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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芬兰的教育改革因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和傲人的PISA成绩而变得举世瞩目，在北欧福利治国思想与新自由

主义意识形态的双重影响下，芬兰的教育在“公平”与“效率”间获得了充分的平衡。本文通过考察芬

兰教育发展历程和教育改革中的成功举措，深入挖掘芬兰教育改革的成功密码，研究其在理念创新、方

法创新和实践创新上，如何解决本国教育面临的多层面问题。并通过对芬兰教育成功因素的剖析，从学

生“跨界贯通”能力的培养、基于主题的“现象教学”方式、信息技术与教学相长相促、外部教育管理

层的理念转换等方面，为我国教育决策者和一线执行者提供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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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nnish education reform has become world-renowned due to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and the outstanding PISA achievements. Under the dual influence of Nordic welfare g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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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ce and neo-liberal ideology, Finnish education gets a full balance between “fairness” and “effi-
cienc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Finnish education and the successful 
measures in the education reform, deeply digs into the success code of Finnish education reform, 
and studies how it can solve the multi-faceted problems faced by the country’s education in terms 
of concept innovation, method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success factors of Finnish education, from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ross-border connec-
tion” ability, the theme-based “phenomenon teaching” method, the mutual promotion of informa-
tion technology and teaching, and the conversion of ideas of external education management, this 
article is dedicated to provide useful enlightenment for both the decision-makers and front-line 
execu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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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凭借优异的 PISA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国际学生评价项目)成绩，地处纳维

亚半岛的北欧小国芬兰，在世界一片惊叹声中，俨然成为了让各国教育界瞩目的“教育大国”。现在，

很多国家的教育研究者、决策者们，都本着“取经”的态度纷纷来到芬兰进行教育考察，希望获知芬兰

具有独创性和创新性的教育体系下隐含的成功经验。而深入分析芬兰教育系统，了解芬兰教育成功的真

谛，也无疑对我国深入教育改革、构建现代化教育体系，有着深远和重要的借鉴价值。 

2. 芬兰教育的改革背景 

1917 年 12 月 6 日，芬兰脱离俄国，并宣布独立。在北欧各个国家福利治国的政治理想影响下，芬

兰将“公平”视为建设自身教育体系的首要原则和核心价值[1]。而后在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新自由主

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全球化浪潮的涌进，芬兰教育又引入了竞争机制，在各种评估体系下建立教育标准

与评价指标。由于市场机制的冲击，以及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推动，芬兰传统教育体系开始弊端百出。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财政压力巨大。在上世纪 90 年代，因为苏联解体的影响，芬兰整个政府遭遇了极其严重的经济

危机，巨大的财政压力下，教育成本不断攀升，给芬兰政府的公共财政投入带来了巨大压力。 
2) 竞争意识缺乏。在追求教育公平极大化的芬兰，高等教育一直实行的是学费全免制度，每一个完

成了中等教育的芬兰公民，都可以平等地拿到继续教育的准入资格。这种福利制度下的教育政策，自然

会导致学生学习的乏力与倦怠，很多学生会自觉选择延期毕业，进而导致教育投入加大，人才市场匮乏

的局面。 
3) 国际竞争力微弱。虽然在芬兰政府的公平教育政策推崇下，芬兰高校的数量激增，各省份的高等

教育资源也均匀分布，但这种局面也导致了芬兰教育资源不得集中，办学无法达到一定规模，专业设置

单一化等弊端的存在。正是因为芬兰缺少全科型综合大学，没有能够蜚声海外的国际名校，芬兰的高等

教育在全球化背景下失去了有效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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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芬兰教育的发展崛起 

3.1. 政府的积极引领 

20 世纪 90 年代，为了解决传统福利制度下芬兰教育所面临的种种困境，积极应对全球化发展，芬

兰政府主导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和工作措施，总称为“芬兰高等教育结构性发展”[2]。 
其中主要实行了两项措施：  

3.1.1. 《大学法》的颁布 
2009 年，芬兰司法部颁布了《大学法》，其主要实行目的是为了将芬兰的高等教育财政支出，彻彻

底底地从国家财政预算中剥离出来，从而赋予各个大学以独立的法人地位。芬兰的大学从此成为了一种

国有企业的存在，进而很多非政府性的投资，如财团基金等开始自由流入到大学建设中来，这使得大学

的资金基础更加雄厚和多样化。伴随着财政独立而来的，是大学自治权的巩固，拥有了独立自治权的高

等学府，开始积极开展起针对自我的治理和变革，如在聘请教师和雇佣职员方面，大学领导者有了更为

宽广的话语权。 
在大学自治权和非政府性投资流入的发展下，芬兰高等教育机构开始逐步强化起面对地方经济发展

进行服务的意识。与地方企业进行了一系列的密切合作，使得芬兰大学能够有效地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

同时，地方企业的需求和利益，也成为芬兰大学科研方向的明确目标。在政府的引领下，企业家们开始

不断投身到知识领域，充分发挥自身能力，芬兰正式开始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3.1.2. 三次大学合并 
芬兰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大学结构性合并，带来的结果是大学的科研更为精尖，大学的教育更为扎

