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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教育（Education for All）作为一项国际教育合作的主张，最早是 1985 年在泰国曼谷

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教育部长和经济计划部长会议”上提出来的。

1990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联合在

泰国宗滴恩召开了“世界全民教育大会”，明确提出了“全民教育”的概念。2000 年 4 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教育论坛”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召开，通过了《达喀尔行动纲领》，

使得全民教育的目标更为具体化并确定了时间表。

2000-2015 年全民教育的六大目标是：大幅度提高幼儿保育和教育水平；普及免费初等

教育；使成人文盲减少一半；提升青年和成人的生活技能；缩小教育中的性别差距；提高各

级教育质量。

此后，国际社会、各国政府在实现全民教育六项目标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有目共睹，许多

国家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大多数国家政府和相关参与机构履行了

承诺，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举措，但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无法实现预期目标。

事实上，全球实现全民教育的关键点在发展中国家，难点在农村地区。1991 年中国同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在山东泰安共同召开了“国

际农村教育研讨会”，“农村教育”首次被国际组织正式承认。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

事马约尔在会议发言时指出：“在（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中，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 82%；

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农村人口占 67%。”世界上还有“一亿多（学龄）儿童没有接受初等

教育的机会。最不发达国家接受初等以上教育人口的比例为 37%，发展中国家为 60%，工业

国家为 98%。农村文盲率是城市的一倍。”因此，推进全民教育（特别是普及初等教育和扫

除文盲）的关键在农村。

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INRULED）作为中国政府与教科文组织上世纪 90 年代

初期合作的产物，为实现全民教育的各项目标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被誉为“南—南合作”的典范。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聚居着 61% 的世界人口，是全民教育运动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

《亚太地区全民教育十年回顾报告》系列出版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办事处和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从亚太地区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了这一行动。这六本报告以翔实的数据资料为基础，

评估了亚太地区国家十年内（2000-2010 年）全民教育的进展情况，包括所取得的成就和面

临的挑战，希望通过分析和分享上述信息，帮助各国政府调整或采取政策改革和战略措施，

加速实现全民教育目标。

中国政府自 1990 年以来积极推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大力发展农村

教育，这为全民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成为少数实现全民教育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现阶段的全民教育工作还要面对和解决不断出现的新

问题，如教育均衡发展以及公平与质量方面的问题。

在2015年即将来临之际，我们将《亚太地区全民教育十年回顾报告》（共6册）翻译成中文，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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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借此传播和呈现亚太地区全民教育工作的规模和深度，分享区域内国家政府及相关

机构在探索六项目标实现进程方面所获得的经验和值得借鉴的政策和措施。

《亚太地区全民教育十年回顾报告》系列中文版是共同努力的成果，由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的同事翻译，我在此特别要感谢他们的支持。他们是：

《目标一报告》译者池瑾博士和殷惠娟女士，《目标二报告》译者葛艺女士，《目标三报告》

译者萧淑贞博士，《目标四报告》译者秦行音博士、马跃女士和陈婷婷女士，《目标五报告》

译者赵玉池博士，以及《目标六报告》译者刘静博士和葛艺女士。还要感谢葛艺女士为本

报告的后期统稿工作所做出的努力。

全民教育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国际教育合作活动，其持续时间之长、涉及领域之多、

参加人员之广、动员资源之大、取得成果之丰也即将被载入史册。虽然全民教育运动即将

结束，但是她所倡导的理念（教育的公平与质量、消除性别歧视、减少贫困、增加就业和

促进社会和谐等）以及相关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还将继续下去。

2014 年 5 月，“全民教育全球会议”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召开。教科文组织提出了

2015 年后全球教育议程总体目标是：“确保到 2030 年实现全民享有公平、包容的良好教育

和终身学习”。包含的七项建议指标在 5 月 14 日召开的部长级会议上获得通过，具体为：

大幅提升学前教育的入园率；使所有儿童完成 10 年免费义务教育（包括一年学前教育）；

提升成人识字率使其拥有参与社会生活必须的读写算技能；提高青年与成人获得体面工作

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能力水平；所有学习者都具备全球公民和可持续发展的知识技能与态

度；政府保障提供充足的教师；将公共教育经费增加至占 GDP 的 4-6%，政府公共支出的

15-20%。

我们诚挚地希望这一系列报告可以为中国国内的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教育工作者

提供有益借鉴。由于能力有限，且时间紧迫，翻译中难免有疏漏，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王 力
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

(INRULED)
201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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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第 26 条规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不仅是一项

基本人权，它还让人们接受了知识和技能，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也为人类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是，教育还不是一项被大家公认的权利，很多错失教育机会的人们也因此错过了改善生

活的机会。

有鉴于此，1990 年 3 月，各国政府、联合国机构、捐助者、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团

体在泰国宗滴恩召开的世界全民教育大会上共同做出了提供全民教育（EFA）的承诺。该

承诺由 155 个国家政府、20 个政府间组织代表和 150 个非政府机构代表缔结。宗滴恩世界

全民教育大会上通过的《世界全民教育宣言》和《满足基本学习需要的行动纲领》重申了

教育是一项基本人权，并敦促各国政府加大力度，到 2000 年满足所有人的基本学习需要

（UNESCO, 1990）。

2000 年全民教育评估表明，在宗滴恩做出的承诺并未兑现。因此，2000 年 4 月，在塞

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召开的世界全民教育论坛上，国际社会重申了实现全民教育的承诺，这

次的目标时间为 2015 年。

达喀尔行动纲领规定了以下六个目标：

1. 扩大和改善幼儿，尤其是最脆弱及条件最差的幼儿的全面保育及教育。

2. 确保在 2015 年以前所有的儿童，尤其是女童，各方面条件较差的儿童及少数民族儿

童都能接受和完成免费的和高质量的义务初等教育。

3. 确保通过平等获得必要的学习机会，学习各种生活技能，以满足所有青年及成年人

的学习需求。

4. 2015 年以前使成人特别是妇女的识字率提高百分之五十，并让所有成年人都享有接

受基础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平等机会。

5. 在 2005 年以前消除初等及中等教育中男女生人数不平衡的现象，并在 2015 年以前

实现教育方面的男女平等，重点确保女青少年有充分和平等的机会接受和完成高质量的基

础教育。

6. 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确保人人都能学好，特别是在读、写、算及基本生活技能习得

方面都能取得受认可的、看得见的学习成果。

之后，2000 年 9 月，189 个国家齐聚联合国千年峰会，重申了其中的一些目标，并签

署了千年宣言。宣言提出了在 2015 年之前实现的八项千年发展目标（MDGs），包括实现

普及初等教育（MDG 2）和促进两性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力（MDG 3）。大家的共识很明确，

即实现全民教育也有助于实现其他千年发展目标。

“道理很简单：教育是消除贫困的最基本保障。教育意味着机会，在人生的各个阶段，

它赋予了人们所需的知识、技能和自信，去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伊琳娜·博科娃

x



2000 年代末期，亚太地区的专家回顾了本地区及各国的全民教育目标和指标的进展情

况。其成果《亚太地区全民教育十年回顾报告》评估了各个全民教育目标实现过程中的进

展情况、面临的问题和存在的挑战。

十年回顾报告突出了具有创新性的政策改革与策略的案例，特别是那些旨在减少入学

和教育质量差距的案例。报告还强调，为了在本地区实现全民教育，需要解决政策、能力

和治理的差距。

十年回顾报告由六本报告组成，每份报告对应一项全民教育目标。这些报告以亚太地

区全民教育十年中期评估（2006-2008）成果为基础，考察了全民教育在 2000-2010 十年中

取得的进展和差距。

每本十年回顾报告的第一部分分别提供了该项全民教育目标的进展综述。第二部分探

讨了存在的挑战和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每本报告的结尾都提出建议，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来加快实现 2015 年目标的进程。

尽管每本十年回顾报告谈论的都是亚太地区，但是它也强调了次区域面临的特有问题和

挑战，这类似于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十年回顾报告从而涵盖了中亚、南亚和西亚、东亚

和太平洋次区域。关于次区域国家划分的详情可参见每本十年回顾报告结尾处的统计附件。

十年回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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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990 年 , 在泰国宗滴恩通过的《世界全民教育宣言》重申了教育是一项基本人权。

距离实现全民教育的目标还有不到四年的时间，现在来评估亚太地区的成就和不足正当

其时，可以汲取经验，继续前行。了解和分享过去十年取得了哪些成就以及到 2015 年实现

全民教育目标面临的主要障碍，这些信息都将帮助本地区国家和全民教育合作伙伴确定实现

上述目标的方案和策略。全民教育的成功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至关重要，涵盖的领域有减贫、

营养、儿童成活率和产妇保健。

在此背景下，亚太地区全民教育目标十年回顾报告审视了本地区在 2000-2010 年间取得

的成就。报告凸显了各国实施的，尤其是解决教育差异的政策改革和策略，把它们作为潜在

的范例，为前行之路提供最新的观念。

亚太地区经历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大幅减少了贫困现象并确保更多的儿童入学。然而，

这一进展遭到了扭曲；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和获取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平等现象继续困扰着本

地区，这带来了影响深远的挑战和长远后果。

实现六项目标的进展过程并不均衡，一些儿童群体被排除在外，如少数民族儿童、移民

儿童、残疾儿童和南亚地区的女童。特别注意到，扩大幼儿保育和教育、减少失学人数和提

高教育质量方面的进程缓慢。

为了确保地区的稳定与繁荣，我们必须解决这些不平等现象，我们必须保证为所有学习

者提供优质教育。本地区的许多国家一直都在努力“惠及未受教育群体”，确保教育能够真

正为全民服务。十年回顾报告旨在支持和强化本地区全民教育的动力、活力和承诺。

距离 2015年还有不到四年的时间，我们正在和时间赛跑。我们需要焕发活力，集中行动，

确保所有儿童公平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并确保他们不会因为性别、地域、民族、残疾、社

会经济地位或其他导致边缘化的原因而错失学校教育和学习机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致力于支持各国的工作，并与合作伙伴共同协作，

加快到 2015 年实现全民教育指标的进程。十年回顾报告是在全民教育区域专题工作组的支

持下开展的，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主持工作，报告是我们拓展支持

和倡导全民教育的一种方式。

我们希望十年回顾报告能够有助于指导行动与干预措施，并最终能够加快实现全民教育

目标的进程。

Karin Hulshof
区域主任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驻南亚地区办事处 )

Gwang-Jo Kim
主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曼谷办事处

Daniel Toole
区域主任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驻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办事处）xii



亚太地区全民教育十年回顾报告的出版得到了许多个人和机构的支持、建议和投入。

作为十年回顾报告出版物的组织方和协调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于

那些为了本系列丛书的编写工作而奉献出时间的个人和组织表示感谢。

我们在此感谢全民教育区域专题工作组 * 的成员，他们志愿成为六个十年回顾报告小

组的撰稿人和审核人，每份报告对应一项全民教育目标。他们提供的宝贵见解和投入在书

中都得到了体现。

特别要感谢亚太地区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代表，他们为每本十年回顾报告的数版草案

提出了意见，并做出了进一步的投入。

我们要感谢核心审核组的成员——Simon Ellis, Abdul Hakeem, Gwang-Chol Chang, Cliff 

Meyers 和 Margarete Sachs-Israel——他们的指导和意见对于完成这本十年回顾报告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Aurélie Acoca, Connie Lanhsin Chu, Kate Glazebrook, Leotes Helin, Le Thu 

Huong, Mary Anne Therese Manuson, Carey Neill, Michelle Osborne, Malisa Santigul, Sarah 

Tumen 和 Qian Yin 为核心小组提供了帮助。

关于生活技能和终生学习的十年回顾报告的初稿由 David Clarke 撰写。随后的起草工

作 由 Margarete Sachs-Israel 和 Cliff Meyers 负 责， 同 时，Roshan Bajracharya, Gwang-Chol 

Chang, Youngsup Choi, Devashish Dutta, Le Thu Huong, Mary Anne Therese Manuson, Ichiro 

Miyazawa, Lien Pham, Kaoru Suzuki-Houghton 和 Ramya Vivekanandan 为此做出了投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同事负责报告的修改和定稿。目标三十年回顾报告

由 Karen Emmons 和 Tani Ruiz 编辑。Margarete Sachs-Israel 和 Cliff Meyers 作为主管共同协

调了报告的编写工作。

我们还要感谢报告的撰稿人和审核人：Min Bista, Greg Carl, Raquel Castillo, Piyamit 

Chomprasob, Matthieu Cognac, David Clarke, Malcolm Hazelman, Heribert Hinzen, Keith Holmes

和 Amy Jersild。特别应该提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UIS），它是十年回顾报告使

用的可比较的国际教育数据的主要来源。

我们希望对参加 2011 年 7 月在韩国首尔召开的第十二次全民教育国家协调员地区会议

的与会者表示感谢，他们审核了十年回顾报告并提出意见。

致 谢

* 全民教育区域专题工作组网址：
   http://www.unescobkk.org/education/efa/efa-network/east-and-south-east-asia/twg-on-efa 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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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全民教育目标 3 承诺通过合适的学习和生活技能项目，保证所有青年和成人的学习需求都能

够得到满足。

目标 3 主要关注扩展学习和继续教育的机会，推进教育权利的实现。它包括青年和成年人的

学习需要，包含各种形式的学习：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职业培训、远程教育、在岗培训和自学。

目标 3 的目标人群是十岁以上的所有人。

目标 3 由三个独特的理念：学习需求、合适的学习和生活技能组成，它恪守“满足青年人和

成年人的学习需要，是他们的福祉以及参与社会和工作的关键基础”的承诺，这是跨越整个全民

教育目标议程的捷径。

该地区的国家对于目标 3 的理解众说纷纭，实施方式也各不相同。细节水平低和缺乏明确的、

可量化的目标，往往阻碍了对于进展的跟踪，也可能弱化政府行为对极其重要的教育领域的监管。

此外，对目标 3 的监测框架缺乏共识也使对于进展的国际对比评测变得困难。

这本全民教育十年回顾报告呈现亚太国家在全民教育目标 3 方面的取得的进展。本回顾确定

了国家在努力实现全民教育目标的过程中遇到的关键问题和挑战，并提出改进建议。

考虑到全民教育其他目标涉及的领域，本回顾将考察三个学习领域：

1、中等教育；

2、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TVET）；

3、非正规教育（NFE）。

我们将在这三个领域都审视生活技能教育，它涵盖社会心理技能、健康保健技能、艾滋病预

防、生计和创收技能。

本回顾结构如下：每一个领域的分析都将涉及定义和背景、进展和趋势、满足学习者的需求、

关键问题和仍然存在的挑战、优先事项和战略建议。由于缺乏经验性数据，本回顾只聚焦于在本

地区实行的政策和项目倡议。受数据和信息所限，此次只对目标 3 的部分进展情况进行了评估。

以下是主要的调查结果、关键问题和战略建议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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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和关键问题摘要

中等教育

在亚太地区，中等教育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然而，来自经济五分位组的最贫困家庭、

偏远地区、女孩、少数民族、残疾人和有特殊需求的学生，在入学方面仍然存在严重的不平等。

需要共同关注的问题是中等教育质量普遍不高，完成中等教育的学生知识和技能水平不高。如

果没有进一步强有力的推进，在过去十年中取得的成果就会被销蚀。

生活技能教育现在已被整合在国家中等教育的学校课程中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项研

究表明，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开展生活技能教育：1、作为一个独立主题；2、嵌入一个主要的承

载课程；3、灌输到课程的多个科目中。大体上，有两种提供生活技能教育的模式：第一种模式

需要将生活技能融进特定的系统的问题或学科之中，比如，健康教育或者艾滋病预防；而第二

种模式将生活技能整合为一种宽泛的教育方法。

技术和职业技能教育与培训（TVET）

尽管人们已经认识到技术和职业技能教育与培训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是在亚太地区，

参与正规的技术和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仍然失衡。尤其是在改善难以触及的群体比如失业人员、

农村和非正式工能够接受技术和职业技能教育培训方面仍然存在挑战。一个较大的边缘化群体

是妇女、残疾人和贫困家庭成员，技术和职业技能教育与培训应能为这些群体提供必要的知识

和技能，去打破低技能、低生产力和贫穷的循环。

技术和职业技能教育与培训课程已经进行了一些改革，比如包括一些相关的一般和专门的

技能，但毕业生从学校向工作场所转换时，并不总是能够得到职业指南、咨询服务和经济资助。

生活技能和必要的工作技能已被纳入正规和非正规的技术和职业技能教育与培训的课程之

中，这些技能也被称为核心、通用或者关键技能，在确保年轻人进入和参与劳动力市场时拥有

必要的能力方面，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非正规教育（NFE）

亚太地区的大部分国家都认识到了非正规教育在惠及边缘化和劣势群体的关键作用，已经

实施了针对辍学青年和成人的非正规教育框架，但是，很多亚太国家缺乏质量管理标准化的非

正规教育项目框架，包括同等学力项目、非正规的技术和职业技能教育与培训以及创收性项目

（IGP）。缺乏足够的师资培训、资金和有效的质量保障机制，也加剧了非正规教育质量低劣的

状况，另外，雇主也不太愿意承认非正规教育毕业生的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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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技能教育无论是在同等学历项目还是创收项目中已经主流化，因此，生活教育的内容

已经得到“将行为改变同特定的健康主题相联”的方法论的充实，这些主题包括卫生保健教育、

吸烟和酒精预防以及获得与工作和生计相关的专门技能。随着“生活技能”的理念越来越被广

泛使用，人们的理解也更宽泛，已经出现了很多将非正规教育用于艾滋病教育和生活技能教育

的范例。

生活技能教育

通过审视生活技能和生活技能教育在亚太地区国家的应用情况，我们发现了三个并不互相

排斥的独特方法，这些方法可做如下分类：

1、聚焦在社会心理技能，包括社会情感学习、领导力和自我管理；

2、聚焦在创收技能和生计发展；

3、聚焦在健康行为和降低风险的艾滋病预防。

生活技能教育项目以特定学习群体、项目内容和输送方式为目标。内容可以包括健康教育、

艾滋病预防、职业培训或创收，项目可通过中学或非正规、校外设置输送。生活技能教育也经

常融入儿童友好学校（CFS）的模式中，后者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支持下，正在推广到整个亚

洲。许多国家根据本国具体情况，以不同的名义，开发了输送生活技能的教育和培训项目。然而，

所有的生活技能项目，无论他们的方法和重点如何，都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包括缺乏师资培训

和能力以及与评估项目的效果（这需要测量技能和行为的变化）相关的困难。 

战略和重要建议摘要

在分析各国已经取得的进步、面临的挑战、实现全民教育第三个目标的紧急事项的基础上，

我们对教育系统的三个领域，也对生活技能教育提出以下建议：

战略 1：改善中等教育、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以及非正规教育系统的信息库

 没有这个信息系统的地方，开发一个在这三个教育领域内追踪入学和完成情况的教育管理

信息系统（EMIS）；

 追踪中等教育在教育系统尤其是与治理、财政、课程开发、教师培训和学习效果评价方面

有关的改革；

 分析劳动力市场对于通用技能和专门技能的需求，以此评价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课程的

针对性；

 将私人企业纳入合作伙伴序列，以提升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项目的质量、通路和针对性；

 收集和扩散有关有效的非正规教育项目、实践、参与和效果的实证数据；

 评估教育排斥所有边缘化群体的原因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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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 2：强化政策、战略和实施纲领

 在中学，改革校本评估的实践和课后测验，更多地聚焦在学习成果上；

 加强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计划的一致性，保证技术和职业教

育与培训的政策和项目能够应对快速变化的劳动力市场；

 增进与私人企业和非公参与者的伙伴关系，在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中等教育和非正规

