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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冠疫情对教育领域造成巨大冲击，引发教育格局的重构。 后疫情时代将是一个充满新格局、
新活力、新视野和新常态的时代，ＯＥＣＤ 教育 ２０３０ 项目将未来世界称为“ＶＵＣＡ 时代”，教育如何帮助学生

从容应对挑战，抢占国际化的“Ｃ 位”，全球胜任力的培养是关键。 落实和培育全球胜任力培养的五种核心

素养（５Ｃ 模型），以文化理解与传承为轴，审辨思维、创新素养、沟通素养为轮，形成整体的合力，有助于中

国形塑全球胜任力培养体系，建构全球胜任力培养的系统工程，助力中国青年学生在人生的赛道上锚定目

标，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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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后疫情时代的挑战和机遇

庚子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人们

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按下了暂停键。 其引发的蝴蝶

效应，更是史无前例地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 疫情

不只是一场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更是演变为严

重的全球危机，对世界的发展轨迹具有重要影响，
预示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教育作为社会民主的

重要领域同样经受着疫情的考验。 因疫情的冲击，
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开展的教学活动无法在实体课

堂环境中顺利开展，常规教学被打断，甚至被迫停

滞。 为了响应“停课不停学”的号召，几乎所有的教

育机构都以在线教学作为应对之策，通过数字化远

程教学保障教育的稳定和连续。 “线上教学”霎时

间成为教育的主阵地，教育信息化吹响冲锋号，广
大教师也因此开展了一次信息化教学大练兵。

目前我国的防疫形势总体平稳，疫苗接种正在

有序推进，群体免疫屏障正在积极构建。 然而，病
毒不断变异伴随的全球疫情大幅反弹以及我国多

地出现的聚集性疫情时刻提醒着我们防疫不能松

懈倦怠。 后疫情时代可谓任重而道远。 那何为后

疫情时代呢？ 所谓后疫情时代，并非疫情完全消

失、回到疫情以前的状态，而是可能零星散发或局

部暴发，可能从境外、外地输入，或者周期性、季节

性发作，并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产生

深远影响的时代［１］。 后疫情时代给教育教学带来

诸多挑战，同时蕴含新的机遇。 后疫情时代的教育

领域将是一个充满新格局、新活力、新视野和新常

态的时代。 具体来说，特点如下：
（一）新格局

后疫情时代教育的格局和形态面临重塑与转

型。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

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印发，指出要坚持教育对外开放不动摇，主动加强

世界各国的互鉴、互容、互通，形成更全方位、更宽

领域、更多层次、更加主动的教育对外开放局面。
其中，明确了要把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摆在

重要位置，扩大在线教育的国际辐射力。 《意见》是
在新冠疫情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我国外部发展

环境更加错综复杂的特殊背景下出台的，宣示了在

危机中育新机，于变革中开新局的坚强信心。 在充

斥着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的后疫情时代，教育工作

者应该始终保持前瞻性和预见性，对教育进行深度

反思，为面向未来而有所准备。 同时，时刻牢记我

们的教育不能被拖着进入国际化浪潮中，而应抢占

国际化的“Ｃ 位”①，锚定其屹立潮头的地位，为构建

和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培养合格人才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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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支持和全方位的保障［２］。 教育应当培养学生

对于未来科技变革、对整个世界发展与变化的全新

认知，同时重视面向不确定性的能力培养，帮助他

们在不确定的环境下做出快速反应和准确判断，引
导他们在情感和心态上做出积极调试。

（二）新活力

一直以来，线上教学被当作次优选择，处于教

育教学中比较边缘化的位置，并不被青睐。 新冠疫

情的暴发将线上教学推到了“风口”，裹挟着教育者

与受教育者进行了一场超大规模的在线教学实践

与探索。 后疫情时期，以往线下教学和线上教学相

对分离与对立的情况会被打破，线上教学在一定程

度上将抢占原先线下教学的地盘，从而盘活教学模

式，打造教学新生态，构建线上线下融合共发展的

智能时代［３］。 融合教学的出现势必突破实体学校

的藩篱，打破教育教学惯性，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

形成交互式教学，促进线上线下的互相补益，有效

弥补单一教学模式的局限性。 通过线上线下教学

的切换和融通增加教学灵活性，同时聚合并优化教

育资源，提供多元化的学习模态和信息获取渠道。
这如同开设一个大型的、虚拟的知识超市，学习者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获取丰富的资源，开展个性

