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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欧洲学校体系教育数字化现状
学生以能力为本的学习转型

2022 年 6 月 9 日，欧盟议会委员会  (European Parliament Committees)  下设
的教育和文化委员会  (Committee on Culture and Education, CULT)  公布了2022 
年 《欧洲学校系统：现状、挑战和观点》  (The European Schools system: state of 
play, challenges and perspectives)  研究报告①。该研究的教育层面侧重于与教学
和学习相关的问题，而运营层面则侧重于行政和系统的管理方面。该研究指出了欧
洲学校系统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并就如何克服这些挑战提供了量身定制的建议。

该报告基于欧洲学校系统 （ESS） 开展调查，围绕欧盟的基础教育政策和各学校
实施情况，汇总了欧盟基础教育系统当前面临的挑战和新出现的挑战。该报告主要
评估了自 2011 年发布 “欧洲议会关于欧洲学校系统的决议” (European Parlia-
ment resolution on the European Schools system)  后，到 2022 年这十年间欧洲
基础教育系统的转型进展，同时针对目前面临的挑战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研究
报告指出欧洲的学校正在成功地从基于内容的学习转向基于能力的学习。该报告将
近十年来欧洲教育的快速发展归功于学校教学大纲中纳入了八项关键能力的培养（
见下图1），包括：数学、科学和技术、语言等传统学科相关能力；学习能力；数字能力；
社会和公民能力；文化意识和表达能力；以及能动性和创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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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欧洲学校教学大纲中的八项关键能力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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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告特别强调当前欧洲学校教育面临的挑战是创业能力和数字能力的培养显
然滞后（例如，教学大纲中仍缺乏相关内容的参考资料）。因此建议，欧洲学校系统，
尤其是中学阶段的课程应该更明确地强调创业能力和数字能力的培养。此外，该报
告建议秘书长办公室（OSG） 和学校管理层应更详细地探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不同
方面，并强调欧洲学校系统（ESS）的数字化有助于解决欧洲教育系统当前面临的各
种挑战。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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