教育方面促进雇主和产业之间的密切合作；

 以适宜的法律和资源为支撑，通过清晰的战略和行动计划加强非正规教育政策，使之成为

教育部门的计划和国家发展战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鼓励正规教育组织和雇主承认在正规的教育系统之外（比如同等学历教育和非正规的职业

培训）获得的知识和技能。

战略 3：提高中等教育、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和非正规教育的质量和针对性

 强化中等教育的课程设置，较好地回应社会和工作场所的需求；

 使生活技能教育在所有正规和非正规教育的课程主流化，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及非正规

教育项目也应如此；

 将艾滋病教育纳入中等教育和非正规教育的课程以及课程辅助活动中；

 基于对非正规教育目标人群的需求和环境的分析，设计项目，以保证非正规教育的针对性；

 改善针对初中教师、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教师和非正规教育协调人的职前和在职培训 ----

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和生活技能教育方面 ---- 的质量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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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 介

全民教育目标 3 是：“通过提供机会均等的合适的学习和生活技能项目，保证所有青年和

成人的学习需求都能够得到满足。”

这个目标的外延是宽泛的，它包含所有青年和成人的学习需求，囊括了所有的学习形

式：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教育、职业培训、技能培训、远程教育、在职培训和自学

（UNESCO,IBE, 2007）。

全民教育目标 3 申明，所有青年和成人的学习需求都应得到满足，然而，这些学习需求是

什么以及如何衡量这些需求，并没有被清晰地界定出来。估计青年（15-24 岁）占据亚太地区人

口总数的 17.9%，或者大致有 71 千万年轻人。世界上 61% 的年轻人（10-24 岁）生活在这个地

区，意味着这是一个有着不同需求的多元化群体。比如，当大学培养了精湛的科学、计算机程序、

经济和艺术专业的毕业生时，还有 690 万青年男女文盲（占据世界总量的 54%）生活在这个地

区，成千上万的青年和成年人面临教育短缺、失业、和高职低就的挑战及不断适应社会、文化、

经济和政治迅速变化的需求。

此外，对于“适合的学习”和“生活技能”项目也没有共同的理解。国际教育局的理解源

自于德洛尔报告中论及的学习的四个支柱：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做人、学会共处，它将生

活技能界定为建立在独立的基础之上的自我管理和充分发挥作用必需的社会技能（UNESCO,IBE, 

2007），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生活技能界定为被公认为重要的社会心理和人际交往技能。然而，

准确地讲，究竟哪种技能重要，要视具体背景而定，比如，决策能力在艾滋病毒 / 艾滋病预防上

起重要作用，而冲突管理在一个和平教育的项目中则更加突显。按照儿童基金会的解释，最终

是技能之间的连接能够产生强有力的行为效果，特别是在这种方法得到了其他战略比如媒体、

政策和健康服务支持的地方，尤其如此（UNICEF, 2012）。

总而言之，目标 3 将一个高层次的宏图与一个低层次的细节合二为一，而且，迄今为止，

就其概念性和监测框架还没有达成国际共识。这个目标范围广泛的性质，联同缺乏可以量化的

目标和容易衡量的成果，都有碍对此方面的进展进行跟踪。这是一个教育政策和输送极其重要

的领域，而缺乏基准已经削弱了政府对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进行评估的能力。尽管面临界定和

衡量的挑战，但目标 3 的核心原则是全民教育日程的基础，因为满足青年和成人的学习需求对

于扩展生活和工作机会至关重要。

1 韦氏词典将“社会心理”界定为涉及社会心理和社会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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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依据和目标 3的范围

目标 3 中宽泛的目标在全球特别是亚太地区都引致了多种理解和阐释，这个地区的国家对

于它的范围界定大有不同，所以，为实现此目标实施的国家政策、战略和项目也普遍不同。

对于目标 3 进一步的阐释宣称：“所有青年和成人都能得到获取知识、发展价值观、态度

和技能的机会，从而使他们能够发展工作、充分参与社会、掌握他们自己的生活和继续学习的

能力” (UNESCO, 2000, p. 16)。

这个阐释进一步强调需要扩展中等教育，提供一些青年友好的项目以保护年轻人，尤其是

女青年，免受剥削性的劳动、失业、冲突和暴力、吸毒、学龄期怀孕和艾滋病的伤害，它也提

及需要为所有年轻人，尤其是为那些失学，或者完成了学业但没有获得核心的识字、算术和生

活技能者，提供继续学习的机会（UNESCO, 2000）。

目标 3 也部分涉及了教育系统的一些特定次领域，那就是中等教育、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

训、非正规教育、其他与学习内容有关的组成部分。其中一个领域就是生活技能，生活技能可

被视作一个交叉主题，因为它与中等教育、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非正规教育都有关，而且，

既包含在正规教育，也包含在非正规教育的学习内容中。

在本回顾中，成年人指 15 和 15 岁以上，年轻人指 10-24 岁的群体，青少年介于 10-19 岁 2。

虽然青少年、青年和成人的年龄范围重叠，但他们代表与众不同的分组。还应该注意的是，该

地区对于青少年和青年存在各种定义。以菲律宾为例，共和国法案 8044 将青年定义为 15-30 岁，

而劳动和就业部的定义是 15-24 岁；在越南，青年法律将年轻人定义 16-30 岁，《青年发展战略》

则定义为 15-34 岁 (FAO, ILO and UNESCO, 2009)。亚太国家对于年轻人年龄界定的不同增加了

跨区域比较的难度。

而年轻人（10-24 岁）是目标 3 的主要目标群体，特别要提到青春期少女。在南亚，青少年

的状况尤其令人担忧。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世界儿童报告 2011》的国家，在 2009 年，

南亚有 335 万青少年，占人口总数（UNICEF, 2011b）3 的 21％。维·让麻查德兰说：“尽管有将

童年、青春期从成年中划分出来的法定年龄限制，但在南亚，许多青少年和少年儿童仍在从事

成人活动，如在无组织的部门工作、童婚、在家照顾儿童和在冲突地区当兵”（UNESCO and 

Plan India, 2011, p.14），这种情况对于被边缘化的青春期少女尤为严重。2008 年联合国的《惠

及边缘化女青少年的联合项目框架》认为，“少女代表一个巨大的尚未开发的潜力：她们持有

破解贫困代际循环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钥匙”（UN Inter-agency Task Force on Adolescent Girls, 

2008, p. 13）。

一方面是年轻人巨大的潜力和在他们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是他

们面临的挑战比如获得高质量教育的机会、高失业率和健康风险，基于这些原因，在全民教育

目标 3方面取得的成就对于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例如日本、

2  青春期是“介于童年与成年之间的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在这个时期，人们不得不面对个人和社会经济变化的复杂的相互
    作用，努力实现从依赖到 独立的“过渡”，有效地掌控自己的生活，承担社会承诺“（教科文组织，2004 年）。
3  转引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印度计划，2011。“南亚区域会议。应对失学青少年的需求：南亚国家的经验。新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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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泰国、中国），人口老龄化带来诸多挑战，包括需要成人不断地适应变化，并终身学习。

区域教育系统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是为所有人提供公平的机会，也要确保所提供的学习具有针对

性，能够响应当今瞬息万变的世界的要求。

1.2 学习需求、学习和生活技能项目 

1.2.1 定义

如上所述，《达喀尔行动行动纲领》对于“学习需求“、“学习”和“生活技能”项目没

有提供清晰的定义，所以，本节将简要地深入了解一下，从《达喀尔行动纲领》颁布以来，在

国际论述和亚太地区国家两个层面如何理解和界定这些语汇。

学习需求

无论在全球还是在地区范围内，学习问题在全民教育中还没有被置于重要地位或者阐明

（Bannerjee and Duflo, 2011），结果导致全民教育报告的工作大大忽视了确定年轻人的学习需求，

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疏忽。因为，显而易见，它是保证教育服务输送针对性的重要因素，对于

讨论教育质量问题也至关重要。

当对于国际学生能力评价的范围和注意不断扩大的时候，好像研究者没有聚焦在评价学校

在自身环境下满足个体学习者需求的能力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大体上，教育尤其是在制定学

习议程框架时，只有很少的“客户权利”。

对于国际和亚太地区如何界定“学习需求”的分析突出了一个新兴的趋势，这个趋势集中

在界定学习者期望了解、理解什么，学习结果（知识、技能和素质）能够得到运用，这些学习

成果不仅在正规教育，而且在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的环境中也能获得。

亚太地区各国的教育部一直在持续改善确定儿童和青少年学习需求的途径，很多国家也认

识到了改善学习机会、减少在入学机会和教育质量方面的不平等的必要性。

在最近的有关全民教育现状的国家报告中（UNESCO，2009b），亚太地区国家已确定以下

需要加强的领域或者需要开展的工作（与目标 3 涵盖的三个主要领域有关）：

中等教育：

   中等教育课程改革（比如蒙古和日本 [UNESCO, 2009b; 2011g])；

   高中入学机会均等（比如柬埔寨）；

   生活技能课程的开发（比如斐济、印度、老挝、缅甸、尼泊尔和斯里兰卡）。

  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

   制定新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战略（比如孟加拉国、斐济、老挝、缅甸和泰国 [UNESCO, 

   20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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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规教育

   满足失学和边缘化儿童的学习需求（比如老挝、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尼泊尔）；

   健康保健和艾滋病预防教育（比如孟加拉国和柬埔寨）；

生活技能

人们已经多次尝试去界定“生活技能”，结果依背景的不同而不同。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近的情况说明书对“生活技能”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生活技能是有助于产生适应能力和积极行为，以使个体能够有效应对日常生活的

要求和挑战的社会心理能力”。这些技能可以被松散地归为三个大类：分析和运用信息

的认知技能、个体能动性和自我管理的个人技能、与他人有效沟通和互动的人际交往技能。

(UNICEF, 2012).

生活技能广泛、多维度地体现了素质和技能，它包括拥有自我尊重、自我效能和志向 ----

所有这些都是决定将来成果的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有关研究表明，在童年时，与学校他人 --

包括成人和同伴 -- 关系的质量，是幸福最重要的方面（Camfield and Takafere, 2009）。此外，社

会技能与毕业考试和在劳动力市场的成功具有积极的联系（Krishnan and Krutikova, 2010）。在

2010 年的一个研究中，弗拉维·崔哈发现非认知性能力对学校教育、学业测试、工资、青春期妊

娠率、吸烟和其他很多社会和经济生活方面有直接的影响（Cunha, 2010）。

当我们审视以生活技能教育为基础的教育时，能够发现它们受到两种主要影响：一种是启

发式教育理论，它强调社会心理能力（生活技能、社会情绪学习、学习行为）的重要性；另一

种是艾滋病行为改变和降低风险理论，这种理论将生活技能视作解决艾滋病病毒或艾滋病传染

问题的主要手段。在前者，生活技能教育是一种运用了互动和参与式的教与学的方法的教育态度，

重在发展学习者的分析思维和解决问题的技能（同上），方法则包括经验性的和以活动为中心

的教学模式。

技术、职业、创收和有偿就业的技能，连同人际交往技能和有关健康行为的知识（请参照

下面的国家实例）构成了生活技能的第三个通行的定义。

《学业、社会和情绪的协同学习》（CASEL）确定了教育体系必须解决的五个核心维度，

以使学生在伦理上能够有效地管理好自己、人际关系和将来的工作，这些维度是：自我意识、

自我管理、社会意识、人际关系、负责任的决策（CASEL，2003）。《学业、社会和情绪的协

同学习》已经研发出工具和框架，评估学生与学校的连通性，衡量学习环境的社会和情绪氛围。

艾滋病毒 / 艾滋病教育专家为生活技能教育提供了另一种理论基础。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

署将以生活技能为基础的教育视作艾滋病预防的国际应对框架的关键组成部分（United Nations, 

2001），“艾滋病生活技能教育保障项目”将知识、行为、技能和价值观揉合在一起，意在减

少高风险的行为。一般各个国家会通过联合国双年度大会的特别会议（UNGASS）提交《国家

进展报告》，汇报本国有关艾滋病生活技能教育的进展情况。在通常的全民教育筹资机制之外，

艾滋病生活技能教育项目可以得到资金资助，结果是，早在 2000 年，艾滋病预防和生活技能之

间就有了联系，反过来，又在全球塑造了全民教育目标 3 中“生活技能”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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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部分国家对生活技能教育的界定

资料来源：EFA Mid-Decade Assessment Regional Synthesis Reports (UNESCO 2008a-d).

亚太地区国家对于生活技能已有自己的界定，如表 1 所示：

4 自 1998 年以来，在小学阶段，生活技能已经被强制性地作为核心课程中的一门独立的学科；2001 年以来成为中学联课的独立
   课程。

国 家 对生活技能的界定

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

老挝

马来西亚

缅甸

菲律宾

泰国

生活技能被界定为：能够做到知情的决策、有效沟通和自我管理，有助于健康、有作为的生活以

保证成功解决日常问题的智力、个人、人际交往和职业技能（Policy for Curriculum Development, 2005-

2009）.

两种生活技能得到了承认（Policy for Life skills Education, 2006）：

基本生活技能：包括一般生活技能和职前技能。一般生活技能包括个人卫生、安全、日常生活计划、

组织、人际关系、道德和好公民。职前技能包括沟通、数学、问题解决和团队工作的技能。

生涯技能：这包括有赖于当地需求、个人兴趣和职业技能的简单的生涯技能，职业技能需要长时间的

培训课程和技术能力，以促进专业发展。

生活技能在《国家全民教育规划》中被界定为每个人都应拥有的技能或者能力，以适应、积极行动

和面对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生活技能被细分成：

一般生活技能：这些是保证健康生活、合作、沟通、批判性思考、价值观和态度（纪律、责任和尊

重他人）的社会心理技能

专门技能：这些是学业和职业技能。重点强调了科学技能。

生活技能被界定为：

人们提高生活质量需要的知识和能力，比如基本的职业技能和支持性活动如技术改进、产品开发和

市场链条开发。

生殖健康和环境是生活技能的组成部分。

马来西亚对于生活技能的定义基本上包括如下内容：

基本技能：识字、算术和信息通讯技术技能。 

社会心理技能：反馈、个人和人际交往技能包括解决问题、批判性思考和沟通技能。

实际或情境技能：技术或职业技能、创收技能和那些与健康、性别、家庭、环境和公民有关的技能。

生存技能：与定向和流动相关的动手能力、行为管理、自我管理、自理能力和居家闲暇管理技能。

适龄生活技能
4
课程包括个人健康和卫生、营养、身体发育和发展、生殖健康、精神健康、可预防的

疾病如痢疾、疟疾、缺碘、肺结核、肝炎、艾滋病、酒精和药物的使用和滥用、环境卫生和健康。

社会心理技能：包括决策、沟通、人际关系、同情、批判和创新思维、情绪和压力处理、培养自尊、

自我表达和整合在课程中的技能。

生活技能被界定为积极和适应性行为的能力，使个人能够有效处理日常生活的要求、挑战、经验和情势；

以下生活技能被认为至关重要：自我意识、同情、有效沟通、人际交往、决策、解决问题、创新性思

维、批判性思维、情绪理解、压力应对、产品和创业技能。

教育部将生活技能界定为能使个人有效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情况的特质或社会和社会心理能力。有

关生活技能的教学大纲的主题涵盖医疗保健、艾滋病预防、药物滥用意识、安全、环境、道德和伦理、决

策、问题解决、智力、人际交往和情商、对他人的理解和同情能力、情绪和压力管理。

确定了四个基本生活技能：

医疗保健和疾病预防；

生命和财产安全、减灾和保护、社会秩序和安全、交通等；

自然环境和环境资源的保护等；

道德、伦理、可取的价值观和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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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分析亚太地区国家如何界定生活技能和生活技能教育的时候，能够追踪到三个独特

的集群及在本地区通行的相应的方法。这些方法并不互相排斥，可作如此分类：

    聚焦社会心理技能，包括社会情绪学习、领导力和自我管理；

    聚焦创收技能和生计发展；

    聚焦健康行为和降低风险的艾滋病预防。

这三种方法可以作为制定评估该地区生活技能教育的进展框架的基础，并为今后的行动提

出建议。

1.3 目标 3分析关注的重点

本回顾将集中确定和分析本地区在实现全民教育目标 3 方面的进展和趋势，审视中等教育、

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和非正规教育这三个分领域。在生活技能教育方面的进展，将聚焦在这

三个领域如何运用如上所述的三种主要方法，实施生活技能教育。

由于缺乏用于分析的数据，报告的很多内容将以政策和本地区的国家发起的项目倡议为中

心，又因为每个国家对于目标 3 有不同的理解，比较这些国家倡议哪个相对成功也有困难，所以，

本《回顾》的目的不是要在国家间比较，而是呈现趋势，提出到 2015 年在亚太地区加速实现全

民教育目标的建议。

后续的章节应被视作其他全民教育十年回顾报告的姊妹篇，他们也涉及了本回顾报告讨论

的问题。

比如，全民教育目标 2 十年回顾报告描述向中等教育过渡的问题，所以，本报告在此不再

赘述。中等教育的质量详见全民教育目标 6 十年回顾报告，性别差异是全民教育目标 5 十年回

顾报告的主题，此处仅简要提及。然而，相关之处，还是会提供简短的摘要、必要的联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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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中等教育

2.1.1 定义和背景

在教育的历程中，中等教育是一个转折点，它为年轻人更高一级的教育、职场和像大人一

样地参与社会做准备。全民教育的成功和全球化带来的日益复杂的要求，需要政府将目光从小

学教育投向中等教育和中学后教育。收录在《达喀尔行动纲领》中的对于全民教育目标 3 的扩

展性评论说：“人口中没有一定比例的劳动力完成中等教育的国家，不可能发展出现代、开放

的经济（UNESCO, 2000, p. 16）”。

平均而言，亚太地区中等教育的入学率已得到提高。随着大部分亚太地区国家在普及小

学教育方面的不断进步和小学完成率的提高，各国正在致力于中等教育体系的重新定向和扩展

（UNESCO, 2013）。经济增长和国家发展带来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对技术工人的需求

增长，这导致中等教育得到更多的关注。各国选择了不同的发展中等教育结构的路径，包括课

程多样化、引进创新性的筹资机制和学生支持、增强对于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估。该地区的各国

政府也在努力保证这个层次的教育与相关的劳动力需求相适应。

因此，中等教育是有助于提供公平的接受适合的学习和生活技能项目机会的重要载体。然而，

依照全民教育目标 3 评估中等教育的进展情况，首先需要一系列与中等教育及其课程有关的通

用概念。

亚太地区国家对于中等教育的界定不尽相同。通常是 6-7 年，但可以横跨 4-7 年

（UNESCO,2011a）。按照 1997 年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ISCED），中等教育通常分为初

中（ISCED2）和高中（ISCED3），但是各个国家的分类和现实情况更复杂些。以印度为例，初

中教育指小学高年级，是免费和义务初级教育的一部分；中等教育只包括初中高年级（IX-X年级）

和高中（XI-XII 年级）（NORRIC, 2006)；在孟加拉国，中等教育划分为初级、第二和高等三个

层次（BANBEIS, 2006）。在菲律宾，中等教育（VII-XI）没有被划分为初级和高级（CHED,1998）。

为与《国际教育标准分类》（ISCED）保持一致，本《回顾》中的初中教育是《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中的 2，高中教育是《国际教育标准分类》的 3.