化、自助式学习，最大程度地汲取线上线下教学的

养分，从而真正实现学习化社会的目标。 在后疫情

时代，应统筹传统基建和新基建，促进信息技术与

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推动教学模式创变，提升教育

治理能力，为教育扩展更大空间，为教育发展注入

新活力。
（三）新视野

在新冠疫情延宕和国际局势动荡的情况下，留
学之路如何选择成了一道难题。 海外疫情风险的

持续冷却了国内长久以来的留学热情，刷新了人们

对教育国际化的认知，加速了国际留学教育格局的

改变。 通过对国内国际化教育深度了解，大众对中

外合作办学等国内国际化教育的关注、需求与期待

到达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立足“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
内大学需由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更新教育

理念、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提升科研影响力和解

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提供高质量国际化教育，提升

在地国际化教育。 在本土高校国际化的内涵建设

过程中，一方面学习、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同时理

性客观地看待和保持本国教育的独特优势，做到扎

根本土、夯实中国内涵，彰显中外教育共同的追求，
让中国学生既能保持“中国心”，又拥有国际视野和

国际意识；另一方面积极主动地寻求更为丰富的资

源并拓展发展空间，探索“请进来”和“走出去”双向

互动、合作共赢的国际化模式［４］［５］。 通过在地国际

化的新视野，加快和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 “试验

田”，培养立足本土的国际化人才，实现本土化和国

际化的融合创新，丰富和延伸人才培养的模式，保
证人才培养的整体最优效果。

（四）新常态

新冠疫情改变了教育教学的基本格局和根本

面貌，同时引发教育教学方式的变革与转型。 我们

需要在反思疫情之前的“常态”和疫情中的“非常

态”基础上，全面、综合地预测、分析后疫情时代教

育所面临的“新常态” ［６］。 后疫情时期对教育新常

态的重构，需要从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形态、
学校组织形式和教育方式等方面进行变革。 后疫

情时代的教育目标不再是教育学生成为高分低能

的“知识人”，而是教授他们生活所需的知识、技能、
情感和态度，帮助他们学会生存、学会认知、学会做

事、学会共同生活，实现“终生学习” ［７］。 教育形态

不再拘泥于传统的课堂，教师不只是知识的传授

者，更是学生成长的陪伴者、激励者和共生者。 课

堂上应充分发挥并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任

务驱动、自主学习，适时检测、交流互动，提升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促进学生的发展和成长。 在后疫

情时代，应加强学校间的实质性合作，群策群力，协
同开发教育资源，共享优质资源，定期交流和探讨

教育教学问题。 在教学方式上，逐步推进线上线下

混合、融合的教学模式，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实现

１＋１＞２ 的聚力效应。 同时，加快探索智能化、个性

化、社群化学习，丰富教学新样态，增强教育方式的

多样性和灵活性。
二、全球胜任力的概念与意义

教育系统是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基础、前
沿阵地和独特战线。 教育不是把受教育者培养成

“知识容器”，而是应该帮助他们掌握知识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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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主动构建属于自己的知识城堡和未来世界，具
备终生学习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情感和

价值判断，重视个人和社会的福祉，了解自身承担

的社会责任，并积极履行责任与义务，成为负责任

的社会公民。 后疫情时代，我们应该清醒意识到任

何人、任何国家都不是一座孤岛，要为自己、更要为

他人负责。 “同舟共济”“命运共同体”才是全世界

应对全球疫情、经济下行等危机所需秉持的共同理

念。 全球胜任力的培养将拓宽教育评价的维度，以
更加多元的方式进行综合评价和考核，帮助学生成

为完整、全面的人。 全球胜任力亦是重要的全球公

民教育战略与全球治理战略［８］。 中国要想积极参

与全球治理，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就需

要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胜任未来挑战，担当起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任的接班人。 对教育工作者

