跨语言情境交流技能(Ability to interact respectfully, ap-
propriately and effectively)。能用不同的语言，和来自不同区域、国别和文化的人的沟通，并能有效地理

解其想法、信念和情感。三是同理心(Empathy)，能换位思考地从对方的视角去看待世界，并以此调整自

己的表达方式、沟通技巧和内容主张，以达到共情和相互理解的目的。四是灵活性(Flexibility)，能预测

未来可能需要什么，可能有哪些变化。一旦遇到问题，可以尝试透过新视角解决问题，从自己的错误中

学习到新东西。能够处理紧张局势，知道何为正确何为错误，知道在进退维谷的时候应该怎么取舍。 

2.3. 评价哪些态度 

一是对不同文化的人们持开放性的态度(Openness towards people from other cultures)。对不同文化的

人们持包容态度意指积极地寻求和利用机会与其他文化的人接触，以及了解他们的语言、沟通与互动方

式，理解他们的文化观点，学习他们如何诠释熟悉的和不熟悉的现象和事物。二是尊重不同的文化(Respect 
for cultural otherness)。依据不同文化内在的重要性与价值来尊重不同文化的人事物。三是抱持全球意识

(Global-mindedness)。全球意识被定义为一种人们认为自己与国际社会有联系的世界观。四是责任感

(Responsibility)。责任可能需要勇气，因为表明立场可能需要对社群的规范采取行动，或挑战被认为是错

误的集体决定。 

2.4. 评价哪些价值观 

一是尊重人性尊严(Valuing human dignity)。具备良好全球素养的个人，都必须理解所有人生而自由，

并在尊严和权利上同质平等。他们有理智和良心，应该本着手足情谊(brotherhood)的精神行动。二是尊重

文化多元性(Valuing cultural diversity)。此种价值的实践，牵涉到积极参与确保有形与无形的世界文化遗

产的行动，或是理解所有人都有其自身观点、信念与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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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中国学生全球素养及其提升路径 

各方对于“全球素养”的定义与相关意涵，大多可视为从认知、技能、态度、价值观和行动等层面

所组成的相关能力。其中认知与技能层面，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认识全球重要议题、了解本国与国际文化

的异同性、理解全球竞合的现象与运作模式、了解永续发展的理念与实务，以及建构国际知能与全球意

识等；而在态度与价值观层面，主要需培养学生尊重与欣赏不同的文化的能力、建立具本土意识的国际

视野，以及促进国际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行动层面，强调培养学生批判、反省与参与全球行动的实践

力。这三大层面是自下而上的关系，换句话说，学生在探讨全球化相关议题时必须要有知识，在探究全

球化相关议题时也必须要有相关技能，并在实践时衍生出相关的情感与价值观[7]。透过教育机构和教育

规划的途径，培养具有全球素养的认知、意识和实践等知能的学生，更是势在必行。 
提升学生全球核心素养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课程改革是核心，教与学方式变革是关键，激励与管

理是保障。目标是在实现教师专业不断得以发展的同时，促进学生身心成长。因此，本文引入“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思想引领全球素养与价值观引导实践”，借鉴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议的合作共赢、共享发展、

兼容并蓄、交流互鉴等价值观对全球素养教育的引领和规范作用，本文提出提升学生全球素养的路径包

括以合作为基础、以问题为基础与以对话为基础的三种学习取向。1) 以问题为基础的策略，学生针对特

定的议题，引发其好奇心，鼓励学生针对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2) 以合作为基础的学习，让学生相互支

持，所有的学生皆获得彼此的努力结果，可以增强学生的自尊和沟通技巧；3) 以对话为基础的策略，鼓

励学生藉由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与讨论，并交换其意见，促进不同问题和观点的理解。因此，本文提出不

同领域的中国大学生(以合作为基础)进行全球化议题的学习和网络信息搜索[8]，建构基于问题解决的相

关争议性的全球化议题学习课程(以问题为基础)，并藉由全球化议题论证活动的实施(以对话为基础)，提

升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中国大学生全球素养。 

4. 结语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年~2020 年)》中提出，为“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

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培

育具备全球素养中国公民，对于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发起者，在全球中迅速崛起和民族复兴的中国

需要向世界讲述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好声音”，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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