按照专业化的系统、类型和层次，中等教育提供的课程可以分为三类：

   常规 / 学业：这类课程是为了发展学业技能，通常在高年级为学生提供相当多的选择，普

通的核心课目一般需要认证。

    多元 / 综合：这类课程将一门学术课程与一个或更多的职业领域结合起来；

    职业 / 技术：这类课程提供有特色的职前或与专门工作相关的技能指导；

在实践中，为中等教育课程分类，比提出这三种类型的主题更困难，因为这三者的边界是

2 现状、问题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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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的。随着各个国家采取开放入学和全覆盖的政策，扩展中等教育经常牵涉到课程的多元化，

新项目会提供更宽泛的选择和与劳动力市场更强有力的联系。

a. 评估进展的框架

为中等教育确定一个共同的定义，并将课程分为宽泛的三类，就可能依照全民教育的目标，

提出评估进展情况的框架。这个框架应该以全民教育目标（通过提供机会均等的合适的学习和

生活技能项目，保证所有青年和成人的学习需求都能够得到满足）本身信奉的关键组成部分为

基础。所以：

    所有年轻人和成年人的学习需求要求必须衡量中等教育入学（提高入学率的政策）的进

展情况；

    入学平等的条款意味着也必须检视公平问题，尤其是面向弱势群体的政策和改革；

    中等教育的针对性和质量是重要的分析维度，因为它们以提供合适的学习和生活技能项

    目为目标；

    中等学校充足的资金、审慎和透明的管理是实现全民教育目标 3 基础的先决条件。

2.1.2 进展和趋势

a. 地区概览

在过去的十年中，该地区几乎所有国家注册的中学总入学率都有大幅增长。截至 2009 年，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大约有 3.098 亿学生在中学就读，超过全球总量的 58％ 。自 2000 年，该地区

有 2.486 亿学生就读，入学率以每年 2.7 ％的平均增长率进一步提高。全球的入学率也有所增加，

虽然只是 2% 的较低的增长率（参见统计附件） 。

持续增长的中等教育参与率的趋势是令人鼓舞的，但是，入学率指标需要将绝对的数字放

在具体的背景下，并回答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多少孩子失学？以及国家中等教育系统表现如

何？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一对指标被用来进行国家比较：净入学率（NER）和毛入学率（GER）。

这种分析将中等教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调查，根据数据的可用性，既研究净入学率，也研究毛

入学率。

整个地区的中等教育净入学率已经上升。如图 1 所示，在 2000 年至 2009 年间，有的国家

和地区如不丹、澳门（中国）、库克群岛，印度尼西亚、蒙古、缅甸、所罗门群岛和塔吉克斯

坦的中等教育净入学率提高了 10% 强。与此同时，起点较高的国家 - - 澳大利亚、日本、哈萨克

斯坦和和韩国 -- 增长率却非常缓慢，入学率甚至出现下降。高入学率国家的停滞现象不应该被

忽略，因为超过 90 ％的净入学率仍然代表大批学龄儿童在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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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中等教育净入学率，2000 和 2009

资料来源：Statistical Annex, UIS, 2012.

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 49个国家里，只能获得 15个（图 1）或者说 30%的国家的净入学率数据，

但是，同世界各地一样，能更宽泛第获取到亚太地区的毛入学率。

图 2 表明，在 2000-2009 年间，很多国家的毛入学率得到了平稳的提升。以缅甸为例，在

此期间，虽然 46.2% 的毛入学率结果表明，仍然有为数众多的学生没有接受中等教育，但入学

率还是提高了一倍多。像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注册的入学率数字也有极大的

提高。与它们的净入学率相比，在 2000 年记录在案的毛入学率就已达到 80% 的国家增长较缓。

有几个国家的净入学率和毛入学率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不丹的净入学率是 47%，但是毛入学

率超过了 60%，这表明教育系统非常低效，或者学校系统没有按照为学生设计的课程教育孩子。

根据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说法，毛入学率指接受给定层次的教育的小学生或学生，不

论其年龄大小，在相应层级的教育水平正式的学龄人口总量中的占比，它衡量的是在给定的教

育层次上总体的参与水平，表现了教育体系接纳特定年龄群体的能力。对于三级水平而言，适

龄人口通常是官方的中学毕业年龄 5 岁范围的人群。而另一方面，净入学率是接受给定程度的

教育的小学生或学生总数，在理论上的相应年龄群体的占比，它显现的是在给定的教育程度上，

相应层次的教育对于适龄儿童和青年的覆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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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中等教育的毛入学率，2000 和 2009

资料来源：Statistical Annex, UIS, 2012.

毛入学率数据有益于进一步分别分析初级和高级的中等教育，后者的成败与否会因总体的

入学率数字变得模糊不清。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初中毛入学率达到

了 90%，虽然每个国家总的中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只有 80% 或以下（参见统计附件）。

数据还表明，整个地区存在中等教育的不均衡扩张和次区域不同的趋势。在中亚，能够获

得的统计数据（净入学率和毛入学率）表明，绝大多数国家的中等教育都出现了迅猛扩张，在

2008 年，该地区的中等教育毛入学率从 86% 提高到了 97%（UNESCO, 2011d）。东亚地区的发

达国家如韩国和日本，中等教育的入学率已经和正在保持着较高水准，净入学率达到了 90%。

西南亚的中等学校的参与已经扩大，但远没有满足需求。平均而言，在这个次区域，2008

年只有一半的孩子上了初中学校（UNESCO, 2011e）。

b.	不均衡的扩张：入学的障碍

只有识别不能接受教育的障碍，才能使决策者能够惠及那些没有上学的孩子。即便在全亚

太地区教育的参与程度千变万化，包括在初中和高中之间的不同，但在入学上仍然存在共同的

对于边缘群体影响最大的障碍。尽管对于中等教育入学障碍的研究没有像小学教育那样多，但

仍然有丰富的信息资源供本《回顾》去参考，这些研究包括世界银行、儿童基金会和统计所的《辍

学儿童全球倡议》（OOSCI）和教科文组织关于中等教育的著作。

性别不平等

认识到教育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在学前或者小学阶段就开始了，并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而加

剧，全民教育运动和千年发展目标将到2012年，在所有的教育阶段都实现性别平等作为目标之一。

特别是青春期少女，初中教育对于她们的赋权、发展和保护（UNESCO, 2011b）非常重要。然而，

现实是在很多亚太国家，能够接受中等教育的女孩人数代表性不足。

在中学教育阶段，九个亚太国家中就有六个国家的女孩的入学率低，性别平等指数也低，

这个鸿沟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最大，但在印度的高中阶段也是问题，北边的邦尤为严重。在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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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地区东部的国家，柬埔寨、老挝和所罗门群岛女孩的入学率都低（UNICEF, 2011b）。在这些

国家，妨碍女孩入学的因素包括社会 - 文化因素和现实情况，诸如早婚、早育、缺乏孕妇保健、

家庭经济限制、需要女孩做家务和女孩的教育价值较小的看法等。此外，教育条件 ( 距离、缺乏

卫生设施 ) 和女教师短缺，也可能阻止父母送女儿去中学 ( 同上 )。　

与此同时，有些国家的中学教育已经实现了性别平等，包括中亚、太平洋次区域（巴布亚

新几内亚、斐济、所罗门群岛、汤加和基里巴斯）和孟加拉国（UNGEI, 2009）。而在一些国家，

中学的男孩比例偏低（如马来西亚、蒙古、菲律宾和泰国），对于这种现象，最常见的解释是

与劳动力市场相关的“拉动”因素，吸引男孩去工作（特别是在经济紧迫的时期和背景下）以

及女教师的比例偏高、缺乏积极的男性榜样和严格的课堂要求 (UNGEI, 2011)。

亚太地区的各国政府制定了各种政策措施，解决中等教育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例如，柬埔

寨在 2003 年制定了《柬埔寨性别教育政策》，随后 2006 年又出台了《2006 -2010 教育的性别主

流化战略》和《教育的性别主流化质量标准和指标》，这些政策是在跨部门合作（SWAp）的背

景下实行的，与部门计划和预算审查过程密切联系。

在一些国家，包括中国、老挝、蒙古和泰国，政策制定者已经授权从性别的角度审视课

程和学习材料，以识别和消除性别刻板印象和偏见。在其他背景下 ( 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和老

挝 )，政府在教育部建立了国家的机制、结构和部门，确保关注性别问题 (UNGEI，2009)。激

励计划是另一种常见的政策措施，这或许可以解释孟加拉国的中等教育取得的性别平等的成就

(UNESCO, 2011b)。对于性别的详细讨论参见全民教育目标 5 的十年回顾报告。

社会经济的不平等

相对于经济状况处于五分位上层的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中学生往往更弱势，这是

由各种因素造成的 : 直接和间接的花费 ( 学费、交通、制服、学校用品、项目和其他捐献 )、机

会成本、父母 / 孩子对于质量差的教育的理解和老师对于来自贫困家庭学生的期望低。

　在老挝，只有 11-25% 的来自七个最贫困省份的儿童达到和完成了 11 年级 ( 图 3)。在缅

甸，只有 28% 来自最贫穷家庭的孩子在上中学，而来自最富有家庭的孩子则达到 86%(UNICEF, 

forthcoming)，2011 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世界儿童状况报告》次区域分析也印证了这些结果。

根据这份报告，南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生活在最贫穷家庭的孩子比最富有家庭的孩子接受中

等教育的几率低三成（UNICEF, 20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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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按照经济五分位，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中学入学率较低的国家

资料来源：MICS and DHS data analyzed in the Global Initiative on Out-of-School Children: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Regional Study 2012 (UNICEF, forthcoming).

母亲的受教育程度重重地承载着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也与孩子的中学入学强烈相关。例如，

在缅甸，母亲接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的，孩子上中学的比例是 84 %，母亲只上过小学的，这个

比例是 54%。在母亲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地方，这个比例只有 31%( UNICEF, forthcoming)。 

地域和城乡差距　

省、州和地区层面中等教育入学的区域性差异，在一些多方司法管辖的大国如印度、印

度尼西亚表现尤其显著。入学公平面临的一个共同挑战就是地域，在印度尼西亚，偏远地区和

分散在巴布亚和苏拉威西岛的岛屿社区入学更为困难，在那里，中学通常距离村庄有相当的距

离。在这种情况下，孩子通常会在上完小学就辍学，偏远和人口稀少的地理区域资源不足，

当地税收有限，在影响国家做出对他们有利的资金分配规则方面，面临更大的困难 (UNICEF, 

forthcoming)。图 4 总结了亚洲太平洋地区中等教育入学的经济和区域资源的不公平。

图 4：亚洲太平洋地区部分国家中等教育入学的障碍

资料来源：MICS and DHS data analyzed in the Global Initiative on Out-of-School Children: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Regional Study 2012 (UNICEF, forth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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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不公平现象的政策措施多种多样。一些国家直接向当地学校委员会提供学校助学金时，

制定了对小型和弱势学校有利的资金分配规则。其他国家的政府提供政府间转移支付和专门的

政策、干预措施，诸如寄宿设施和招待所，旨在解决使许多农村或偏远社区的孩子无法上中学

的距离问题。一些国家提供交通援助，在泰国的案例中，政府推出了出借自行车的计划，帮助

农村孩子上中学（UNESCO, 2011a）。

社会文化的不平等　

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对于身份的定义，如南亚的种姓制度，对中等教育产生了代际影响。

例如，在印度和尼泊尔，达利特和其他群体历史上一直遭受着教育歧视，尽管采取平权行动去

消除它，但这种现象在中等教育中依然存在。在许多国家，农民工的孩子在中等教育领域代表

一个完全的劣势身份。在缅甸和中国，外出务工家庭的孩子在入学和学习结果方面显然是弱势

群体。在斯里兰卡，弱势儿童包括那些来自种植园社区、流浪儿童和受冲突影响的儿童 (UNESCO, 

2011a)。　　

少数民族群体在中等教育领域往往也人数较少。在越南，2007 年在初中学习的少数民族达

到学生总数的 15% ，这一比例在高中只有 10%( UNESCO, 2010)。在菲律宾、尼泊尔和柬埔寨，

近来的国家教育政策的变化以及对于基于母语的教育材料和教师培训的创新性投入，提升了基

本的完成率和学习效果 (UNESCO, 2007)。　　

残疾和特殊需要

亚洲、太平洋地区有关残疾儿童的数据比较缺乏。在泰国，残疾人融入中学教育的学生人

数非常少。在越南，作为实行残疾儿童教育国家政策计划的一部分，开展了一个全国性的残疾

儿童入学率调查，结果表明，46% 的残疾儿童是文盲，三分之一从来没有上过学，85% 没有上

完小学 (UNESCO, 2009c)，阻碍残疾儿童接受教育的因素包括资源不足、身体不便、部门之间缺

乏协调、沟通以及对残疾问题消极的文化心态。

抚养和教育残疾儿童也需要额外的家庭资源。孟加拉国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残疾儿童的

家长用于抚养孩子的设施和医疗保健的花费，比普通家庭高三倍 (UNESCO, 2010a)。在很多案例

中，这些额外花费使教育尤其是中等教育，对于来自贫穷家庭的特殊需要的儿童来说，花费过高。

教育部需要制定政策、指南，提供必要的支持，以确保所有的中学都对残疾儿童友好，中等教

育全民化对于残疾儿童才会变成一个现实。

2.1.3 中等教育的质量

通过中等教育获取知识、技能和能力有赖学生所受教育的质量。此外，教育必须有针对性

地满足学习者和潜在的私营雇主的需求。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决策者需要优先考虑确保中等教

育的质量。

泛泛而论，教育质量有几个关键要素：教师、课程、教学法和学习评估、评价。在亚太地

区全民教育目标 6 十年回顾报告讨论这一领域正在进行的研究，包括国际学生评价项目 (PISA)

的结果和学习成果 ((UNESCO, 2012 b)，针对目标 3 的目标，我们将集中从教师和课程的视角，

审视教育系统已经和正在如何促进学生获取知识、技能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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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教师资格和职前培训

在提供中等教育质量方面，教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相比其他水平和类型的教育，

中学被认为更难吸引、培养和留住教师 (Gannicott, 2009)。　

这个地区的许多国家不断表示担心中学教师的质量。尽管学生成绩与教师的贡献是混在一

起的，他们的角色仍然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困难在于如何界定和测量构成一个好老师的特征

(Gannicott, 2009)。　

在过去的十年里，大多数亚太国家都致力于改善中学老师的技能，确保他们能够接受一个

正规期限的岗前培训。日本和韩国的报告说，它们几乎所有的中学教师完全合格，即便在较不

发达的国家，情况也与此类似。　

除去文莱、印度、老挝和缅甸，在所有东盟 ( 东南亚国家联盟 )+6 的国家，完成 12 年级是

进入师范学院的平均最低入学资格，上述几个国家的入学门槛是 10 或 11 年级 ( 见图 5)，较低的

入门要求，加上期限更短的 ( 小学教师两年，中学教师三至四年 ) 教师培训课程，可能会对教师

素质产生消极的影响。

图 5：接受教师培训所需的受教育年限总数

资料来源：Compiled by UNESCO Bangkok from different sources.

在一些国家 ( 如新加坡、日本和韩国 )，职前培训的期限是四年，这意味着这些老师往往具

备更好的资格，因此更有可能能实现学习效果。　

从比较的视角看，审视成为初中或高中老师需具备的不同的最低资格很有趣。在东盟 +6 的

8 个国家，只需要具备国际教育标准分类的 4 级资格就可以成为初中老师，如下面的表 2 所示。

然而，相同数量的国家，包括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国家，要求初中教育具备更高的

资格，特别是第三级的层次 ( 大多数情况下需要四年才能拿到学位 )。至于高中教育，几乎所有

的国家都要求教师具备三级 (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5) 资格，老挝是唯一的例外，只需要具备与初

中教师一样的二级教师资格 (11 年的正规教育加上三年的职前教师培训 )(UNESCO,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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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教师管理政策概览

附注： i：适当的评估和奖励措施；　

            Ii：根据不同邦教师短缺的程度而变化　

资料来源：Compiled from various sources by UNESCO staff.

然而，提高对于教师的资格和学术要求，并不一定能确保一支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此外，

有关研究还没有令人信服地证明教师资格与改善学生的学习呈正相关 (Gannicott, 2009)。尽管确

保教师充分合格，仍然是该地区许多政府的当务之急 ( 如大量有关这个话题的政策文件和研究论

文表明的那样 )，一些国家的政府也开始认识到教师的其他特性对于学生的学习效果也很重要。

加强教师的职前和在职培训　

需要开发教师的技能，提高职业积极性，以满足中等教育变化的需求，做到这一点，需要

将高质量的岗前培训和校本的在职培训平衡地结合起来，制定吸引和留住优质教师的政策，建

立对于教师和管理者的问责机制，改善校本管理 (Bruns，2011)。信息和通讯技术也必须渗透到

教师培训和教室中，但要避免引发城乡学校之间新形式的不平等。　　

资格（最低学习年限）/

在学年数+教师培训年数

教师标准

入门

考试/测试

学前 小学 中学

试用期

在职培训
资格证

续签/维持

工资/

薪水增长

评价和

奖励（i）

教师标准

澳大利亚

文莱

柬埔寨

中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日本

韩国

老挝

马来西亚

缅甸

新西兰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全
民
教
育
目
标 

 
  

生
活
技
能
和
终
身
学
习

3：

20

根据麦肯锡公司 (McKinsey and Company, 2007) 的建议，该地区的几个国家包括日本、韩

国、新加坡，现在专注于吸引“对的人”从事教学工作，例如，通过瞄准顶尖的高中毕业生，

只招收那些具有天资和意愿从事教育的人，进入师范院校。在这方面，领头羊的例子是新加坡，

它由教育部和校长教师培训机构联合遴选教师，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审核候选人的学术能力，

还要考察他们的动机和教学天分。同样，中国台湾省也进行广泛深入的候选人筛选，最后只接

受少数人 (Gannicott, 2009)。

提高教学质量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持续的专业支持，包括在职顾问和导师、学习机会、

培训工作坊、校际访问和教师群中的同行咨询，这些对于新教师在前几年的服务最重要，也已

经被证明对于留住老师也有积极的影响。根据实践者的经验，在教师的第一个五年间，在教

师自己的教室环境下的培训和支持，是最有效的促进专业发展的策略之一。除了老挝，东盟 + 

6 个国家都有中学教师在职培训和持续的专业发展政策，老挝对中学教师的培训是临时组织的

(UNESCO, 2013)。

b．课程　　

目标明确的课程是提供高质量教育的先决条件，同样，也是教育政策的关键领域（Gauthier, 

2006)。初中通常应巩固在小学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尤其是读写和计算能力，课程通常包括核心

科目，如数学、自然和社会科学、健康教育、外语和公民教育。在科目专业化的意义上，不同

的学习领域，比如科学和艺术 (UNESCO, 2011a)，是未分化的，专业化在高中阶段开始，并根据

社会经济背景而变化。

许多政府明确表示，中等教育的课程应该对学生进入高等教育或劳动力市场具有针对性，

应该为学生配备足够的知识、生活技能和 / 或放学后实际的生活技能。然而，许多国家缺乏必要

的人力和财政资源，使之成为现实 (UNESCO, 2013)。下面的表 3罗列了一些亚太国家的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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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亚太国家都有适当的中等教育课程框架，一些框架已经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例如，

尼泊尔自 1990 年以来就有高中的课程框架 )，这样就存在变得僵化和越来越失去针对性的风险，

或者为了应对特定的新兴问题 ( 比如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预防、防灾、气候变化、和平教育 )，作

为增量的结果，积累到一个转折点。还有一些正在进行的学习目标和内容系统化改变的例子，

如老挝在逐步实行 6-12 年级的改革。　

在一些国家，中学课程的开发和修订在不同级别的政府或政府部门之间是分离的，例如，

在 2006-2007 年修订初中课程之后，越南决定，在省级层面，一些历史和地理内容可以根据相应

的规定本地化 (UNESCO, 2011a)。

在该地区的许多国家，课程开发目前身处教育改革的前沿，这通常涉及利用新的信息时代

技术、改变过时的课程内容和满足学习者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工作所需配备的新技能和知

识的需要。为提高经济竞争力进行教育改革，许多教育部门已经意识到开发注重生活技能，如

批判性思维、人际交往技能、除了掌握知识之外的创造力的课程的重要性。

教育部也需要投资替代性的教育输送计划，以非传统的方式，如通过信息通信技术 (ICT)、

社区混合班中学、夏季学习营和独立的模块化的学习。提供高质量的学习，为实现等效的中等

教育—或获得专门的生计技能，与年长的青少年和成年人一起工作，需要考虑采用更加独立的

学习方法和创新手段。例如，在孟加拉国，孟加拉国农村发展委员会 (BRAC) 为偏远的农村地区

表 3：部分亚太国家课程目标范例

资料来源：Compiled by UNESCO staff based on different sources.