而言，无论是为了个体的全面发展，还是培养能够

在未来世界中更好地承担大国责任和义务，我们都

必须着手培养学生的全球胜任力。 “敢于世上放开

眼，不向人间浪皱眉”。 只有帮助学生建立全球视

野，树立国际意识，培养世界胸怀，才能站在更高的

高度看待和研判世界大形势、大格局；把握发展趋

势，在新时代中乘风破浪，逐浪前行，承担时代和环

境所赋予的使命，在自我实现的同时促进社会的发

展和进步，实现“中国梦”。
ＯＥＣＤ②教育 ２０３０ 项目将未来世界称为“ＶＵＣＡ

时代”，即一个充满波动性 （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不确定性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复杂性（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和模糊性（ ａｍｂｉ⁃
ｇｕｉｔｙ）的世界。 后疫情时代，个人和社会都面临着

ＶＵＣＡ 世界伴随而来的困境、未知和挑战，需要找寻

一种建设性的、未来导向的方式去应对。 全球胜任

力正是一种可以帮助个体应对预料中、意料外甚至

是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的关键能力［９］。 面对“疫
情无序、发展间歇”的世界，需要学习者在既有的思

想和行为范畴之间能够适应并应对复杂、多元的环

境，包含时间层面（过去、现在、将来），社会空间（家
庭、社区、地区、国家、世界），同时囊括数位空间。
全球胜任力更是一种具有未来导向的综合素养，帮
助青年们拥有强大的定力，保持弹性和韧性。 全球

胜任力的培养正如未知洪流中航行船只的“船舵”，
帮助学生掌握自己人生的航向；又如搭建的一副

“脚手架”，帮助他们稳固建构自己的人生堡垒。 通

过点燃自身的内驱力，助攻他们融入时代发展的需

要，实现个人成长的独立性、多面性与差异性，成为

一个多向度的斜杠青年。
三、全球胜任力培养———５Ｃ 模型

５Ｃ 模型是在原美国 ２１ 世纪学习联盟（简称

Ｐ２１）提出的核心素养 ４Ｃ 模型上发展而来，包括文

化理解与传承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审辨思维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创新（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沟通（Ｃｏｍｍｕ⁃
ｎｉｃａｔｉｏｎ）和合作（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五项素养。 ５Ｃ 模型

