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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气候变化、不平等、社会碎片化和政治极端主义问题持续存在。人口流动

方式不断变化。数字通信、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日新月异，在带来机遇的同时

也带来了重大挑战。2019 年，教科文组织在联合国大会发布“教育的未来”

（Futures of Education）全球倡议，以重新思考教育、知识和学习如何在日

益复杂、不确定和不稳定的世界里塑造人类的未来。在发布活动上，教科文组

织宣布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委员会成员来

自政治、学术、艺术、科学、商业和教育界的思想领袖，来自北京大学的经济

学家林毅夫教授是委员会成员之一。此次未来教育，即“学会成为（Learning 

to Become）”行动计划，将引发一场关于教育、知识和学习如何塑造人类和

地球未来的全球辩论，运用创造性思维制定未来 30 年的教育路线图。在埃塞

俄比亚总统祖德的主持下，委员会得到授权并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推出了题

为《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的旗舰全球报告。

这份报告颠覆了《富尔报告》和《德洛尔报告》倡导的个体发展理念，在

《反思教育》将教育和知识视作全球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提出要建立新的教育

社会契约，兑现教育未兑现的承诺，迎接未来日益复杂、不确定和不稳定的挑战。

当前，低收入国家的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他们因为收入和教育文化水

平与城市差距较大、教育经费没有保障等问题难以实现发展。社会契约是社会

成员为谋求共同利益而合作的一种默会协议。教科文组织倡导要为教育打造新

的社会契约，呼吁国际社会加强伙伴关系来实现共同繁荣，而农村人口作为实

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突破口，理应先为农村教育建立新的社会契约。

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UNESCO 

INRULED）发起了“教育的未来与乡村振兴教育”（Futures of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for Rural Revitalisation）系列对话活动。以“教育开放说”

为系列对话的标志，旨在为全球范围内的领域专家建立一个开放、包容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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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流平台，围绕未来教育发展中的农村教育展开对话。在未来教育的畅想中，

农村教育的议题是什么？如何看待农村小规模学校？如何确保农村的女童和妇

女获得优质教育？如何确保为农村人口提供高质量的终身学习机会？等等诸多

问题都是中心需要携手社会各界共同思考和回答的问题——未来教育重构中的

农村教育。

二、目标
1. 以专家对话的形式完成对“教育未来中的农村教育”的全方位思考，形

成报告，并以多样化的方式传播教科文组织对教育的未来的思考；

2. 在未来教育框架下，讨论中国经验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3. 以乡村振兴教育为观察点，参与全球未来教育辩论，为教科文组织提供

新的国际议题。

三、形式
• 录制 3-4 人左右的圆桌对话，剪辑后进行传播。主持人需要对对话走向

进行引领；

• 嘉宾：希望包括中外相关知名学者（线上 + 线下），使用英文进行讨论（部

分嘉宾也可使用中文 + 字幕形式）；

• 录制地点：京师慕华的校外录制厅。

四、系列对话的场次
     系列论坛从 10 月 30 日开始第一场，后续约每两周进行一场，一共进行 6

场对话，每场对话时长大约一个半小时。具体话题和主持人需与首席专家商讨，

聚焦乡村与未来教育，关注农教中心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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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办机构简介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国 际 农 村 教 育 研

究 与 培 训 中 心（UNESCO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Training Centre for Rural 

Education，以下简称“农教中心”）与中

国政府于 1994 年联合创办设立，旨在推动

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唯

一一个从事农村教育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二类机构，中心主要致力于推动发展

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农村地区的变革。为进一步提高中心的地位和国际影响

力，中心于 2008 年由河北省保定市迁至北京师范大学。

使命宣言与职能： 

农教中心通过研究和宣传、教育和培训、知识管理和分配在农村教育领

域开展工作，通过教育研究与培训促进农村人口思维和行为发生积极变化，

实现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支持教育 2030 目标的实现并深入

贯彻 SDG4 理念。使命宣言为：教育促进农村变革（Education for Rural 

Transformation）。

农教中心的职能为以下六项：

1. 促进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以及农村教育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开发；

2. 推进会员国之间在制定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政策方面的合作；

3. 建立各国农村教育研究专家联系和信息交流网络；

4. 协调国际农村教育研究合作，并为国际专家提供实地考察条件；

5. 组织农村教育的国际培训班和研讨会，向国际农村教育研究者提供研究

资助；

6. 出版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的著作和出版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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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向的重点领域：

     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行动框架与中心职能，农教中心的核心职责仍是

在教育领域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4 优质教育方面发挥作用。针对农村教育与农村

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结合中心的工作经验与比较优势，设立中心在关键工

作领域的五大战略目标：

战略目标 1：性别平等与女性领导力（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 

Leadership） 

战略目标 2：ICT 促进农村教育与农村发展（ICT in Education for Rural 

Development）

战 略 目 标 3： 优 质 教 师 改 善 农 村 教 育（Quality Teachers for Rural 

Schools）

战略目标 4：技能发展促进农村转型（Skills Development for Rural 

Transformation）

战略目标 5：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教育（Ecological Civilisation and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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