澳大利亚

文莱

柬埔寨

中国

日本

新西兰

菲律宾

新加坡

澳大利亚课程将为所有的年轻人装备在信息丰富的工作场所和全球化的世界中，茁壮成长和竞争所需的

基本的技能、知识和能力。

文莱的新教育计划，考虑了为国家建设和人力资本发展服务的优质教育的关键方面，它的目标是通过提供以

可信的质量保证为基准的均衡的课程或者具有国际水准的评估系统，实现优质教育。

柬埔寨学校课程的目的是充分发挥全体学生的才华和能力，使他们能够成为智力、心灵、精神和身体平行和均

衡发展的“能人”。

在日本，标准的全国性课程被称为“学习课程”，旨在加强基本内容的教学和开发基于学生个体的需要和能力

的教育。

新西兰的课程旨在促进所有学生有坚实的知识基础和高水平的成绩，而且终身参与学习。

菲律宾的中学教育课程，旨在提高菲律宾学生的素质，并通过功能性扫盲，赋予他们终身学习的能力。

新加坡的国家课程旨在培养每个孩子的潜能，发现自己的才能，并培养终身学习的热情。学生通过广泛的经验，

发展他们将来的生活所需的技能和价值观。

如同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的决议》界定的那样，中国的学校课程为基础教育的目标服务：

••培养热爱社会主义、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受过良好教育、有理想、有道德和爱国的新一代 ;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以及尊重国家法律和社会规范的意识 ;

••建立适当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

••发展社会责任感 ;

••发展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知识基础以及环保问题意识 ;

••养成良好的身体健康和心理素质、健康的审美品味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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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城市贫民窟的年轻人，提供了替代性的教育机会，鼓励他们之后转移到正式的部门 (UNESCO, 

2008c)。　　

c．学习评估　　

学生评价是教育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它在学习质量方面提供了重要信息。尽管学

生评估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在国家的教育政策文件中，只有考试占据了显著的位置。

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国家的中等教育考试决定着进入下一个级别的教育 --- 高等教育和更

好的生活机会 (UNESCO, 2011a)。

考试成绩对于学生发展的重要性，意味着政府要承担确保检查系统完整和结果准确的压力。

与基础教育向义务教育转变相一致和作为一种提高中等教育入学率的手段，澳大利亚、孟加拉国、

印度和巴基斯坦已经取消了小学考试。此外，一组较少的国家和地区——澳大利亚、新西兰和

香港（中国）已经取消了中考 ( 同上 )。

强调社区参与学校和校本评估 (SBAs) 的儿童友好学校的框架，在整个地区很常见。校本评

估是一种更灵活的考试模型，注重批判性思维，而不是死记硬背。各国开发了他们自己的校本

评估系统，几乎没有国家间的研究或经验分享。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和

香港 ( 中国 )——已经长时间使用校本评估作为评价改革的一部分，而其他国家，如马来西亚最

近才引进它们。校本评估与许多教育的益处相关联，包括减少考试压力、更大的自主权和教师

更多的灵活性、学生获得重要的技能，如批判性思维、创造力和创业精神的可能性更大。然而，

最近在该地区实施校本评估的经验，突显了保证校本评估完整性和可比性的重要性，做到这一

点需先确保能够有效地掌握和测量所有学生的学习成果 (UNESCO, 2011a)。

此外，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对于国际评估，比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 PISA 和国

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的 (IEA) 国际数学与科学趋势研究项目 (TIMSS)，越来越有兴趣，这种兴趣

还会继续，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国际评估视为开发更全面、先进的教育监测系统的一种手段，

与全球范围内的同行比较他们学生的知识和技能，这些评估也允许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检查

学生表现的趋势，与其他国家建立工作联络、在这些问题上交换信息。由于 PISA 项目评估 15

岁孩子在阅读、数学和科学方面的能力，在中等教育层面，它被视为一个关键的质量指标。东

亚有几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上海、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中 PISA 项目 2009 的测评中都

位居世界前列 (OECD, 2010)。有关学习评估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目标 6 十年回顾报告》。

d．为中等教育融资　

应对中等教育面临的扩大入学、提高质量的挑战，如果不能调动和分配足够的资源，是无

法实现的，因为中等教育的扩张，尤其是科目的专业化，使巨大的财政资源成为必需。

中亚和东亚将大约 3% 的国民生产总值 (GDP) 用于教育，南亚和西亚的比例略低于 4%。在

这个地区，教育经费在政府总支出的占比 ( 被认为是一个较好的衡量教育支出的方式 ) 差别很大，

从日本的 9% 到瓦努阿图的 28% 不等，当中亚 1990 年到 2008 年间的教育经费在政府总支出中

所占的份额急剧下降时，其他大部分国家的教育经费在增长。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用于中等

教育的经费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 多一点，大约占政府支出的 5% (Tilak, forthcoming)。　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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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有限，可用的信息表明，家庭和其他私人资源在中等教育的总经费中，占比不大，虽然一

般家庭确实需要支付学费 ( 特别是在高中阶段 )。

使边缘化群体更能有机会接受中等教育的措施包括免收学费，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

蒙古和泰国已经在初中阶段和某些高中，免除了学费；印尼启动了一项国家计划，为孩子正常

上初中的贫困家庭每月发放津贴；马来西亚设立了贫困学生信托基金 (KWAPM)，帮助生活在贫

穷线以下的家庭的孩子读完中学 (UNESCO, 2008b)；在孟加拉国，一项为女孩接受初中教育专

设的中等教育津贴计划为大部分大城市以外的女孩每月提供津贴，那些读到 9 和 10 级的还会额

外得到支付新书和考试的费用；在印度，在种姓制度中被边缘化的群体也从这样的计划受益，

包括用于入学考试与入学后的学习的奖学金 (UNESCO, 2008c)。

在私人家教方面的支出也是这个地区的一个重要现象，这是由高风险的考试和重视教育的

社会文化传统驱动的。例如，在乌兹别克斯坦，家教的费用位居家庭支出的第二位；在韩国，

近 3/5 的初中学生和超过一半的高中生参加私人辅导 (Bray, 2007)。　

e．生活技能和中学课程

该地区的许多国家正在将全民教育目标3所倡导的生活技能教育整合到国家中学课程之中，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份报告确认了正在这样做的三种方式：1) 作为一个独立的科目；2) 插入

到一个主要载体的科目中；和 3) 注入到全部课程中的几个科目。这种模式反映了在生活技能教

育中的一种二分法，本质上有两种输送方式：第一种方式将生活技能教育应用于一个特定的主

题问题或学科，比如健康教育或艾滋病毒预防；第二种方式将生活技能教育整合为一个广泛的

教育方法。前者利用一组专门的与需要解决的问题一致的生活技能；后者融入一组通用的生活

技能的教学和学习，这些技能适合多样化的社会背景，包括学校本身（UNICEF, 2007a）。

f．生活技能教育战略　

生活技能教育的项目计划根据目标群体，因内容、输送方法的不同而不同。内容可能包括

健康教育、艾滋病预防、职业或创收培训，项目可能在中学课程中占据重要位置，或者在非正

规教育、校外的环境中输送。生活技能教育通常也被整合到儿童友好学校的模型中。表 4 标示

了本地区 7 个国家的生活技能教育的目标群体和输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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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亚太地区 7 国部分生活技能教育优先事项

资料来源：UNICEF, 2003, 2005.

一些国家，如斯里兰卡，有为正规教育充分开发的生活技能课程；尼泊尔已修订了课程，

引进了生活技能；生活技能也是马尔代夫中学课程的一部分；孟加拉国和不丹将生活技能教育

纳入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中 (UNESCO, 2008a)。　　

所有在湄公河次区域的国家，已经制订了有关生活技能的国家政策和法律，但是它们的定义、

策略和计划差别很大，《全民教育中期评估报告》(MDA) 指出，本区域的生活技能和终身学习

的发展进展缓慢 (UNESCO, 2008a)。

	g. 健康促进和艾滋病毒/艾滋病预防　

以生活技能为基础的教育艾滋病预防方面的重要性，在《联合国大会艾滋病特别会议艾滋

病承诺宣言》(United Nations, 2001) 中得到认可。它明确指出，确保年轻人发展出为减少艾滋病

毒感染风险所需的生活技能，这一点很重要。　

为在 2010 年响应《艾滋病承诺宣言》，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许多国家提交了实施防止艾滋

病毒的国家项目的报告。

图 6 呈现了部分国家与艾滋病承诺宣言 /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指标 13 有关的最新数据，

这个指标报告本地区 15 至 24 岁年龄段的人口中，知晓艾滋病毒传播和预防知识的比例。

国家

孟加拉国

评估中学课程。

组织生活技能教育工作小组。

开发生活技能教育课程大纲（6-10 年级）。

将生活技能教育在课程中主流化。

在 8-11 年级开展生活技能教育。 为 13-18 岁的失学青少年开展艾滋病预防教育。

组织生活技能教育工作小组。

将生活技能教育整合到健康教育的国家课程中。

为教育同伴提供生活技能教育的材料。

对脆弱的失学青年进行生活技能教育。

为教育部的课程体系开发通用的生活技能包
为失学青少年，包括最危险的那些，试点生活技能包。

制定青少年和年轻人艾滋病预防国家战略。

加强生殖健康教育，促进使用联合国人口基金

（UNFPA）的模块

加强生殖健康教育，促进在非正规教育中使用

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的模块

将生活技能教育用于艾滋病预防。 在为农民工子女和家庭开办的非正规教育课堂上，

开展生活技能教育。

将生活技能教育在课程中主流化。 为失学儿童进行以社区为基础的生活技能教育

柬埔寨

尼泊尔

巴基斯坦

菲律宾

泰国

越南

校本教育 失学的目标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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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艾滋病承诺宣言 /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指标 13：15 至 24 岁知晓艾滋病毒传播和预防知识的人口比例

框 1：缅甸的案例

资料来源：UNAIDS Database, available at: http://data.un.org/Data.aspx?d=UNAIDS&f=inID%3a5

有关指标 13 的数据显示，该地区在艾滋病毒传播和预防教育方面，没有国家取得显著进步。

许多国家无法提供数据，那些能够提供数据的，他们的年轻人对这方面的知识也知之甚少。除

了柬埔寨、缅甸和图瓦卢，大多数国家只有明显低于一半的青年人口拥有艾滋病毒的传播和预

防知识。联合国大会艾滋病特别会议 /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数据似乎表明，在许多亚太国家，

有关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的生活技能教育才刚刚开始。

在 2005 年，柬埔寨不仅将 Life Skills for HIV Education（生活技能教育促进艾滋病毒教育

LSHE）的项目引进到小学、中学，也引进到社区，惠及校外青年，为国家在 14 个省应对艾滋病

病毒做出了贡献。这个 LSHE 项目已经成功地提高了 6 年级学生对艾滋病毒、艾滋病、性和生

殖健康的全面知识，这些是由学校《知识 -- 态度 --- 行为调查》评估的。项目学校的学生比非项

目学校的学生，在 LSHE 的内容、（对于涉及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假想情况）态度上得分明显较高，

并熟悉如拒绝、拖延和谈判之类的技能。个别访谈和专题小组讨论确认，项目地区的男孩和女

孩对于他们所学的东西，知识丰富、善于沟通和自信，但研究未能展现出学生在熟练掌握技能

之外的行为改变（World Educatio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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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关键问题和仍然存在的挑战　

　尽管一直努力改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中等教育，但发展仍然相当缓慢和不平衡。如果

没有强有力的推动，许多努力和成果就可能会被销蚀。旧的和新的挑战将在一些地区带来进展

进一步缓慢的威胁，或者消解已经取得的成功。下面将描述一些确认的关键挑战。

不均匀的区域招生扩张　

尽管该地区总的中学入学率有大幅增长，但初中和高中的入学率情况仍然千变万化。西南

亚洲的许多孩子仍在辍学，或参加不适合他们年龄的年级。在国家内部，中学入学的不平等在

经济五分位中最低的家庭、某些偏远和人口稀少的地区、特定的少数民族、残疾和有特殊需要

的儿童，尤其明显；根据社会和文化背景，男孩和女孩之间也有不平等。

提供适合的学习和生活技能　

教育部门面临建立一个为学生提供在社会上能用得上的、进入劳动力市场必需的知识、技

能和能力的教育系统的挑战，生活技能教育可以帮助年轻人和青少年获得他们需要的能力，也

能应对多样化的学生群体的学习需求。一个精心设计、引入使用参与式方法、基于生活技能的

教育，也有助于形成“为生活学习”的教学方法，影响中等教育的质量。

需要更好的教师培训和教师管理　　

确保中学的教师质量是一个持续的关注，应更加注意进入师范大学所需的最低学习年限的

要求，以及岗前培训的持续时间。入学要求低，外加教师培训课程时间短，对于教师质量会造

成负面影响。

需要改革学习评估的实践　　

一般而言，在整个地区，学生、家长和老师都十分重视考试，导致产生“为考试而教学”、

死记硬背和私人辅导的现象，在进入更高一级的学习的遴选中，考试是唯一决定因素的国家里，

这种情况尤为严重，我们期望的教育在塑造未来一代扮演的角色和衡量学习成功的方式之间存

在割裂，这导致了在课堂实践中，不培养合作学习、批判性思维或不采用以儿童为中心的方法。

从学校到工作的转变　　

需要进一步考虑学校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联系，学校和雇主之间需要协调，以确保将合适

的通用技能和专门的职业技能的课程组合起来，满足工作的要求。

保证充足的资金　　

在许多国家，高成本的中学教育是穷人的一个屏障。中等教育的直接成本不仅主要由学生

和他们的家庭承担，这是一个很大的限制，有些特定的社会阶层还要承担被高质量的中等教育

排除在外的间接成本。能够确保中等教育接受更多的被边缘化的人群，需要足够的资金，这个

地区需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应对资金壁垒。然而，这些群体中的大量儿童和年轻人仍然被排

除在学校系统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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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需要采取行动的重点领域和潜在的策略　

促进入学更公平

我们需要对年轻人为什么不上中学有更清晰的理解，做到这一点，需要增加资金投入，用

于研究这种排斥的范围和性质。惠及那些难以接触到的群体，必须创新输送和支持的方式，包

括社会保护措施，如为家庭提供与上学和儿童的教育成效有关的激励和财政支持等。

还需要加强监测系统，因为迄今为止，各国对于小学的教育信息管理系统比中学的投入要多。

有效的监测系统可以帮助教育部门确定哪些青少年没有上中学，据此设计目标明确的政策。

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课程，包括生活技能教育　

该地区的国家需要优先考虑开发、实施中学的课程（对应年轻人的学习需要）和适当的教

育方法。生活技能教育应该贯穿在整个课程中，包括同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学校提供的类似

的职业学科。需要持续关注青少年艾滋病教育的课程和相应的课外活动，特别是艾滋病的传播

途径和预防方法，这应该成为更加全面的教学大纲的一部分。　　

改革中学的考试　　

中等教育层次的评估被认为姗姗来迟，教育部门应该将注意力从教学仅仅为通过学术测试，

转向评估效果，包括就业能力、生计和生活技能。

提供足够的资金　　

任何改革的成功都取决于资金支持。财政部门需要加大对于中等教育的投入，也要为所有

人能够接受优质的基础教育，提供保护性投资。学校基础设施需要投资，以容纳越来越多的学生，

这一点不容忽视——创新性地与非国有部门建立合作关系，可能有助于解决问题。

2.2 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教育为工作服务　

2.2.1 定义和背景　

　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 (TVET) 与全民教育目标 3 中的生活技能的组成部分相关。技术和

职业教育与培训或者教育为工作世界服务，有助于培养年轻人和成人的职业生涯路径。随着越

来越多的人参加和完成基础教育，在使人们有尊严地工作、养活他们自己和家庭以及成为受尊

重的社会成员方面，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和技能培训在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鉴于其实用的导向，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吸引了政府相当大的兴趣，越来越被视作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减少贫困、促进劳动力市场包容的主要手段。下面提供一个概念性的框架，

帮助我们理解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指导我们的分析。　

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目的是为参与者提供成为劳动力所需要的实用的知识和技能。除

了通识教育之外，技术教育包括学习技术和相关的科学、习得实践技能、态度、各领域的与职

业有关的理解和知识。相比之下，职业培训通常用于描述与专门的相关职业技能有关的短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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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范围和输送系统往往因具体的国家环境和社会经济情况不同而不

同，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可在不同层次上，面向不同的目标群体和年龄组，由不同类型的机构，

包括技术和职业学校 (公立和私立 )、非政府组织 (NGO)、私人企业和学徒培训中心，通过正规的、

非正规的和非正式学习实现。

在过去，人们用各种术语描述现在构成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某些元素。1999 年，在首

尔举办了第二届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国际大会，与会者达成共识，认为“技术和职业教育与

培训”是最适当和全面的术语，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迄今仍然被广泛用于指“获取与工作世

界相关的知识和技能”(UNESCO, 1999)。　　

分析的领域

本章审视亚太地区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发展趋势和提供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不同

类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环节中，由政府和雇主实施的正规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

训项目的统计是有限的，非正规和非正式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数据也不易获得。本节将

讨论入学、公平、针对性和质量、辅之以特定国家的例子，还将简要分析大致的技术和职业教

育与培训投入和融进生活技能教育的方法。

2.2.2 进展和趋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曼谷办事处在 2011 年为第三次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国际大会准备的亚

太地区的背景文件是这个报告的主要参考资料，这一部分还利用了其他各种资源，包括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 (UNESCO-UIS)、国际劳工组织 (ILO)、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 (ADB)、

科伦坡计划员工大学和联合国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 (ESCAP) 的报告、研究和数据，所有这些

国际组织对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定义不同，但尽管国家分组不同，总体的统计数据是一致的，

呈现出了在本地区观察到的一般模式。

a.	地区概述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差距很大，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一点在《2010 

- 2011 年全球竞争力指数》可以看得很明显，新加坡排名第 3，而东帝汶在全球 136 个国家中位

列 133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1)。因此，亚太地区每个国家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必

须适应其经济的独特要求。

尽管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对于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整体期望非常相似，但它们的直接

目标和战略明显不同。有的在特定领域，正遭受技能短缺之苦，而另一些则无法带来足够的就

业岗位，容纳劳动力市场的进入者。比如，虽然中亚国家有许多相似的特征，包括他们由于共

有的苏联的历史，而几乎完全一致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但它们仍然采取不同的战略，

实现技能发展的系统性的改善。在 2007-2009 年间，哈萨克斯坦机构为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机

构提供 49 亿坚戈 ( 大约相当于 3300 万美元 )，用于升级设施、设备和资源库。而另一方面，塔

吉克斯坦只能为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教师提供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工资 (UNESCO, 2011c)。

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项目得到了改进，特别是在组织和管理结构、职业标准的发展、建

立财政激励、结果的问责制、与行业合作等领域 (UNESCO, 201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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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存在几种共同的趋势。最明显的是，中等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在很大程度上，由男性