中，文化理解与传承是核心主轴，承担着价值枢纽

功能，为其他素养提供价值指引和行动指南；审辨

思维和创新侧重于认知维度，其中审辨思维体现理

性、条理性、逻辑性，创新强调突破边界、不拘常制、
另辟蹊径；沟通和合作侧重于非认知维度，沟通重

在倾听、尊重、理解、共情与接纳，合作表示以友好、
开放的态度，为达成共同目标做必要的坚持与协

调［１０］。 五大要素是一个有机整体，各要素相互交

互，相辅相成。 有了价值观的正确引领，才能保证

未来的航向不偏航、不失速，对个人的认知维度和

非认知维度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认知维度和非

认知维度中，审辨思维是开启创新的基础，沟通是

合作的前提，良好的审辨能力能够使沟通与合作更

高效，而有效的沟通与合作又将推动高质量的创

新。 因此，落实 ５Ｃ 模型的构建，可以实现文化在

场、价值在场、主体在场的教育目标，形塑全球胜任

力培养体系，建构全球胜任力培养的系统工程。 通

过聚焦五种核心素养，以文化理解与传承为轴，其
他素养为轮，形成整体的合力，助力学习者在人生

的赛道上锚定目标，全速前进，行稳致远。
（一）文化理解与传承

文化理解与传承意味着理解、认同和延续本民

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费孝通先生曾说过“生活在一

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

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 ［１１］

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

族的精神命脉，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我们要在

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精华，予以继承和发

扬，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既立足本国，又面

向世界，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葆有中国心、民族魂。

—１０１—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下半月刊（总第 １６１ 期） 教育



通过文化内与文化间的互动，形成正确的身份认同

与文化认同，获得文化自信。 在与世界接触、交流

的过程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彰显中国

智慧。
（二）审辨思维

审辨思维是一种省思，它强调保持理性、审慎

思考并通过先前知识和多方面证据阐释、分析、评
估、推理、论证、自我调节并作出判断和决策的过

程［１２］。 发展审辨思维对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

要，应通过倡导研究性学习启动学习者的高阶思

维，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创造力。 同时，审辨思维

是个体应对压力和避免盲目从众的有效策略，鼓励

他们大胆质疑、谨慎断言，体现了独立思考、保持客

观、不懈质疑、合理反思、小心求证、追根究底的诉

求［１３］。 在信息化爆炸的当下，面对海量的信息，学
习者要学会辨别信息来源，分析评价信息内容，通
过系统性思考，自觉探索和发现，获得全面的认知

和深度的理解，从而作出正确的选择和决策。
（三）创新素养

创新之于个人、社会、国家同等重要。 创新意

味着沿着不同的方向、通过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
从多个维度寻找解决问题之道，保持开放和好奇的

心态，愿意拥抱并接纳新生事物。 创新的主体是

人，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进而开展 “创” 的活动；
“新”是目标，指在内容和本质上与过去或既有事物

（知识、技术或其他）存在差异又符合主体目的的新

事物。 创新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高级表示形式，是
当今时代的重大命题，是民族进步之魂。 民族创新

之路任重道远，重担就落到教育中。 教育中的创新

能够帮助学习者激发内在驱动力，学会积极思考，
促进自主建构，实现经常性反思，注重应用迁移、举
一反三，从而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作为教育者，
应该怀有鼓励学生在试错中成长的包容心，创设宽

松民主氛围的细心，以及“静待花开”的耐心，努力

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四）沟通素养

在日益扁平化的“地球村”，人们与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沟
通变得更为频繁与便捷。 通过沟通，可以进行信息

传递和交换，激起情感、思想和价值观上的共鸣，获

取理解并实现共同目标的完成。 沟通是一个复杂

的过程，需要语言能力、思维能力和社会能力的共

同参与［１４］。 沟通中需要运用流畅的语言，清楚传递

信息、表达思想和观点；需要洞察对话者的意图、情
感、思想和价值观，做到和而不同，汇聚不同视角，
理性应对不和谐的声音，协调矛盾和困境，从看似

矛盾或不相容的思想中找到突破口，化解冲突，促
进和谐；需要整合社交和情感技能（如同理心、自我

效能感），管理自己的情绪，调整自己的行为，建立

和谐的人际关系，从而打开信任的大门，搭建友谊

的桥梁。
（五）合作素养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 合作是通过集体努

力参与社区、地方、国家及全球层面的公民行动和

社会行动，促进人类进步，保障人类福祉。 我们面

临的许多挑战是复杂而综合的，应对这样的挑战需

要具备把不同世界观的人加以集结的能力。 习近

平总书记针对这一点曾指出应该深化交流合作，坚
持“拉手”而不是“松手”，坚持“拆墙”而不是“筑
墙”。 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是休戚与共的人类命

运共同体，只有合作，才能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

大同心圆，增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面对扑朔迷离

的后疫情时代，我们的教育应帮助青年在学习和工

作中寻找合作共赢，不仅要与自己的同胞，更要学

会与异质群体增信释疑，携手共进，共同担当。 只

有合作，才能尽早走出疫情的阴霾，共享经济全球

化的利好，实现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结语

新冠疫情这只“黑天鹅”的出现提醒人们未来

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考验着人们抉择和处理

全球性问题的能力。 后疫情时代，需要加强全球胜

任力教育，通过增信释疑，携手合作，提高解决全球

性问题的能力。 在教育教学改革中，依托 ５Ｃ 模型

落实全球胜任力培养，帮助学习者在教育中完成蜕

变，成为有目标、有反思意识的主体———能够体认

并传承优良的文化基因，积淀文化自豪感和归属

感，培植文化自信，认同自我身份；成为系统思考

者，不盲目从众，不迷信权威，有能力在决策、选择

和行动时采取批判性的立场和思维；学会反思，从
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看待和思考问题，找寻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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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新思路；与他人互动时，能够吸收和融合他人

的视角，学会自我调节，建立和谐、良好的人际关

系，和平处理和解决争端；学会与非同质群体协同、
配合，尝试了解他人的想法、分享观点、理性论证，
并以宽容、信任和合作的态度待人。 后疫情时代，
面对跌宕交融的各种局势，全球胜任力将赋能学习