实，大学的创新合作更为积极，最终使得芬兰大学的国际影响力和综合竞争能力有了十足的发展。在很

多国际型研究基金项目的竞争中，芬兰大学也开始斩获越来越多的机会，与世界各个一流大学之间的合

作也愈加频繁密切。除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合并以外，越来越多的大学在政府的推动下，开始结成“大学

联盟”，从而以合力来促进各自的互补和壮大。 
在政府的政策指导下，芬兰国家大学系统得以重建，高等教育机构间的合并使得大学数量减少，而

政府用于高等教育系统的财政拨款得以更为有效地使用。在减轻政府财政投入的同时，由于积极引入市

场机制，芬兰的很多家庭与个人，纷纷加大了对教育的资本投资，这也提高了芬兰高等教育的效率和质

量。 

3.2. 教师的优势保障 

可以说，高素质教师才是芬兰教育得以获得巨大成功的关键性因素。在芬兰，对教师这个行业的要

求可谓十分严苛，其准入门槛非常高，即便是小学教师，也必须拥有硕士或以上的学位方可以申请。而

与严格的准入门槛相反的是，芬兰教育系统对教师的评价体制却并不苛刻，其目的是为了让教师有一个

更为宽松、自由的环境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能力。 
在如此的教育系统下，芬兰的教师们能够自由地、广泛地转化自己所学，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和特

征需求，来有的放矢地安排教学大纲。芬兰教师会根据不同学生的学习特点和兴趣爱好，进行“私人订

制”式教学，制定适合学生个体的教育方案和教学计划，同时，教师还要随时随地观察学生们的学习程

度和接受能力，以期改进教学中的薄弱环节。芬兰教师随时随地都在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创意，更加积

极地学习和成长。优质且充足的教师资源，为芬兰能够彻底贯彻个性化教育而提供了最大的保障。 
在注重学生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芬兰教育体系下，学生们可以做到真正轻松快乐地学习，学习对于芬

兰学生来说变得并不可怕，也没有什么压力。芬兰学生一生中最为严苛的一次考试，便是大学入学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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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芬兰公立学校不允许实行任何高风险、标准化的测试来检验学生。平日的测试，都是教师在

自己的教学范围内，自行设计测验题目和测验方式来进行，目的也仅仅是辅助教师为学生查缺补漏，寻

找和克服学生中学习的困难点。拥有高度教学自主权的教师，与享有个性化学习方案的学生间，搭建起

了良性循环的信任关系。 

3.3. 教育体系的开放性 

2011 年，芬兰建立起了完善、开放的教育体系(见图 1)。此体系由儿童早期教育与关心体系(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ECEC)、学前教育体系、九年基础教育体系、普通高中教育体系、职业教

育培训体系、多学科技术教育体系(也称为理工大学)、大学教育体系和成人教育体系而共同组成的。其中，

0~6 岁的芬兰儿童都被覆盖于儿童早期教育与关怀体系之下，由市政府来提供此项服务，负责儿童的生

活照料和文化语言教育等活动。政府规定学前教育每年的教学学时不得低于 700 个小时。 
而接下来就是芬兰的九年基础义务教育体系，这一体系针对的是 7~16 岁的芬兰学生，同中国的教育

一样，包含小学教育阶段六年和初中教育阶段三年，这九年的学习是每一个芬兰学生所必需参加的。 
升入第十个年级后，芬兰的学生们则可以依据自身的兴趣和志向，去决定未来是进入到普通高中接

受教育学习，还是进入到职业技术学校接受职业教育学习。在上世纪 70 年代初，芬兰政府积极开展了综

合学校的基础教育改革，进而终止了惯常的“双轨制教育系统”，使得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不再

是互为壁垒的存在，而是打破了相互间转换的门槛。即，十年级的学生面对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不再

是二选一的抉择，而是拥有更为自由的选择权，学生们可以在后期的学习中，根据自己的经验与志向来

自由调换学校的种类。 
而在中等教育结束后，芬兰学生既可以直接选择参加工作，也允许继续接受高等教育进行深造。综

合型大学要求学生们必须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多技术大学则需要学生取得相应的职业资质，或者积累一

定的相关职业领域工作经验。壁垒的打破也同样适用于高等教育阶段，即便进入到了综合型大学学习的

学生，也可以为自己的职业发展而转换到多技术大学中去，反之亦然。因为壁垒的打破，学生完全以兴

趣和志向为目的的学习就成为了可能，自由的学习选择机制造就了芬兰学生更加全面和个性化的发展。 
 

 
Figure 1. The structure of the Finnish Education System    
图 1. 芬兰教育体系构成图 

3.4. “公平”与“效率”间的博弈 

芬兰教育体系改革中的一个首要目标，就是要合理利用既有的教育资源，以此来保证芬兰的每一位

学生都可以享受到与自身个体最契合的教育，让自己的受教育权利得以最大化。这就需要芬兰政府在追

求“效率”的同时，还要保障“公平”的存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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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芬兰教育改革初期，市场机制的引入大大提高了芬兰教育的效率性，教育资源在竞争中被扩充和