主导，次区域的数字更突显了这一点 : 在东亚、太平洋和中亚地区，48% 的参加者是女性，在南

亚和西亚，相应的数字仅为 30%。在国家层面，在斐济、印度、伊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

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女性只占参与中等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人口的 30% ，香港 ( 中国 ) 只有

10%。在这一趋势上，例外的是越南，尽管总体参与率较低，但女孩多于男孩；还有中国，则实

现了性别平等 ( 参见统计附件 )。　

b．中等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

在中等教育的背景下，正规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相对的规模可参见图 7，图表绘制了在

2000 年和 2009 年，参加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高中学生的比例。在 2009 年，亚太地区国家

中，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学生在所有高中学生中占比最高的有乌兹别克斯坦 (88%)、澳大利亚

(47%)、印度尼西亚 (39%)、泰国 (37%) 和蒙古 (25%)。应该注意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高中技术

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高入学率是由于政府政策促进和鼓励学生就读职业学校，高中阶段实行义

务教育 (UNESCO, 2012a)。

在这九年间，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拥有中等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比例最高的增长

率，分别为 29% 和 8%( 图 7)。与此同时，澳大利亚、香港 ( 中国 )、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

和塔吉克斯坦注册入学人数的增长在下降。这些年在入学和增长率上的差异，突显出参加技术

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如何取决于国内环境。

图 7: 2000 和 2009 年参加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高中学生的比例 

资料来源：Statistical Annex, UI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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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入学的变化反映了每个国家对技能进化的要求。技术和

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比例在韩国已经下降，它反映了技术和知识密集行业的快速扩张，导致对于

传统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毕业生的需求较低。日本面临着类似的情形，这也导致了它在高

中和第三级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上下滑。相比之下，在越南，经济的快速工业化引发了技

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入学率的增长 (UNESCO, 2011 c)。

然而，低入学率和入学率下降并不一定表示降低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重要性，一个典

型的例子就是老挝，虽然由于资源限制，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毕业生缺乏就业机会，高中

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比例最低，但老挝政府已经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到 2015 年，

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领域的高中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学生将占到所有中学学生的 25% 

(ADB, 2015)。　　

c．中等教育的职业化　

该地区的许多国家对中等教育的职业化特别感兴趣，将之视为毕业生提供就业所需的技能

和知识的途径。虽然这种态度遭到热议，其有效性也受到质疑，但它却有着坚实的政治支持。

老挝和孟加拉国正在考虑将职业流引入一般中学，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向前发展

(UNESCO, 2011 c)，例如，马来西亚在中等教育阶段有多元流的输送系统，不仅为专业学校，也

为普通学校提供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为专业学校提供更加深入的、分为三个不同流的技术

和职业教育与培训课程：技术、职业和技能。在马来西亚的普通高中学校，职业课程覆盖范围

广泛，包括建筑、家政和农业科学。马来西亚的“多样流”系统最终会顾及更多的多样性、关

注学生的兴趣和为国家提供技术熟练、知识渊博的员工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s of Malaysia, 

2011)。

在后中学教育层面，国际教育标准 4 级资格 ( 非大专后中学 ) 和 5b( 大专第一阶段“实践导

向 / 具体职业”) 是为在技术、管理和专业的职业领域就业设计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

据表明，同非洲、北美、南美、欧洲和大洋洲 (UIS-UNEVOC,2006) 相比，亚洲在 5 b 级的平均

入学率位列最高的第三位，但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至少有一半的国家在四级职业项目上没有招生。

鉴于后中学大专级别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学生的比例 ( 大专、非学位 ISCED 5b) 和人均收入间

的强相关性，该地区的许多国家已经采取措施，改善更高一级的职业教育，为年轻人创造更多

选择，满足日益增加的对技能和知识的需求 ( 参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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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部分国家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大专、非学位项目的入学率 (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5 b) 和人均国

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2002 年

资料来源：Education and Skills: Strategies for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ADB, 2009.

d．正规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毕业生的就业　

在整个亚太地区，刚毕业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毕业生如何成功地找到工作，情形是不

同的，因为就业能力也取决于更广泛的宏观经济等因素，如劳动力的规模、工资水平和岗位的

创造率 (UNESCO, 2011 c)。　

在哈萨克斯坦，毕业后次年的就业率在 2009 年达到 82%，尽管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被聘

用员工符合技能要求。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为失业者和学生在假期组织毕业生招聘

会，然而，这些并不是特别有效，因为他们通常只是引导年轻人，去填补低薪职位的空缺 (CPSC, 

2011)。在斯里兰卡，内战的结束带来一个建设热潮，需要大量的熟练工人，提高了土木建筑

和管道工程的能力。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中等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毕业生就业率达到

95%，对这类毕业生的需求和高就业率，也可以在马来西亚、韩国、中国台湾省观察到 (UNESCO, 

2011c)。

并不是所有亚太国家都能够始终保证让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毕业生就业，中亚中部和

南亚的情况就尤为严峻。在巴基斯坦，理工科的毕业生就业率低。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

在孟加拉国，只有 10% 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毕业生能够就业，其中只有 5% 是女性。大约

45% 的毕业生失业，相同比例的毕业生转而寻求进一步的教育。那些有工作的、具备职业资质

的人员的工资低于普通教育体系的毕业生，这表明可能存在供需之间的不匹配，需求通用技能

或者缺乏就业空缺 (World Bank, 2007)。

e．学徒制的进展　

很久以来，学徒制一直是为年轻人提供工作经验的工具，一个在工作中学习的机会和就业

的途径。在该地区存在两种类型的学徒制：有组织的，由雇主和劳工组织指导；传统的，让不

上学的青年与非正式经济的工匠大师一起工作。

有组织的学徒制为学生提供职业培训和有指导的工作经验，雇主和培训机构之间的正式合

同经常联系着实习的这两个元素，这样的安排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新加坡比较常见，例如，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大专、

非学位项目的入学率

线性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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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在表演艺术、设计、公共关系、出版和音乐方面有创意产业 (CI) 学徒制，由两个组成部

分组成：在职培训和创意产业技能资格义务培训项目。由雇主组织的学徒制的持续时间在 3 至

12 个月间 (WDA, 2010)。　　

对于非正式就业比较多的国家，传统的学徒制可能是最主要的技能发展的源泉。这种类型

的培训有几个优点，包括集中在如融资等实践技能，它也是包容性的，能够满足那些不符合正

式学徒制的要求或居住在地理上孤立的地区的人们的需求。然而，这种项目在支持一个国家或

次区域的经济由因素 - 驱动转向效率 - 驱动方面，作用有限 (UNESCO, 2011c)。国家可以通过将

它们与其他措施如小额贷款链接，增强传统学徒制。在印度，这种方法被用来增加生活在泰米

尔纳德邦的农村妇女的金融安全与幸福。同样，在塔吉克斯坦，由妇女中心在农村地区组织的

缝纫和食品保存课程，连同小额贷款一起，提高了妇女的就业率（ILO, 2011）。

f. 雇主主导的培训　

雇主主导的培训的好处是自律和自筹经费，然而，它是有选择性的，能够进入中小企业的

工人少，正式培训的水平低。通常，培训不会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公共干预可以帮助扩展受

训机会。与东亚的同行相比，南亚的企业往往较少关注发展他们工人的技能，东亚地区快速增

长的经济需要高度熟练的人力资源。　　

在过去的几年中，雇主主导的培训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对“学习型组织”的兴趣日益浓厚，

这源于跨国公司在技能发展中使用规模经济。通常，领先的公司为技能发展开发标准和项目，

有时甚至为培训提供设施和人员。亚太地区的两家公司例证了这一趋势：泰国暹罗水泥集团已

经建立了一个知识管理数据库系统，按照新的实践，更新培训计划；还有日本丰田，其 T3 计划

的目标人群是 2011 和 2012 的学生，为他们在丰田提供一天的带薪工作机会，半天在技术和继

续教育机构，三天半在学校 (UNESCO, 2011c)。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强调了职工教育和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在中

国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当工人的受教育年限增加相当于一年，制造业的生产力就会提高 17%

（UNESCO, 2011c）。　

2.2.3 满足学习需求

a.	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一般主干课程

在该地区，培训从“职业终身化”向“没有终身就业保障”的方法的转变是一种新的挑战。

各国家正试图平衡通用和专门技能的发展，以确保学生可以适应变化的劳动力市场，技术变化

增强了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中通用教育的重要性，以此拓宽学生的职业关注，并开发自己适

应和传播新技术的能力。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家正在鼓励他们既接触一般技能，也接触专

门技能。更多地强调通用教育的要素，特别是在发达国家，这种方法已经在高生产率的领域呈

现出有效的性能。在韩国的一些中学，学术和职业学生的课程有 75% 是共享的，这使职业学校

的学生拥有通往高等教育的新途径 (UNESCO, 2005)。　

在高中以及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院校，学术和职业教育的日益融合，对于经济发展处于

创新 - 驱动阶段的国家大有裨益。在中亚，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课程历来保留了通用的学习，

包括外语、数学和科学，主要是为教育，而不是与职业相关的目的。目前，通用的学习仍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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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一部分。一些国家如印度正在调整三级职业项目，以包含更多的

普通教育元素和更通用的职业准备的形式 (UNESCO, 2005)。

b.	生活技能和核心工作技能　　

无论在正规还是非正规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中，生活技能和核心工作技能相互融合是

另一种趋势。2006 年，新加坡劳动力发展机构确定了 10 个适用于所有行业的基本技能 5。自那

时起，就在这些领域提供了课程，尤其是为那些没有任何正式的资格证书的人，提供一个《国

家创新和技术证书课程》替代性的入门凭证。自 2001 年以来，菲律宾的资格都是基于三种能力：

基本 ( 通用工作技能 )、常见的 ( 专门行业 ) 和核心 ( 专门职业 )。一些基本能力的例子是：主导

职场沟通、带领小团队、发展和练习谈判技巧、解决与工作活动相关的问题。在菲律宾，生活

技能被集成到“开始和提高你的业务能力”标准之中。　

c.	实现以能力为基础的学习

经济的结构性变化，特别是快节奏的技术变革，极大地刺激了许多东盟 + 6 的国家进行技

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课程改革，很多国家引入了以能力为基础的培训以确保恰当地适应变化的

业务需求。以能力为基础的培训侧重于结果——换句话说，就是获得能力。它使用行业竞争力

标准作为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课程开发的基础，课程通常是模块化的结构，以提供更大的灵

活性，包括在岗和离岗的部分，这一改革是面向发展雇主认可的相对标准的技能。在东盟 + 6 国

家、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老挝、越南和新加坡已经引入了以能力为基础的培

训标准 (UNESCO, 2013)。

d.	需求驱动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	　

该地区的证据表明，需求驱动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

它回应市场对专门能力的需求，这也保证了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毕业生具有较高的就业能力。

一个国家的经济形象和特征塑造了劳动力需求，反过来，劳动力需求应反映在技术和职业教育

与培训提供的类型上。一个需求驱动的培训系统应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包括激励培训供应

者以及灵活的培训输送方式。在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所有阶段，雇主里里外外地参与到治

理结构中，对于确保需求驱动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同样重要。

印度有关技能的国家政策发轫于 2009 年，致力于重建由劳动力市场需要指导的、需求驱动

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在越南，劳动力市场需求指导着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

课程传授方式灵活。具体来说，结合相关行业需求，职业培训部着手开发一个新的以能力为基

础的国家课程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Viet Nam, 2006)。澳大利亚强调行业和雇主的

强有力的参与，它的《国家资格框架》汇聚了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主要参与者——产业、工会、

政府、公平组织和实践者——监督质量保证，确保澳大利亚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一致性。

《菲律宾发展规划》(2011-2016) 包括通过加强产学链接、更好的劳动力市场信息传播和职业指

导，改善关键技能和高层次职业的供需匹配的战略 (National Economic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the Philippines, 2011)。　　

5 工作场所的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信息和通信技术；解决问题和决策；主动和进取精神；沟通和关系管理；终身学习；全球化思维；
  自我管理；与工作相关的生活技能；健康和工作场所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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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加强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信息系统，改进指导服务　　

引入需求驱动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需要综合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和分析，数据应该可

靠并实时更新，为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提供政策评估和项目发展的依据。虽然有些国家已经

开展了其他专门的调查，但家庭劳动力调查是这类信息的主要来源。例如，孟加拉国已经对公

司进行了全国职业工资的调查，在越南 , 工商业联合会商会对行业最低工资进行了一项调查 (ILO, 

2011)。　　　

一些亚太地区的国家最近才开始着手劳动力市场分析。印度尼西亚、尼泊尔、斯里兰卡和

越南于 2008 年开始发布劳动力市场报告；哈萨克斯坦和蒙古最近也开始报告；柬埔寨计划到

2011 年完成普通劳动力调查；斯里兰卡正在为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部门开发劳动力市场信息

系统；巴基斯坦的劳动和人力部已经兑现承诺，建立了劳动力市场信息分析部门，以支持项目

设计、雇佣政策和人力资源开发；越南建立了一个新的劳动力市场信息中心，支持劳动力市场

分析 (ILO, 2011)。　　

在快速变化的工作环境中，人们需要足够灵活，去掌握、适应并将他们的知识应用和转移到—

也能独立和创造性地回应不同的背景。在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职业咨询和生活技能已经融入针

对一些最弱势省份年轻人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项目中 (ILO, 2011)。

所有这些举措都旨在使男性和女性都带着相关的技能去工作，并能受益于工作场所的学习

活动。在初始的职业培训和其他培训项目中，将通用技能和专门技能混合在一起，为进一步的

学习和拥有更大的灵活性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的条件，奠定了基础。

f.	全面和一致的资格系统　

为使培训资格标准化，亚太国家已经开始引入《国家资格框架》(NQFs)。《国家资格框架》

是根据一组标准，针对不同层次的学习成果进行资格分类的工具。

在建立《国家资格框架》时，不丹和斯里兰卡强调以产业指定的能力标准作为基准点的基础；

巴基斯坦成立了全国职业和技术培训委员会，通过促进调节并提供政策方向，强化技术和职业

教育与培训的质量，这个委员会也保证公众和私营部门都能输送技能培训，它目前正在为技术

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毕业生工作的所有部门，开发国家的职业技能标准、课程、行业技能测验认

证和认证系统。　　

中亚国家没有《国家资格框架》，但他们都有教育标准 ( 大多数需要更新和与专业的产业

标准相联系 )。印度通过《行业认可的国家职业标准》监管能力的标准化 (CPSC, 2011)。　

除了《国家资格框架》，亚太国家正在开发《地区资格框架》。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

老挝和泰国已开发出《区域能力标准模型》，促进技能和资格的互认，许多国家已经在制造业、

旅游业、建设和农业等关键行业，使用区域能力标准模型（ILO,2011)。

g.	建立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质量保证系统　

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通过认证，确保质量，在改善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质量方面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亚太鉴定和认证委员会 (APACC) 是公认的一个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认证

的区域性机构，它促进了该地区人力资源的跨国流动。巴基斯坦、蒙古和孟加拉国一些机构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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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通过 APACC 的认证。在菲律宾，APACC 已经被制定为国家技术教育和技能发展部管理的所

有 126 个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的“第三方认证机构”(UNESCO, 2011c)。

各国为资格认证成立了不同的政府机构。在哈萨克斯坦，一个国家认证中心负责高等教育

与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认证；马来西亚成立了一个资质认证机构，授权大专或更高教育水

平 ( 理工学院和社区学院 ) 的学术课程，促进集中关注行业需求的资格认证和衔接；在老挝，教

育部的教育标准和质量保证中心 2011 年开发了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质量保证手册 (UNESCO, 

2011c)。　

随着广泛的质量保证系统的开发，有政策开始尝试改善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某些专门

方面。2011 年，菲律宾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培训师 / 评估员资格框架》被批准，通过汇

集对技术培训 - 评估师的资格认证，确保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一以贯之。该框架包括四个层次：

一级资格培训师 / 评估师；二级培训设计师 / 开发者；第三级培训主管和导师和第四级级大师培

训师 (UNESCO, 2011c)。

2.2.4 关键问题和仍然存在的挑战　

整个地区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参与水平参差不齐

尽管承认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对于经济增长很重要，但整个地区的入学率相差很大，技

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在一些国家仍然是一个不受欢迎的选择。许多国家已经采取措施，促进中

等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培训，为学生创造更多的选择，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拥有知识密集

型产业的国家，如日本和韩国，对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需求很低，但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

需求却增加了。总而言之，在过去的十年中，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参与率已呈现下降的趋势，

该领域得到的政府投资相对较少。　

减少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和普通教育之间的界限

普通教育的“职业化”趋势和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普通化”的趋势值得注意，普通教

育和职业教育之间的分界线正在模糊。随着东盟 +6 国家日益以知识型经济为基础，职业学校的

学生在他们专门的职业教育之外，还需要全方位的基础。考虑到今天不断变化的技能要求，通

用技能越来越重要。技术、生活技能和核心工作能力成为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教授课程中通

用课程的组成部分，而在普通教育中，生活技能和核心工作技能正越来越职业化。

全面和连贯的资格系统　　

近年来，由于经济全球化，在国家和地区层面，建立资格框架的兴趣都日益增长。政府认

识到这些机制在国家层面确保所有的学位、职业资格和标准一致的重要性，反过来，这也带来

了政府开发共同和透明的标准的必要性，以之作为提高学生和劳动力流动和促进国内外劳动力

市场的一体化的重要的一步。

需要建立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质量保证系统

通过认证过程，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和教学员工保证质量的积极性都在上升。在国

家和地区层面，都已经为认证设立了不同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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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工作培训的机会

令人担忧的现实是，在该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许多雇主不为员工培训投资，这可能对经济

增长产生严重影响。　

需要通过定期和详细的数据收集，加强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项目的监测和评价

全面的劳动力市场信息 (LMI) 和分析是监控技能需求的重要工具，对于建立需求驱动的技

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也至关重要。数据应该可靠、及时，为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提供政策评

估和规划发展的基础。家庭劳动力调查是信息的主要来源，针对全国雇主的专门技能的需求调

查很少，或只在某些省份或部门进行。决策者对收集更多有关工作技能需求的详细数据的重要

性认识有限，大多数国家最近才开始收集数据，一些国家尚未对劳动力进行定期调查。

监测和评价毕业生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参与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广泛开展毕业生的跟踪研究，削弱了政府以证据为基础的决策能力。

2.2.5 优先的行动领域和潜在的策略

鼓励参与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	

许多政府已经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通过各种渠道如社区学习和其他非正规的培训中心，

增加人们获得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机会。很明显，这些举措应该持久，采取进一步的政策

措施，吸引更多人参加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这一点正变得越来越必要。　

两种鼓励参与的策略可能是有效的。第一种是财政支持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学生，一些

例子包括培训津贴 ( 提供学习期间的每日津贴 )、贷款和小额信贷帮助新企业的创业。必须考虑

进行严格的经济情况调查，以确定申请人是否需要资金支持。如果资源允许，一个可靠的受益

者的财务状况信息系统对于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和决策者将非常有用。第二种是咨询和

指导服务，这一点对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感兴趣的年轻人和成年人非常有益。为了吸引更多

的人参加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所有的年轻人和成人都应该得到覆盖全国的咨询和指导服务。

公民社会组织可以参与这些项目，协助管理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参与者的支持系统。

改善治理系统，确保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针对性

当务之急是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与决定劳动和技能需求的其他因素应该保持一致。

特别是，作为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结果，对通用技能的日益增长的需求，需要超越技术和职业

教育与培训政策狭隘限制的方法。确保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针对性，需要从更全面的角度

看待人力资源发展，考虑重要的教育政策，特别是那些中等和高等教育政策。　　

一个全面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战略必须包括所有负责经济和产业政策的部门，以及管