者在陌生、复杂的环境中自我导航，正确定位人生

的坐标，发挥个人主体性和能动性，掌握应对新情

境和新问题的自信和本领，学会自我调控，同时与

他人携手合作，关注‘小我’到‘大我’，并进而推动

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注　 释：
①Ｃ 位：２０１８ 年度十大网络流行语，即 Ｃａｒｒｙ 或 Ｃｅｎｔｅｒ，核心位

置的意思。 早期在游戏领域一直作为 Ｃａｒｒｙ 位的意思，指能

够在游戏中后期担任主力带领队伍的角色。 后来，Ｃ 位这个

词在游戏中应用的越来越广，逐渐转到生活当中。 当某一个

人在团队中的处于核心位置时，人们便称呼他是 Ｃ 位。
②ＯＥＣ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是由全球 ３４ 个市场经济国家

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旨在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
政府治理等方面的挑战，把握全球化带来的机遇。 在当今全

球化、国际化的教育时代，各国政府日益重视全球教育发展

的现状和经验。 ＯＥＣＤ 作为最具权威和最有影响力的国际

组织之一，以定量数据分析为基础，制定了可供国际社会衡

量比较教育发展的“ＯＥＣＤ 教育指标体系”，为各国的教育发

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参考文献：
［１］王竹立．后疫情时代，教育应如何转型？ ［ Ｊ］ ．电化教育研

究，２０２０（４） ．
［２］王英杰．后疫情时代教育国际化三题［ Ｊ］ ．比较教育研究，

２０２０（９） ．
［３］ 谢先成． “后疫情” 时期教育变革迈入 “双线” 融合新常

态———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新基础

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政涛［Ｊ］ ．教师教育论坛，２０２０（６） ．
［４］蔡永莲．在地国际化：后疫情时代一个亟待深化的研究领域

［Ｊ］ ．教育发展研究，２０２１（３） ．
［５］张伟，刘宝存．在地国际化：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走向

［Ｊ］ ．大学教育科学，２０１７（３） ．
［６］冯建军．重构后疫情时代的教育新常态［Ｎ］ ．光明日报，２０２０

－０７－２８（１３） ．
［７］ＤＥＬＯＲＳ．Ｊ．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ｈｅ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 Ｗｉｔｈｉｎ．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 ＵＮＥＳＣＯ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
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 Ｊａｈｒｂｕｃｈ Ｄｅｒ Ｅｒｗａｃｈｓｅｎｅｎｂｉｌ⁃
ｄｕｎｇ，１９９６（２４） ．

［８］钟周，张传杰．立足本地、参与全球：全球胜任力美国国家教

育战略探析［Ｊ］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２０１８（２） ．
［９］徐辉，陈琴．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胜任力教育的价值

取向与实践路径［Ｊ］ ．比较教育研究，２０２０（７） ．
［１０］魏锐，刘坚，白新文，等．“２１ 世纪核心素养 ５Ｃ 模型”研究

设计［Ｊ］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２０２０（２） ．
［１１］ 费 孝 通． 文 化 与 文 化 自 觉 ［Ｍ］ ． 北 京： 群 言 出 版 社，

２０１２：２６３．
［１２］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５Ｃ：面向未来的核心

素养———《２１ 世纪核心素养 ５Ｃ 模型研究报告（中文版）》
发布［Ｎ］ ．中国教师报，２０１８－０４－１１（６） ．

［１３］马利红，魏锐，刘坚，等．审辨思维：２１ 世纪核心素养 ５Ｃ 模

型之二［Ｊ］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２０２０（２） ．
［１４］康翠萍，徐冠兴，魏锐，等．沟通素养：２１ 世纪核心素养 ５Ｃ 模

型之四［Ｊ］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２０２０（２） ．

作者简介：徐超男（１９８５—），女，汉族，江苏常州人，
西交利物浦大学语言学院学术英语课程

（ＥＡＰ）教师，应用语言学（ＴＥＦＬ）硕士，
讲师，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国际教育。

（责任编辑：董惠安）

—３０１—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下半月刊（总第 １６１ 期） 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