丰富，芬兰高等教育的全球竞争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
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发起的“国际学生评量计划”(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中，芬兰青少年脱颖而出，蝉联三界翘楚，在阅读与科学两项评比中排名第一，

解决问题和数学能力中排名第二。 
然而，作为公共价值活动的一种，教育活动自身的目的就是要成就人的自由发展，教育资源的本质

属性应该是公共性，而非阶层专属性[4]。所以，芬兰对其教育资源的规划与利用，始终如一地贯彻着“公

平”的原则，在政府财政支持与非政府投资辅助的相互合作下，通过次级的合理有效分配使用，借助教

育决策者和政策执行者们多方通力配合，芬兰的教育体系最终达成了“公平”与“效率”间良好的博弈

结果。 

3.5. 芬兰教育发展小结 

综上所述，芬兰的教育历史演化过程，主要是基于两个主体目标的达成：一是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

态和全球化风潮的影响下，为创造丰富教育资源而进行多方竞争与整合，由此芬兰总体教育质量和国际

领域的竞争力得以大幅度提高；二是秉承传统北欧国家的“福利”政治理想，把“公平”看作建设本国

教育系统中首要的核心化价值，力争在教育资源分配上做到百分百的公正与公平，切实让每一位受教育

者都能够享受到国家教育改革的成果，并拥有相对自由化的、个性化的发展权利。上世纪 90 年代的芬兰，

正是教育体制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为其后来摆脱经济萎靡困境供给了强有力的人才和技术保障，并

将芬兰打造成以科技创新闻名国际的科技强国。芬兰在其教育改革中取得了极为宝贵的经验，这些对我

国的整体教育体制改革和发展，特别在落实教育的“公平原则”，争创世界级的“一流大学”，以及为

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人才储备等方面，彰显出极为重要的榜样与借鉴意义。 

4. 对我国教育改革的相关启示 

为了应对未来时代对课堂教学和教育发展的新挑战，芬兰在正确把握本国国情的基础上，不断推进

系列教育改革以及创新课程教学方式，顺乎学生自身的身心发展规律，打造出可以激发学生内在动力的

学习环境，并致力于打破竞争，促进合作与共享，建立重视实用型人才培养的优良教育体系，从而在发

展理念和发展模式上实现了全新的变革，为其他国家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4.1. 跨学科高阶能力的养成 

面向 21 世纪、面向未来的能力养成，在教学理念层面，芬兰树立了教育改革综合新目标——发展高

层次认知水平的高阶能力培养[5]。芬兰的教育系统，将学生的思考力与学习力、多元文化认知力、社交

能力、自我表达能力、自我管理能力、日常生活能力、信息技术能力、就业创业能力、可持续发展意识

等，作为教育的切实培养目标，更加着眼于面向未来能力的育成。 
在课堂教学层面，芬兰创新发展出“多学科融合式”主题教学，切实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素养，注重

培养学生对整体学科知识的掌握和现实问题解决的能力，如主题式“现象教学”的首创之举，即是对学

生跨学科知识能力技能的贯通式养成方案，它打破了传统学科的孤立与不足，使各个学科教学间有机融

合，促进学生自主将不同科目间的知识与技能相连接，从而形成更有深度的知识体系，以达到高阶思维

能力的养成。 

4.2. 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活用 

在信息技术应用层面，芬兰教育体系运行的根基——“合作与共识”[6]，在教师与学生间，被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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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地实现。师生间彼此更加信任，依托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组成了相互沟通合作的学习共同体，增

强了学生在自主学习上的积极态度与参与感。构建于网络之下的教学体系，不再拘泥于固定的教材和固

定的场所，师生的视野在网络上都被最大限度地打开，学生可以从兴趣与天赋出发，教师可以更加游刃

有余地完成教育核心素养的培养。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利用，还从根本上实现了对传统教育管理模式的重

构，学校管理运营的技术创新，让教育资源得以更为有效的配置与合理化利用。 

4.3. 外部机制的信任与耐心 

OECD 将芬兰教育成功的原因解读为——“旨向优异成绩的缓慢而坚定的改革”(Slow and Steady 
Reform for Consistently High Results) [7]。芬兰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实行的教育改革中，取消了学校外部的

督导机制，在芬兰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也绝不接受外部测试的命令[8]。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央还是地

方的各级政府，芬兰的政策决策者都有着足够的信任与耐心，可以循循善诱并静静等待学校、教师的自

我完善与自主管理。 
反观我国的义务教育改革，虽然在高质量与均衡性的发展追求上，政府对学校的绩效问责制起到了

一定程度的作用，然而，由于政策过于频繁的出台与变化，学校教育管理更容易被外部因素所左右。因

此，我们呼吁教育决策者教育变革的循序渐进，以及一线教育者们对教书育人的踏实践行。 

5. 结语 

面对新时代的各种挑战，教育肩负着之于国家空前未有的使命，芬兰在教育改革中所获得的成功经

验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在盛行市场导向的“工具化”教育理念的当下，芬兰为我们展示了与之背道而

驰的“新道路”，将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打造出了一个新任、合作、

共享、共赢的教育体系，从国家、政府、学校、教师、学生、家庭、社区及研究机构形成合力，为世界

各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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