理、提供教育和社会保护的部门。为了让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相关政策能够切合当地的需

求和背景，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治理系统的地方分权可能是适当的，但仍需保持全国一致的

标准和资格。仔细审查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实

施能力，对于客观地评估实现预期结果的可行性是必要的。没有基于这些方面的详细规划和分析，

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治理的权力下放只能产生有限的影响，或导致政策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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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一致性　　

所有的政府都承认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匹配的重要性，这一

点在许多纳入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实际计划中是明显的。然而，这些并不总是如人所愿地

转化为现实。根据发展议程，必须改善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的实施。例如，在一些国家，

制定产业政策很少或没有政策协调，没有明确考虑如何获得所需的劳动力。这种类型的决策不

仅会减弱经济增长，也会减少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对于发展的贡献。

虽然解决业务部门面临的迫在眉睫的技能差距或短缺很重要，但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

决策者还应该考虑技能发展的长期方向，努力制定超越短期劳动力需求的前瞻性政策。

加强雇主在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决策和实施中的参与

在国家向需求驱动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转化中，雇主参与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政

策的制定和推出至关重要。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接受调查的雇主中，只有不到 7%

通过国家机构和咨询委员会，就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提出建议 (ADB, 2009)。在尼泊尔、斯里

兰卡、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课程、项目设计和标准开发的行业参与尤其低。中小企业

和非正式部门的雇主面临的挑战一直存在，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政府需要继续努力，采取系

统的方式，让雇主参与制定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　

2.3 非正规教育　

2.3.1 定义和背景　　

《达喀尔行动框架》进一步阐释了全民教育目标 3，它申明所有的年轻人都应获得受教育的

机会，特别是那些失学的。应对失学者、难触及的人群和年长的学习者的学习需求最常用的方

法就是非正规教育，这个方法在亚太地区为人们所熟知。2011 年的《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

这样描述非正规教育：

“它的特色是学习活动是在正规教育系统之外组织的，这个词汇通常与正规教育、

非正式教育相对照。在不同的背景下，非正规教育包含旨在传授成人扫盲、针对失学

儿童和年轻人的基础教育、生活技能和一般文化的教育活动，这些活动通常具有明确

的学习目标，但因颁发的学习证书、所在的组织结构不同，学习时间长短不一。”

                                            （UNESCO,2011,p.361）

非正规教育的特点是学习内容、教育和学习方法多样、灵活，所以，能够应对学习者的特

殊需求。尽管非正规教育以所有年龄的学习者为目标，并从终身学习的角度提供，但它主要的

目标人群还是失学儿童、青少年、年轻人和成人。关键的项目包括年轻人和成人基础和扫盲后

项目、小学、中学和大专层次的同等学力项目、生计和创收项目、生活技能和创业技能培训项

目（UNESCO,2000）。

非正规教育还具有参与者和相关方多元的特点。教育部通常有一个非正规教育处或部门，

负责设计非正规教育政策和项目，其他部比如社会事务部、劳动部、妇女事务部、健康和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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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也执行他们自己的非正规教育推广项目。然而，在大多数国家，在非正规教育中，从资

金和优先权的角度看，政府角色是有限的，往往是公民社会组织赞助和实行了大部分的项目

（Fleming, et al., 2008）。

评估的方面

全民教育目标 4 十年回顾报告已经对于年轻人和成人扫盲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深入分析，所

以，针对目标 3 的挑战本回顾不再赘述，对于非正规教育将集中在：

    同等学力项目；

    生计和创收技能培训；

另外，还包括在非正规教育中如何突显生活技能这一部分。

2.3.2 进步和趋势

a. 非正规教育政策和战略概述

这一部分突出了与全民教育目标 3 有关的非正规教育和终身学习的国家政策和战略的有选

择的概述。

在 2006 年，孟加拉国采取了富有前瞻性的非正规教育政策框架，涵盖了全民教育目标 3 涉

及的大部分非正规的学习需求，它牢牢地坚持这个认知：非正规教育可以用改善生活和生计需

要的知识和技能武装人们，特别是那些处境不利人群（Ministry of Primary and Mass Education of 

Bangladesh, 2006）。这个框架旨在为那些从来没有上过小学和在小学阶段辍学的 16-24 岁和 25

岁以上的人群提供第二次机会。它也想促进打通职业、创业和就业有关的技能发展的非正规通道，

连同支持取得小额信贷或资助（同上）。最后，它努力让正规和非正规的教育资格对等 (Manzoor, 

2009)。

在国家宪法的强有力的支持下，柬埔寨的非正规教育国家政策（2002/2003）赋予非正规

教育与正规教育同样的正式地位，宪法规定公民享有接受所有层次的高质量教育的权利。主要

的非正规教育项目有：扫盲后、重新入学、同等学力和补充教育，还有技能和职业培训项目。

这项政策规定，非正规教育的课程应该包括改善生活质量，特别是与卫生保健、艾滋病毒和艾

滋病预防、性别、文化、和平和日常生活中的公民道德有关的内容 [Ministry of Education, Youth 

and Sport (MoEYS) of Cambodia, 2002, 2008, 2010]。

尼泊尔的非正规教育政策包括为失学青少年提供培训和支持，在当地的层面上，发展他们

对生计有用的技术和职业技能。为回应全民教育目标 3，在更广泛的背景下，尼泊尔非正规教育

政策包括生活技能教育的发展。国家发展规划强调以技能为基础的训练和生活技能，但没有量

化目标 (Government of Nepal, 2007)。提供适当的学习和生活技能的战略，包括正式部门的技能

课程改革，以将生活技能纳入小学和中学课程，也使成人扫盲计划能够针对生活技能的背景。

然而，非正规教育改革的努力受阻于数据缺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尼泊尔的政策 9 要求开发

一个常见的数据库 ( 非正式教育管理信息系统 )，让参与非正规教育项目的机构共享 (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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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的 20/2003 法律 ( 第二十六条 ) 这样定义非正规教育：在终身教育的背景下，它

取代、补充和 / 或填补充正规教育 (Government of Indonesia, 2003)。非正规教育包括生活技能、

扫盲、职业培训和同等学力的项目等等。印度尼西亚的正规和非正规教育政策 (2009-2015) 包括

将青年和成年人生活技能教育的能力建设作为促进就业的扶贫战略。该政策还包括针对成年人

的生活技能导向的扫盲和同等学力项目 (UNESCO, 2008b)。　　

在菲律宾，通过替代学习系统 (ALS) 提供生活技能课程。RA 9155 规定，国家替代学习系

统还应包括失学青年和成人学习者，这一基础教育的目标是，通过非正式和非正规教育给他们

提供成为一个有爱心、自力更生、富有成效和爱国的公民所需的技能、知识和价值观。将生活

技能发展扩展到所有菲律宾人 --- 尤其是那些在正规系统之外的人 --- 的政策和战略是到位了，

这些都需要财政的优先投入，但在 2007 年，只有不到 1% 的教育预算被分配到替代性学习系统

(UNESCO, 2008b)。　　

泰国的目的是创建一个“学习社会”，非正规教育在帮助这个国家实现全民教育目标方面，

扮演着重要角色。泰国为失学青年和成年人提供的非正规教育的核心类别包括识字和计算、同

等学力和生活技能培训项目、创收、非正式的职业培训 (Sitragool,2007)。泰国的非正规教育政策

更具包容性，并集成到终身教育里，它有三个主题：a) 生活技能；b) 终身学习；和 c) 技术和职

业技能教育和培训。生活技能和终身学习的目标群体包括所有人群，包括那些没有参加过正规

学习的和弱势群体。泰国的做法中有一个有趣的元素就是，视私人提供者的情况，给学习者尤

其是对弱势群体提供教育券或贷款，使他们获取适当的教育和培训 (UNESCO, 2008a)。

 老挝的《教育部门发展框架》(2009-2015) 要求增加非正规教育项目的入学人数。在 2010 年，

教育部的非正式教育处修订了非正规教育政策，为失学儿童、青年和各级辍学学生创造机会，

让他们在相当于正规教育的基础上，接收非正规教育。修改后的非正规教育政策也旨在为缺乏

足够的学习和技能的人创造机会，并通过创收和生活技能项目为公民赋权 (Ministry of Education, 

Lao PDR, 2010)。这项新政策与国家经济增长、消除贫困的战略密切相关，其中包括以提供扫盲、

继续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和终身学习机会为目标的非正规教育 (dvv international, 2011)。

Manzoor (2009)引述了韩国成人教育与终身学习的发展情况，或可作为其他亚太国家的蓝本。

韩国终身学习的战略旨在建立一个“全体公民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足够的学习机会的学习型社

会”(Manzoor, 2009, p.27)。为此，韩国已经建立了全面的法律框架：除了正规学校教育，2007

年的《终身教育法案》将终身学习像所有类型的系统性教育一样概念化，包括同等学力教育、

职业能力建设教育和公民参与教育 ( 同上 )。

这个模式的优势是它自然地具有法律约束力，这一点被如下事实证明：在这个方案里，教

育部、科学和技术部需要每五年制定一个国家终身教育推广计划。韩国的地方政府也需要制定

类似的计划，成立区域委员会去实施计划。Manzoor (2009) 引用的韩国国家报告宣称“第二阶段

的国家终身学习推广计划 (2008-2012) 的政策目标是：在人们生活的每一个阶段，为人们提供量

身定做的学习计划，调整终身学习的计划以适应个人的职业周期发生的变化，扩展弱势群体参

与终身学习活动的机会”(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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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同等学力项目　

界定同等学力项目　

非正规教育的同等学力项目通常是为失学的儿童、青少年和青年设计的，典型的非正规教

育的同等学力项目是为没有接受正规的基础教育或辍学的孩子和青年组织的。这些项目旨在提

供相当于正规教育的替代性教育，为成功完成学习计划的毕业生进入主流的正式系统提供可能。

在整个地区，这类项目的范围和持续时间差别很大，一些国家只提供小学或中学的同等学力项

目，有的国家两个都提供。同等学力项目的主要提供者有所不同，在泰国、印尼、印度和菲律

宾，同等学力项目是由政府提供的，而孟加拉国的主要是非政府组织提供的（Fleming, et al., 

2008）。

区域概况　

在整个地区，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意识到需要非正规教育和替代性的输送方法，为大量还

没有完成教育的青少年和年轻人提供基础教育。一些国家提供同等学力教育项目已有几十年 ( 例

如 , 泰国、菲律宾、印尼和印度 )，而其他国家则只是在过去的几年里才确立了同等学力教育的

政策和系统。这节将检视选定的国家的同等学力项目 (UNESCO, 2006)。　

在同等学力教育项目成熟的国家，项目得到了政策和立法的完全支持，它们的授权和认证

被政府、社区、家庭和学习者广泛认可 (UNESCO, 2006)。相反，在同等学力项目相对比较新的

国家，通常只由非政府组织提供有限的政策支持。在某些情况下，即使直接由政府支持，通过

同等学力获得的资格，也不被雇主或社区承认，因为同等学力项目仍然没有被完全认可为一种

有效的教育形式。在大多数我们审查的国家中，绝大多数课程是学术性的，大多数也包括生活

技能——分配给每个领域的比例不同 (Fleming, et al., 2008)。　

在本地区内，同等学力项目的政策和立法有相当大的不同。一些国家既有一般的承认受教

育的权利宪法规定，又有提供同等学力项目的专门立法，而其他国家只有后者。一些国家在一

般的教育法律的大伞下，提供同等学力项目，其他国家仍然没有将同等学力项目置于宪法或法

律的框架内。部分亚太国家的情形都在表 5 中标识。

表 5：部分亚太国家同等学力项目的情况

资料来源：Fleming, et al., 2008.

国 家

泰国 小学  初中  高中

小学  初中  高中

小学

小学  初中

小学  初中

小学  初中  高中

小学  初中

小学  初中  高中

政府 大规模 --- 超过 20 万

印度尼西亚 政府（包括网络教学） 大规模 --- 超过 20 万

柬埔寨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 小规模 ---- 少于 3000

缅甸 自治市 小规模 ---- 少于 5000

蒙古 政府 小规模 ---- 少于 5000

老挝 政府 小规模 ---- 少于 3000

菲律宾
政府 非政府组织和以宗教

信仰为基础的组织
大规模 --- 超过 20 万

越南 政府 中等规模—少于 1 万

同等学力项目层次 同等学力项目提供者 同等学力项目规模——每年的学习者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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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地区同等学力项目的范围也不同。在缅甸，第一级的同等学力项目相当于正式的基础

教育的三年级，二级相当于五年级，同等学力的课程与正式的小学课程一样，包括缅甸语、英语、

数学和涵盖生活技能、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综合学习 (Government of Myanmar, 2012)。

泰国针对非正规教育颁布了一系列立法措施。1999 年的教育法案确立了青年和成年人的同

等学力教育的三个层次：小学同等学力 ( 六年级 )；初中同等学力 (9 年级 )；高中同等学力 (12

年级 )。每一个层次由四个 20 周的学期组成，在两年内完成。2003 年，在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支

持下，泰国教育部开始调控非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采用正规教育标准的课程长度、教学、评估，

新采用的同等学力课程包括四个主题：泰国、数学、科学和外语及四个额外的专题：社会、商业、

发展和生活技能发展 (Fleming, et al., 2008)。　

印尼提供三个水平的同等学力项目。学习包 A 专门满足 4-6 年级退学的学习者；学习包 B

复制在初中教的这些技能；包 C 复制在高中教的这些技能。政府已将 A 和 B 学习包优先化，最

受学习者欢迎的是学习包 B。与泰国一样，印尼的同等学力项目也基于国家的正规教育课程。

同等学力课程针对宗教、公民和社会科学、印度尼西亚语言和文学、英语、数学和物理。除了

学术能力，它还包括生活技能——包括诸如生计技能、家务管理、当地经济和职业道德的专题

(Fleming, et al., 2008)。　

尼泊尔已制定了一项同等学力教育的新政策，作为总体非正规教育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政策 2 规定为那些被剥夺了教育机会或辍学的人提供相当于正规教育的非正规教育，非正规

教育部门通过地方官员、非政府组织和以宗教为基础的组织实施项目 (Government of Nepal, 

2007)。

该地区有关非正规教育的数量和质量的数据差异很大，一些国家收集入学和毕业率，而其

他国家也收集辍学率和按性别的个体数据。在整个地区，注册初中同等学力项目的学生上小学

的多，然而，总入学率绝对值较小。该地区同等学力项目可用的入学率和毕业率数据有限，但

现有的信息表明同等学力项目的成功完成率不高。在国家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只有平均 30% 的

学生通过了最后考试，另有三分之一考试失败，最后的三分之一没有完成课程。这个发人深省

的发现意味着近 70% 参加“第二次机会”教育项目的学生第二次失败了 (Fleming, et al., 2008)。

泰国在 2003 年 --2006 之间，共有 1，970，376 同等学力的学习者 (1，097，722 男性和

872，654 个女性 )。在这些被录取的人中，35% 的毕业了。在这 35% 毕业的人中，23% 的完成

了小学同等学力的学习，31% 完成了初中学习，40% 完成了高中学习。总辍学率为 37%，具体

分解为小学同等学力的辍学率为 53%，初中同等学力的辍学率 42%，高中辍学率 31% (Fleming, 

et al., 2008)。

在蒙古，2006 年有 3899 名参加非正规同等学力项目的学习者，包括 2608 名小学教育和

1291 名基础教育同等学力的学习者。在 2008 年，2089 名的学习者 (1985 在小学教育和 1104 在

基础教育 ) 参加非正规同等学力项目，在 2006 年和 2008 年之间的辍学率超过 46%。有趣的是，

蒙古政府预计这一数字到 2015 年将进一步下降 (Fleming, et al., 2008)。

在菲律宾，2007 年有 51979 名学习者参加了同等学力考试 (5688 名小学同等学力和 46291

初中同等学力 )。其中，只有 12425 人或 24% 通过了考试 (1538 名小学和 10887 名初中同等学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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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8 年 69784 名学习者相等考试 (6581 小学同等学力和 62933 初中同等学力，只有 20542 或

29% 通过了考试 (Fleming, et al., 2008).

输送机制　　

同等学力项目的管理系统取决于提供者的政策。比如，在学校的环境里，由正式的老师加班，

提供同等学力课程。在印度，同等学力项目由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实施，输送方式可以更加灵活。

由政府管理的同等学力项目会卷入资源分配的政治问题，面临与有效沟通和有效的资金支出相

关的问题。一般来说，该地区的证据表明，由非政府组织、宗教为基础的组织和私营部门管理

的同等学力项目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强有力的内部控制。

在菲律宾，替代性学习系统得到了政府支持，但在管理上非常独立。这种类型的同等学力

项目通常是由非政府组织或社区支持的，他们有权威管理当地人群、董事会或委员会的进程 ( 弗

莱明等 ,2008)。非政府组织和捐助者的一个缺点就是他们不能无限期地为同等学力项目提供资金

支持，如果政府资源仍然有限，就会影响这类项目的可持续性。家庭和社区拥有同等学力项目

的所有权，对于这类项目的成功非常重要，尽管这些项目主要的资助通常不是来源于财政，但

与当地相关的形式和本土知识构成了学习的一部分。　

在该地区，同等学力项目的提供者的透明度和项目监督管理水平不同。监管往往薄弱，技

术和财务监督通常是资金不足。支持同等学力项目的政府资源往往非常有限，而在非政府组织

支持的同等学力项目中，为确保透明度和效率，各种机制都存在，包括制定教师和行政经理的

行为准则。定期报告的流程和在学生最终考试结果的基础上，额外支付老师工资，都是进一步

促进提升该地区同等学力项目管理和输送的透明度的举措 (Fleming, et al., 2008)。

　来自印度、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国家报告表明，由于资源缺乏，同等学力项目满足不

了学习者的需求。评估同等学力项目的成本和效益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资金的来源和形式

不同，花费也不同，然而，这四个国家的报告发现，同等学力项目成本效益比确实很高。当政

府是主要的提供者和承担项目成本的很大一部分，如在泰国，相比正规教育，同等学力项目性

价比较高，因为它相对便宜 (UNESCO, 2006)。

认证　

在完成一个同等学力项目后，根据国家考试成绩与各种构建到实际课程中的测试和评估，

授予学习者证书。例如，在印尼有两种评价，即个体的自我评估和结业考试。个人自我评价被

集成到了每个模块，国家教育部的同等学力项目考试部门的评估中心一年组织两次考试，以确

保质量控制，正式承认完成了学习项目的人。有趣的是，印尼已经开发了同等学力项目课程的

在线模块以及在线考试，考试也是每年举行两次。几个知名的同等学力项目学生，包括部长的

女儿，完成课程后，被媒体报道，这也是努力提高同等学力项目地位的广泛宣传的一部分 (Fleming, 

et al., 2008)。　　

为了让同等学力项目具有与正规教育相同的价值和信誉，对于他们的评价和认证，需要被

政府、高等院校、劳动力市场、行业和全社会承认是同等的，做到这一点，不仅仅需要政策，

也需要战略性的公共宣传的努力，将同等学力的地位提高到远远超出目标群体成员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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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一个国家对非正规教育的承诺体现在对同等学力财政资源投入的数量上。同等学力项目的

资金来源有所不同，在那些由非正规教育部门实施同等学力项目的国家，资金支持比那些在正

规系统提供“替代性输送”的同等学力的课程，肯定更有限，正规系统享有更多的资源可供自

己支配。例如，菲律宾只有 1 % 的教育预算用于非正规教育。为了惠及大量的辍学儿童，基础

教育部门已经将同等学力项目作为替代性的输送系统的一部分 (UNESCO, 2008b)。　　

该地区的证据表明，政府支持的同等学力项目的一般导向是为学龄儿童、失学人口提供学

习机会，实现将教育扩展到所有孩子的国家目标。政府倾向于支持其他目标人群的同等学力项目，

以促进实现国民就业和发展目标。支持力度最大的政府不仅为当地机构的同等学力项目提供资

金支持，或认可同等学力项目的提供者，也允许他们使用政府建筑、供应材料、支持认可项目

和老师，并承认通过同等学力项目获得的资格 (UNESCO, 2008b)。

c. 生计和创收技能项目 (IGPs)	　

定义和背景　

技术和职业技能教育与培训已被认为对于发展青年和成人的、以市场为导向的适合的技能

很重要，也被视为全民教育目标 3 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 参见本回顾的技术和职业技能教育与培

训部分 )。然而，我们需要区分正规和非正规的技术和职业技能教育与培训。

正规的技术和职业技能教育与培训是为那些已经成功完成正规教育和满足专门的技术和职

业技能教育与培训院校入学要求的人服务，但因为很多青少年和青年没有完成学业，不符合这

些标准。为了谋生，许多人在非正式的经济部门工作，非正式经济很庞大，在某些情况下，在

一些国家，甚至超过了正式经济。例如在南亚，据说非正式经济提供了大约 70% 的就业机会（dvv 

international, 2011）。

获得非正规部门所需的技能不是在学校或通过正规的技术和职业技能教育与培训能够获得

的，但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一个不受监管的方式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非正规的技术和职业

技能教育与培训不需要正式的证书，例如，传统的学徒和短期培训课程能为失学的青年和成年

人有效地提供实践的技能培训。

 在许多国家，技术和职业技能教育与培训政策包括正规和非正规的渠道，各种部门包括劳

动和教育部，承担实施的责任。与此同时，提供非正规的技术和职业技能教育与培训的往往由

许多不同的相关者，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

还应该提及农村领域，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在农村推广工作支持下，技能通常从上一代

传给下一代。因为在这个行业几乎没有正式的培训，专业化和加强现有的传统知识和技能至关

重要，这一点很重要，不仅因为更有利于作物生产、畜牧业和水资源管理，也有利于减灾及生

态保护 (dvv international, 2011)。　　

非正规的技术和职业技能培训包括通过短期课程提供的生计和创收项目 (IGP)，这些项

目旨在帮助学习者获得或升级他们的技术和职业技能，反过来，也许会让他们改变职业，改

善他们目前的职业前景或在社区开办一个小生意。加强创收是扶贫的一种最有效的方法（dvv 

internation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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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学习者自主创业，创收项目也教授创业技能，包括如何进行市场调查、计划一个

小型商业、市场营销和会计，导师可以包括当地传统的工匠、来自学校或技术学院的专家和农

村推广的人员。如下面所讨论的，有许多创新的收入培训项目。该地区的证据表明，当创收项

目配合上扫盲培训和小额贷款计划时最成功。然而，创收项目非常多样化，由来源广泛的人员

在实施。在大多数国家，没有全面的创收项目规划，也没有关于质量或预期学习成果的标准化

的规范，不存在有关非正规的职业技能培训的清晰的政策和标准。

区域概况　

由于提供这些领域的全面信息和进展、趋势的比较数据有困难，我们将有选择地呈现部分

国家的方法和项目的实例。　

技能发展在阿富汗已经在政策层面被认为是一个发展的关键因素。全国扫盲行动计划

(NLAP) 不仅为综合的扫盲教育，也为商业职业技能、农业和卫生提供了机会。全国扫盲行动计

划承诺为至少 360000 名成年人 (Government of Afghanistan,2009) 提供职业生产技能培训。一个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阿富汗实施的 NLAP 框架下的学习项目是 LEARN(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Afghanistan: Right Now!，阿富汗的扫盲和教育 : 现在 !)。LEARN 学习的目标是，通过在不同

社区示范一个结合识字、生计和生活技能的整体方法，提高扫盲项目的质量。在 2011 年，该项

目培训了 15000 名村民 (60% 是女性 ) 和 258 名国家 / 区级政府官员。尽管全国扫盲行动计划以

对 10% 的成年人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为目标，然而他们获得的技能并没有得到正规技术和职业技

能教育与培训的认可 (dvv international,2011)。　

在阿富汗的扫盲计划背景下，劳动部、社会事务部、烈士和残疾人部的国家技能发展计划

下的技能开发项目，也提供了一系列广泛的技能发展项目。然而，这个计划没有考虑帮助国家

实现全民教育目标 3，目标 3 的重点是与私营部门合作，开展技术和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训以及技

能培训。

在孟加拉国，有很多通常由公民社会提供的非正规、创收技能培训的项目。一个例子就是

由国家非政府组织农村发展委员会运营的针对青少年和青年的创新项目。农村发展委员会青少

年发展计划包括生活技能、嫁妆、童婚、生育和婚姻登记、性别和儿童权利、虐待、性等社会

问题的课程和如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的生殖卫生问题以及生计培训 (Manzoor, 2009)。孟加拉国的

另一个例子是大众科学教育中心的项目，它成功地将识字与农村地区的创收培训与扶贫目标结

合起来。该项目为那些没有获得教育或早早辍学的儿童、青少年和对于获得生计教育感兴趣的

青少年服务（Islam and Ahmadullah, 2007）。

柬埔寨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一个提供生活技能和终身学习的良好实践。自 2000 年以

来，柬埔寨政府实施了多捐赠机构优先行动计划 (PAP)，支持了 42 家技能培训机构、30 个社区学

习中心 (CLCs) 和基于社区学习中心的培训项目。人民行动党试图通过更好的部门间协调和与非政

府组织的协调，提高效率，非政府组织是提供职业培训方面的主要合作伙伴 (UNESCO, 2008a)。

在老挝，各种各样的利益相关者在这一领域提供了许多项目，包括政府部门、联合国有关

组织、国际发展机构和公民社会。在一个国家最贫穷的地区，救济世界饥饿组织、NORMAI、

老挝开发与合作协会 (LADCA) 和德国成人教育协会于 2010 年发起了一个非正规的职业技能培

训项目，提供了对于需求和挑战的有趣的理解。一个有关培训需求的调查显示，在非正规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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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和职业培训需求中，要求农村技能发展和农业有关技能培训的比例高。鉴于高辍学率和青年

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地区，农村的职业技能发展被认为至关重要。虽然需要开展更多的对于培训

需求的研究，但从现有的研究中，可以明显看出，在老挝，非正规的职业和技术培训必须高度

灵活和符合应对农村人口的实际需要 (dvv international, 2011)。　

菲律宾是政府支持非正规教育项目以及许多非政府组织积极为边缘化群体提供创收课程

的发源地。在 2003 年进行的功能性扫盲、教育和大众传媒调查 (FLEMMS) 显示，在为失学儿

童、青少年和成人学习者提供的成人识字教育和生计项目中，生计培训是最受欢迎的 (UNESCO, 

2008b)。

在中亚地区的一个案例研究中，季杨科欧大卫认为，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当前

教育系统的主要困难都与技术和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水平较低和有限有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需要为弱势群体人口提供替代性的培训。在 2002 年，一个德国的发展机构，德国国际成人教育

协会开始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为失业者和社会弱势群体实施非正规成人学习和教育

的专业培训课程。在乌兹别克斯坦，专业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学院正在用于非正规的技能培训。在

进行劳动力市场调查后，选定了 10 个包括缝纫、焊接、五金和办公室行政的试点模块，开发成

课程，提供给失业人员。但是，目前院校给成人课程分配的时间和关注较少（dvv international, 

2011）。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也正在实施同类项目。在塔吉克斯坦，国家正在努力获得通过

教育和非正规教育扶贫的项目的支持，这些项目重点对于青年进行初级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

以及对于成人的专业教育。其他例子是在吉尔吉斯斯坦农村的非正规技能培训项目。在这些国

家中，新获得的技能已经允许先前失业的参加者找到新的就业机会，这显示非正规技术和职业

培训有助于扶贫（同上） 。

许多作为扶贫措施的倡议都发生在亚太地区。例如，斯里兰卡有农村经济赋权培训（TREE），

已经被纳入国家反贫困计划；在巴基斯坦，农村经济赋权培训（TREE）在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

训中主流化（通过技能开发的首相计划），成功率很高：约 91％的年轻妇女和 76％的青年男子

在培训后，找到付薪的工作或从事个体经营。

在当地政府、雇主和培训机构的支持下，中国已经实施了为年轻农村妇女、男子与城市农

民工量身定做的职业技能培训计划；在柬埔寨，政府机构与民间社会合作增加了对妇女的创业

培训，反过来，注册企业的妇女的比例从 2006 年的 6 ％增至 2009 年的 11％（ILO, 2011）。

所谓的成人技术与职业教育培训课程也属于非正规教育范畴，这些项目重点集中在减贫，

通常在负责劳动和 / 或社会保障的部门监督下，通过成人教育中心网络运行，他们主要为失业或

弱势群体提供短期课程，这些中心由政府或私人机构资助。整个地区的经验表明，多数民营职

业教育与培训提供者往往集中在“软”领域，以节约在生产中进行培训所需的车间和其他设施

成本。

在塔吉克斯坦， 21 个成人中心在 2009 年为 8,815 失业人员提供了培训。成人教育在塔吉克

斯坦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被视作是与贫困作斗争、让技能发展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工具。

成人中心可以为商业课程的毕业生启动自己的生意，提供小额贷款，并提高该国的个体经营水

平。另一种为塔吉克斯坦青年提供技能学习的结构是青年中心网络，它为技能发展提供短期课

程（ADB,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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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达的亚太国家，针对失业人士的培训计划中，只有 38％带来了工作，只有 23％的项目

提高了失业者的收入，但是，总的来说，大体上针对妇女的和在大规模裁员之前启动的培训计

划结果更好（ADB, 2009）。

政策

本地区没有专门针对非正规的技术和职业技能培训以及创收项目的政策。凡是非正规的技

术和职业教育培训政策确实存在的地方，它们通常是更广泛的非正规教育政策的一部分，或者

作为其他为失学者提供培训的一个战略。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政策通常由劳动部制定，通

常包括非正规教育的要素，国家也已经制定了战略，通过非正规的职业和技术培训活动，惠及

弱势群体。非正规教育政策的实施仍然是一个挑战，而有些政策确实表达了非正规的技术和职

业技能培训的重要性，但这并不一定能够转化为行动，项目是在无计划和未协调的状态下实施

的（Fleming, et al., 2008）。

入学和参与

没有全面的国家或次国家有关非正规技能培训和创收项目的入学和参与的数据，但有一些

经验证据。许多创收项目仅在社区一级提供小型项目，必须做出努力，以维持和将有效的项目

扩大为大型项目，其重要性需要被传递到决策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如正规技术和职业培训机构。

项目宣传活动需要有证据支持，这一点至关重要，同全民教育目标 3 的所有因素一样，现在急

需改进非正规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数据。

输送机制

每个部委都提供某种形式的创收项目，主要有教育部、劳动部，在某些情况下，妇女事务

部及青年和体育部也参与。在许多国家，这类培训也由发展机构和民间社会提供。在大多数情

况下，这些部门无法协调他们之间的活动，往往谁也不知道谁在干什么，导致重叠和资源浪费

（UNESCO, 2005b）。

公平

作为一项规则，非正规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和创收项目的目标是弱势群体，也被视

为减贫战略的一部分，这点在各自的非正规教育的政策中得到了阐明（如柬埔寨，见非正规教

育政策）。一般情况下，这些政策特别关注妇女和女童。对于一些国家，更大的性别敏感的方

法在职业培训时是必需的，一些类型的培训通常在男性中比较流行（例如，汽车修理、木工、

焊接等），另一些则在妇女中更流行（如编织、缝纫等）。某些课程无论对于男人还是女人，

都是平等相关的，如农村发展培训课程，但即便如此，更多的男人比女性更倾向参加这个培训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Bhutan, 2011），这就带来一个挑战，因为很多农活是由妇女承担，或

者由男女两者共同分担的，需要男女双方的敏感和意识提升，也要采取措施促使妇女和女孩参

加这样的培训。

d. 非正规教育中的生活技能

非正规教育中的生活技能教育的定义

如前所述，整个地区对生活技能的定义大大不同。所有国家都有将生活技能引入非正规教

育情境的国家政策和立法，各国使用这个词汇论及非正规教育项目采用的过程、方法以及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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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的内容。然而，非正规教育中的生活技能没有明确的区域定义，对于哪些应被列为非正规

教育生活技能的案例也没有一致的理解（UNESCO, 2008a） 。

区域概况

将生活技能教育纳入非正规教育的进展有快有慢，面临的挑战包括资金有限、缺乏足够的

人力资源和非正规教育优先级别低。表 6 提供了该地区九个国家通过非正规教育渠道进行生活

技能教育，采取的各种输送方式的简要概况。

表 6 ：部分亚洲国家通过非正规教育渠道开展的生活技能教育

资料来源：UNESCO, 2008a-d.

对于这本《十年回顾报告》而言，我们将使用早前引入的生活技能的框架去分析：非正规

教育的生活技能聚焦在社会心理，非正规教育的生活技能为健康、艾滋病毒 / 艾滋病预防和行为

改变（ 上一节的生计和创收技能培训已经讨论过非正规教育的创收的生活技能） 。

e. 社会心理技巧

就中等教育而言，大多数已将生活技能主流化的非正规教育项目已经具有了很丰富的内容。

方法论上，非正规教育项目都很好地情景化了生活技能教育的行为主义模式和自律、决策和沟

通的原则。

例如，缅甸正在为失学儿童实施扩大和继续教育与学习（EXCEL）项目，它采用了三管齐

下的战略：一）能力建设；二）倡导以及三）参与。它为选定的从事非正规教育的非政府组织

进行组织和项目能力建设，为最脆弱的儿童提高以生活技能为基础的教育。EXCEL 的目标是：

i. 为没有或接受教育机会有限的孩子提供生活技能的学习机会（即失学、流浪儿童、童工和

其他弱势儿童）;

ii．通过装备必要的生活技能，支持、促进失学儿童和童工重返社会；

iii. 增强儿童在自己社区的参与。

国 家 生活技能教育的类型

孟加拉国
在非正规教育中为城市的童工进行生活技能教育。

为工作的青少年预防艾滋病，制定生活技能战略。

为 13-18 岁的失学儿童开展艾滋病预防教育。

为教育同行提供生活技能教育的材料。

为大多数脆弱的年轻人开展艾滋病和吸毒预防教育。

加强生殖健康教育，促进在非正规教育中使用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模式。

为流动儿童和他们的家庭在非正规教育中提供生活技能教育。

为处于最危险境地的青少年和年轻人开展安全行为的生活技能教育。

为失学儿童提供以社区为基础的生活技能教育。

在失学，包括处于最危险境地的青少年中试点生活技能教育包。

为青少年和年轻人制定艾滋病预防国家战略。

柬埔寨

尼泊尔

哈萨克斯坦

巴基斯坦

菲律宾

泰国

土库曼斯坦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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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内容涵盖一系列议题，包括生活技能、艾滋病预防、人身安全、滥用药物、生殖健康

和健康促进，重点关注学习者获取和练习核心生活技能——如批判性思维、领导力、自我效能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教育计划（2006-2010）为 Excel 设定教育 7 万多儿童

的目标（UNICEF, 2011a）。如今，它已被修正和扩展为国家项目。

f.	健康、艾滋病毒/艾滋病和行为的改变

随着生活技能已经被非正规教育主流化，它的内容通过与专门的健康议题有关的促进行为

改变的方法论得到补充，这些议题包括卫生 / 卫生教育、吸烟和酗酒的预防和 / 或获得有关就业

和生计的专门技能。由于“生活技能”一词越来越被广泛使用，对它的解释也更宽泛，我们可

以在文献中找到许多非正规教育被用于艾滋病教育和生活技能的例子。

在相当多的案例中，非正规教育的标准课程已经被修改，包括了领导力、批判性思维和沟

通能力等对减少危险行为非常关键的内容，虽然这一点很难从研究的角度去辨别。另外一些课

程也已被改编为包括专门的艾滋病毒传播途径和预防的信息，虽然这样的内容往往不够形象或

图文并茂（Fleming et al., 2008）。

2.3.3 关键问题和存在的挑战

该地区迫切需要非正规教育，尤其是因为它在减少贫困方面的作用，但现实是，它缺乏足

够的认可和支持。从终身学习的角度，如果要使人口中的边缘化群体都可以接触到有针对性的

高质量的教育，这个问题亟待解决。涉及的主要领域详述如下：

参与不均

在许多国家，非正规教育处于低优先级别。无论是通过非正规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

创收技能的培训还是同等学力项目，非正规教育往往被视为逊色于普通教育。在亚洲和太平洋

地区，同等学力项目的参与程度相当不均衡，一些国家报告的入学率高，其他国家的低。参与

非正规职业教育对弱势群体，如失业者、农民工和在非正规经济领域工作、妇女、残疾人和贫

困家庭的成员，仍然是一个问题。

缺少政策和规划

虽然大多数亚太国家有非正规教育的政策，但它们既并不充分，也没有变成明确的计划、

战略以及资金充足或置于强制性的法律框架下的项目。因此，非正规教育课程往往是在计划外

和未经协调的状态下实施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同等学力项目、非正规的技术和职业技能教育

与培训和创收项目被嵌入到整体的非正规教育政策之中，只有少数例外，如柬埔寨有一个专门

的同等学力项目政策（MoEYS of Cambodia, 2008）。

协调不足和缺乏伙伴关系

除了教育部，非正规教育是由多种其他利益相关者实施的，包括其他政府部门、民间社会

和私营部门。在大多数国家，既没有各利益相关方正在进行的活动的全面信息，在它们之间也

没有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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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改革

由于学习内容不适合，不对应学习者的需求，加上不恰当的教学方法，导致同等学力项目、

非正规的技术和职业技能教育与培训和创收技能培训往往质量低。非正规教育的学习者的需求

是多样的，生活技能和创收技能培训项目的内容需要强有力地情境化。此外，青年和成人已经

积累的知识，往往得不到考虑。

教师质量

非正规教育的教师常常没有接受过好的培训，工资和社会地位低。岗前培训可能短至两个

星期，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在职培训，这些因素对于非正规教育课程的质量有着显著影响。

缺乏认证和质量保证

在许多国家，非正规教育没有规范的质量框架或质量保证机制，需要各个层面专业的方法，

去应对这一挑战。一些亚太国家仍然看低所有类型的非正规教育的价值，它的证书和文凭并不

总能得到正规教育体系和劳动力市场的认可。

数据缺失

由于非正规教育的供给、参与和结果没有全面的数据，包括技能培训项目和创收项目，这

会影响到规划和质量保证，带来监测向政策目标进展的困难。此外，很少有资料或成功实践案

例的知识分享，去告知决策者和实践者，这两者都迫切需要更好的数据工作。

缺乏监测和评估

很少有系统的、制度化的监测和评估，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拥有非正规教育监测系统，能定

期提供数据。

资金不足

大多数国家用于非正规教育的资金都不足。

2.3.4 优先行动领域和潜在战略

改善机会	加强政策和实施

应加强非正规的技术、职业培训和同等学力项目的政策，制定清晰的战略、联系和行动计划，

并变成系统化的项目，如创收项目。政策应该基于全体部门的视角看待非正规教育，与国家整

体发展计划建立明确的联系，它们也应纳入教育部内非正规教育以外的部门。也需要注意管理

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其他非国家提供者的作用的政策，伙伴关系可以帮助政府惠及最难接

触到的群体。完善规划，实施和监测方案要求各利益攸关方之间更好的协作和协调。为了让更

多的人能接受非正规教育，在政府和国际层面都需要增加资金投入。

加强非正规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同等学力项目和生活技能的质量和针对性

为回应学习者的需要，项目需要情景化，国家应该制定国家标准和规范，确保培训质量得

到保证。技能培训必须更紧密地与劳动力市场需求联系在一起，可能也需要基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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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非正规教育的生活技能和创收技能培训

生活技能教育在用他们所需要的能力装备年轻人和青少年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鉴于非

正规教育往往有利于最边缘化的群体，确保生活技能教育纳入非正规教育课程就显得尤为重要，

要努力保持和扩大成功和有效的项目。

一般情况下，应重点聚焦非正规教育的生活技能和创收技能培训，非正规教育在传统上主

要关注成人扫盲的领域。在一个既定的项目中，给学习者提供的培训需要在技术、职业、扫盲

和生活技能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同时，通过非正规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和创收项目获得

的知识和技能，必须得到正规的劳动力市场的认可，以确保接受非正规教育的人能够有效地进

入市场。

开发全面数据的研究

必须开展针对非正规技能培训的研究，必须了解它对于参与者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以及有效

项目的构成因素。通过对有效实践的研究、文字记录和知识传播，对非正规的职业教育与培训

课程和同等学力项目开展系统的数据收集，可以为规划、实施和监测提供有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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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将简单概述对中等教育、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非正规教育和生活技能项目的主

要结论。

A. 中学教育

入学率大幅增长但区域扩张不均衡

在过去的十年中，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经历了中学总入学率的大幅增长，

该地区的增长速度普遍高于全球的增长率。然而，全区域的初中和高中教育的扩张一直不均衡，

在次区域和国内层面都存在大量的差距。

通过课程改革和教师培训，更好地提高质量

为了提高中学课程的针对性，许多国家已经开始通过在课堂上的教学和学习过程中引入或

扩大使用 ICT，加强科技教育，注重教授内容广泛的认知、社交和工作技巧，以培养解决问题、

创造性、主动性和全球融合的能力。

一些国家的正规中学教育拥有充分发展的生活技能课程，而其他国家则有包括生活技能的

非正规教育。课程改革的关键问题是要确保通用和专门的职业技能能够适当混合，以符合劳动

力市场需求。泛泛而言，青年和成人的生活技能的进展一直缓慢。

为了提高教师质量，一些国家把重点放在吸引“合适的人”——那些有动机和能力教学的——

和提高正规的岗前培训的要求。此外，还需要改善校本管理的政策，包括对教师和学校管理人

员的专业支持机制。

需要改革中学的评估方法

“应试教育”和死记硬背的现象根深蒂固，家教辅导盛行，这种情况在通过考试遴选进入

更高一级教育的国家更为严重，这只能阻碍有意义的学习。如果不在中学阶段进行重大改革，

学校很可能会继续应试教育，孩子们的学习将集中在从黑板上复制和从核心课本中背诵段落。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学教育中的考试改革姗姗来迟。

解决中学教育的资金问题

中学教育扩张必然需要庞大的财政资源支持，特别是因为学科的专业化。而亚太地区的中

学教育较少依赖外部援助，各国普遍都在推行增加资金、包括公私伙伴关系和财政分权的发展

战略，尽管后者如果没有精心实施，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次区域差距。亚太国家越来越多地尝试

用不同的融资和治理模式，以有效地扩大中学教育，而主要目标仍然是改善边缘化群体的参与

机会。

3 主要结论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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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

参与职业教育的区域差别很大

在整个地区，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入学的趋势不同，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在许多国家

仍然不受欢迎。职业教育入学情况的改变是不断变化的技能要求在每个国家的反映。日本、韩

国和其他技术迅速扩大、拥有知识密集行业的国家，对于传统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毕业生

的需求减少了，而发展中国家和那些产业基地正在成长的国家，这个需求往往在增加。

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课程改革包括通用、专门及生活技能的发展

许多培训政策都包括初级和持续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以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并

促进经济增长，这就需要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信息、对于培训机构的激励以及灵活的培训方法。

在确保需求驱动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方面，用人单位参与到各个阶段的输送和治理结构中

同样重要。在正规和非正规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都纳入生活技能和核心工作技能，是值得

注意的，这些技能在确保青少年具备必要的核心能力、进入和参与劳动力市场方面，作用显著。

全面而连贯的资格制度

为了规范资格认证，亚太国家已经开始引入国家资格框架。国家资格框架是根据一套不同

层次学习成果的标准，进行资格分类的工具，这些都可以保证有合适的共同标准，促进国家和

国际劳动力市场的标准化，提高学生和毕业生的流动性。

C. 非正规教育

改善非正规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参与

改善脆弱和难以接触到的人群，如失业者、农村和非正规经济的工人，获得非正规的技术

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生计和创收项目的机会，仍然是一个挑战。在国家或次国家层面，都没有

有关非正规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和创收项目的入学和参与的全面数据，但有一些经验证据。

许多创收项目只在社区层面以小项目的形式提供。

该地区同等学力项目的参与差别很大。根据国家报告，一些国家的参与水平高，一些国家

的低。由于同等学力项目已被证明是为失学儿童和青年提供有效经济的第二次教育机会的方法，

应努力去提高参与度。

需要加强非正规教育的政策、战略、治理和资金支持

在整个地区，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意识到需要用非正规教育和替代性输送方法为大批没有

完成他们的教育的青少年和青年提供基础教育。然而，非正规教育深受认知度低、政策缺乏和

资金不足的困扰，也饱受项目质量低、教师缺乏培训、缺乏大量的提供者之间的协调以及缺乏

数据和监控之苦。因此，实施非正规教育的政策仍然是一个挑战。国家必须制定适当的政策和

立法，实现同等学力项目的制度化，确保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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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技能是非正规教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多数纳入生活技能的非正规教育项目已经在这样做了，内容丰富多样，包括生计技能、

艾滋病预防、人身安全、滥用药物和生殖健康和促进健康，重点关注获得如批判性思维、领导能力、

自治和解决问题之类的核心能力。生活教育的内容已经得到“将行为改变同特定的健康主题相联”

的方法论的充实，这些主题包括卫生保健教育、吸烟和酒精预防和 / 或与工作和生计相关的专门

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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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明确的目标和指标，对于全民教育目标 3 又有多种理解和诠释，衡量亚洲和太平

洋地区这方面的进展非常困难。尽管存在这些挑战，本回顾最清楚的一点就是目标 3 的重要性，

以及在过去的十年，该地区的国家已经给予其各个组成部分越来越多的关注。目标 3 涉及到全

民教育辩论的几个突出方面，也就是说，国家正专注于提高中等教育的入学率，通过扩张职业

教育，回应迅速增长的经济对于熟练劳动力的高需求。至关重要的是，全民教育目标也认识到

边缘化和弱势群体的学习需求和通过正规和非正规部门提供替代性学习机会（如同等学力项目）

的重要性。此外，学习的问题现在已被置于 2015 年后的教育路线图和获得 21 世纪的技能以保

持经济竞争力的非常核心的地位。作为 2015 年后教育议程的一个关键因素，目标 3 应该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界定和范围应更清晰。 

建议

下面提出对于战略和优先行动的建议，以加快所讨论的三个领域（中等教育、技术和职业

教育与培训、非正规教育和生活技能）实现目标 3 的进程：

策略 1：加强信息库建设

改善统计和定性数据收集，跟踪中等教育的进展情况，这需要发展或加强教育管理信息系统，

定期开展定量和定性的分析和研究。

拓宽分析，支持平等和有针对性的中学教育的发展。特别要注意的是，应该试图评估教

育排斥的不同形式和原因，包括性别分析。

增强对中等教育改革的进展跟踪，特别是与管理、课程开发、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教师

教育和学习效果评估有关的方面。

增加对劳动力市场技能需求的研究，使之与职业教育与培训课程提供的技能，能够进行

有效的对比。文字记录和分析应定期更新，在针对性的意义上，为职业教育与培训课程

提供规划以及评价。应定期对毕业生进行调查，评估就业结果，评估职业教育与培训课

程的成效。

改进经验数据收集，提供有关非正规教育课程的实践、参与和成果的信息，这些数据对

于适当地评价和监测非正规教育计划的有效性与效率、帮助组织、利益相关者和合作伙

伴实施质量保证措施、为资金设定适当的目标，都很关键。

商定衡量生活技能教育的框架，其中包括指标、设置基准和目标，以及报告、评估和方

法论的准则，跟踪学习的过程和结果。

4 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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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2	：加强政策、战略和实施框架

在需要的地方，改革中学考试，这个改变应该与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齐头并进。

使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和项目响应迅速变化的劳动力市场，这些应是基于劳动力

市场调查的需求驱动，并应考虑重要的教育政策，包括中等和高等教育。

加强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的联系。为使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

训对于发展的贡献最大化，各国政府既要应对迫在眉睫的技能差距，也要考虑长远的技

能发展。

提高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与社会和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整合度，吸引更多的人参加技术和

职业教育与培训、帮助他们继续学习的政策措施，也越来越有必要，这些措施可以采取在

校的咨询和指导服务、培训津贴、贷款和小额贷款的形式，帮助毕业生就业和创业。

加强公共和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促进雇主和产业之间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紧密合

作。培育公私伙伴关系需要政府更大的干预，产业参与制定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

这两种策略在这方面是有效的。

通过适当的立法和资源的支持，使非正规教育成为教育部门计划和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

组成部分，从终身学习的角度，非正规教育应被确认为一个实现受教育权利的途径。无

论政府还是国际社会的捐助，都应增加用于非正规教育和替代性输送项目的资金。 

在可能的地方，促进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协同作用，这一点对于同等学力项目特别重要，

这些项目应纳入小学和中学教育各部门，被视作基于替代性输送方式的正式途径，通过

非正规教育和同等学力项目获得的标准和证书必须得到正规教育体系和劳动力市场认

可，社会媒体活动宣传替代性输送和同等学力项目的价值和针对性，也应被视为改变公

共舆论的手段。

加强负责非正规教育项目的国家组织建设，这就需要将能力发展作为目标、改善监测和

数据，加强不同行为者之间的机构合作。所有有关各方（如大学、研究机构、私营部门

和媒体）应该按照共同的政策和战略框架工作。

让非国有机构参与制定具体的政策、方案和措施，应对年轻人和青少年，尤其是女青少

年和其他弱势群体的权利、需要和关注，需要各国政府制定与非国有机构合作的政策框

架，包括通过伙伴关系和使用分包商，这不仅适合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也适合中学、

同等学力项目和非正规教育。

策略 3：提高教育的针对性	将生活技能主流化

开展中学教育课程改革。课程必须与 21 世纪的学习要求相关，各国应对目前的课程进

行检讨并推动需要改革的地方，这可能要与改变他们学校的评估和考试制度结合起来。

中学教育改革中的最佳做法和经验需要得到更好的记录和传播。

用“为生活学习“的方法，将生活技能教育主流化，纳入正规和非正规的中学课程和学

习中。生活技能教育也应该成为评估项目的一部分，为非正规教育的学生——他们往往

最边缘化，缺乏发展个人和社会能力的机会——进行生活技能教育，是很重要的。技术

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学生需要通用的生活技能陪伴自己的专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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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健康和艾滋病教育成为课程和课外活动的一部分。应将艾滋病传播途径和预防的教育

作为一个更全面的教学大纲的一部分去输送，加紧努力使年轻人获得在他们的年龄需要

的特定信息，以支持良好的性健康决策。创新和量身定制的方法可以包括信息和通信技

术（如手机、社交媒体）。

改善中学教师的职前和在职培训。除了填充关键的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的“教师差距”，

教师队伍需要获得在课堂上使用的新技术和方法，还需要使用创新的教师培训系统，培

养弱势群体中的中学生成为教师的助手，随着时间的推移，使他们走上获得全职教师资

质的道路。 

开展对非正规教育目标群体的需求和形势分析。根据目标 3 设计的所有活动，应先进行

情况分析，概括出非正规教育目标群体的组成和特点，这些信息将使我们能够了解不公

平的所在，须在资源和服务方面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提高非正规教育项目输送的质量。为此，需要更好地培训非正规教育的辅导员，提高他

们的地位和薪水。非正规教育课程必须模块化、灵活、因地制宜、对性别敏感，如果可

能的话，用学习者自己的语言传授。应该多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包括移动技术、DVD

和互联网。非正规的技术和教育职业与培训培训项目必须根据基于现有的知识和技能设

计，传统技能包括农业部门的，也需要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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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附件

附件 1：全民教育十年回顾报告涵盖的次区域和国家 

中亚（6个国家）：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东亚（17 个国家 /地区）： 

文莱，柬埔寨，中国，朝鲜，香港（中国），印度尼西亚，日本，老挝，（澳门）中国，

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韩国，新加坡，泰国，东帝汶，越南 

太平洋地区（17 个国家 /地区）： 

澳大利亚，库克群岛，斐济，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瑙鲁，

巴布亚新几内亚，新西兰，纽埃，帕劳，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托克劳，汤加，图瓦卢，   

瓦努阿图 

南亚和西亚（9个国家）： 

阿富汗，孟加拉国，不丹，印度，伊朗，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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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全民教育目标 3：中等教育入学率

国家或

地区

区域   入学情况 

中等教育总体情况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2-3）

全部项目 

中等教育总体情况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2-3）

初中教育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2)

高中教育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3)

中等教育总体情况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2-3）

全部项目

技术和职业项目的入学情况（%） 净入学率

中亚

东亚

参
考
年
份

哈萨克斯坦

蒙古

土库曼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文莱

中国

柬埔寨

朝鲜

香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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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

地区

区域   入学情况 

中等教育总体情况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2-3）

全部项目 

中等教育总体情况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2-3）

初中教育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2)

高中教育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3)

中等教育总体情况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2-3）

全部项目

技术和职业项目的入学情况（%） 净入学率

参
考
年
份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老挝

新加坡

马来西亚

东帝汶

日本

韩国

澳门（中国）

泰国

缅甸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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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

地区

区域   入学情况 

中等教育总体情况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2-3）

全部项目 

中等教育总体情况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2-3）

初中教育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2)

高中教育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3)

中等教育总体情况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2-3）

全部项目

技术和职业项目的入学情况（%） 净入学率

参
考
年
份

澳大利亚

太平洋地区

瑙鲁

斐济

纽埃

马绍尔群岛

巴布亚

新几内亚

库克群岛

新西兰

基里巴斯

帕劳

密克罗尼西亚

(联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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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

地区

区域   入学情况 

中等教育总体情况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2-3）

全部项目 

中等教育总体情况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2-3）

初中教育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2)

高中教育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3)

中等教育总体情况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2-3）

全部项目

技术和职业项目的入学情况（%） 净入学率

参
考
年
份

萨摩亚

阿富汗

托克劳

不丹

图瓦卢

伊朗

所罗门群岛

孟加拉国

汤加

印度

瓦努阿图

南亚和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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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

地区

区域   入学情况 

中等教育总体情况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2-3）

全部项目 

中等教育总体情况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2-3）

初中教育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2)

高中教育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3)

中等教育总体情况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2-3）

全部项目

技术和职业项目的入学情况（%） 净入学率

参
考
年
份

马尔代夫

阿拉伯国家

巴基斯坦

中亚

地区平均水平

拉丁美洲

和

加勒比海地区

北美和西欧

尼泊尔

中欧和东欧

斯里兰卡

东亚和

太平洋地区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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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

地区

区域   入学情况 

中等教育总体情况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2-3）

全部项目 

中等教育总体情况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2-3）

初中教育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2)

高中教育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3)

中等教育总体情况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2-3）

全部项目

技术和职业项目的入学情况（%） 净入学率

参
考
年
份

国家或

地区

区域   
中等教育总体情况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2-3)
全部项目

初中教育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2)

全部项目

高中教育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3)

全部项目

毛入学率

参
考
年
份

南亚和西亚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东亚

文莱

撒哈拉

以南非洲

蒙古

土库曼斯坦

哈萨克斯坦

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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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

地区

区域   
中等教育总体情况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2-3)
全部项目

初中教育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2)

全部项目

高中教育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3)

全部项目

毛入学率

参
考
年
份

中国

香港（中国）

日本

老挝

澳门（中国）

马来西亚

缅甸

菲律宾

朝鲜

印度尼西亚

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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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

地区

区域   
中等教育总体情况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2-3)
全部项目

初中教育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2)

全部项目

高中教育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3)

全部项目

毛入学率

参
考
年
份

新加坡

东帝汶

澳大利亚

库克群岛

斐济

基里巴斯

马绍尔群岛

密克罗尼西亚

(联邦 )

泰国

越南

太平洋地区

韩国



全
民
教
育
目
标 

 
  

生
活
技
能
和
终
身
学
习

3：

71

国家或

地区

区域   
中等教育总体情况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2-3)
全部项目

初中教育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2)

全部项目

高中教育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3)

全部项目

毛入学率

参
考
年
份

新西兰

帕劳

萨摩亚

所罗门群岛

托克劳

汤加

图瓦卢

瓦努阿图

纽埃

巴布亚

新几内亚

瑙鲁



全
民
教
育
目
标 

 
  

生
活
技
能
和
终
身
学
习

3：

72

国家或

地区

区域   
中等教育总体情况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2-3)
全部项目

初中教育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2)

全部项目

高中教育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3)

全部项目

毛入学率

参
考
年
份

孟加拉国

印度

马尔代夫

尼泊尔

巴基斯坦

斯里兰卡

世界

地区平均水平

阿拉伯国家

不丹

伊朗

阿富汗

南亚和西亚



全
民
教
育
目
标 

 
  

生
活
技
能
和
终
身
学
习

3：

73

注释：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UIS）2011 年 10 月数据库。

符号：

… 没有相关数据

** 国家数据：统计研究所估计数据

    地区平均水平：部分估计数据是因为国家数据覆盖范围不完整（25%-75% 的人口）

*  国家估计数据

# 地区平均水平：大量估计数据是因为国家数据覆盖范围不完整（25% 以上的人口）

n 零数值

a 不适用

x
+n

 引用参考年份后 n 年的学年或财年数据

x
-n 

引用参考年份前 n 年的学年或财年数据

国家或

地区

区域   
中等教育总体情况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2-3)
全部项目

初中教育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2)

全部项目

高中教育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3)

全部项目

毛入学率

参
考
年
份

中亚

东亚

和太平洋地区

拉丁美洲

和

加勒比海地区

北美和西欧

南亚和西亚

撒哈拉

以南非洲

中欧和东欧



G
oal 3: Life Skills and Lifelong Learning

UNESCO Bangkok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Asia and Pacific Regional Bureau 
for Education

亚太地区

全民教育

目标

UNESCO Bangkok
Asia and Paci�c Regional Bureau for Education

Mom Luang Pin Malakul Centenary Building
920 Sukhumvit Road, Prakanong, Klongtoey
Bangkok 10110, Thailand
E-mail: bangkok@unesco.org 
Website: www.unesco.org/bangkok 
Tel: +66-2-3910577 Fax: +66-2-3910866

UNICEF East Asia and Paci�c Regional O�ce (EAPRO)

19 Phra Atit Road
Chanasongkram, Phra Nakorn
Bangkok 10200, Thailand
E-mail: eapro@unicef.org
Website: www.unicef.org/eapro
Tel: +662-356-9499 Fax:+662-280-3563

UNICEF Regional O�ce for South Asia (ROSA)

Lekhnath Marg, Kathmandu, Nepal
E-mail: rosa@unicef.org 
Website: www.unicef.org/rosa and 
www.unicef.org/southasia
Tel: +977-1-4417-082 
Fax: +977-1-4419-479 and 4418-466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亚 太 地 区 全 民 教 育 十 年 回 顾 报 告

全
民
教
育
目
标
3  

生
活
技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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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学
习

：

亚
太
地
区
全
民
教
育
十
年
回
顾
报
告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曼 谷 办 事 处 、 联 合 国 儿 童 基 金 会  编 写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 组织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