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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6 日上午，由中国教育部主办，上海

市教委、上海师范大学和英国文化教育协会、

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承办的中英基础教育

论坛在上海举行。此次论坛以“加强中英合

作提升教育质量”为主题，是中英高级别人文

交流机制第四次会议的配套活动之一。

论坛上，来自中英双方的官员、学者、中

小学校长和教师代表就基础教育问题讨论热

烈。论坛之外，中英校际连线、汉语桥英国中

小 学 校 长 访 华 、中 英 数 学 教 师 交 流 等 活 动

收获颇丰。中英教育合作正迎来前所未有的

“黄金时代”。

从小学到大学，合作更
加多元与深入

“近年来，中英学生双向交流进一步扩大，

顺利实施 5 年万人留学英国计划，2015 年全年

在华学习的英国学生总数为 5887 人，中国在

英留学 8.8 万多人。”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中英

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四次会议上透露。

而据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英国大使馆文

化 教 育 处 介 绍 ，2000 年 开 始 的“ 中 英 校 际 连

线”项目，已经促成了超过 70 对中英区域伙伴

关 系 以 及 超 过 1000 对 中 英 校 际 合 作 伙 伴 关

系；2007 年启动的“汉语桥英国中小学校长访

华”项目，已有超过 500 名英国中小学校长通

过该项目对中国中小学进行深度访问，并发

展校际友好合作关系。

以上海为例，上海与英国教育合作近年

来发展势头良好，目前上海与英国有近 30 个

合作办学项目。在上海与利物浦、大伦敦和

金融城三个友好城市的合作框架下，双方开

展了一系列教育领域内的师生交流、学术论

坛等活动。自 2009 年至今，利物浦市已连续

8 年选派学生参加“上海国际友好城市青少年

夏令营”活动。截至 2015 年底，在上海高校学

习的英籍留学生人数达 1086 人。

“中英数学教师交流活动给我们教育打

开了一扇窗。”在中英基础教育论坛现场，上

海静安区教育局副局长孙忠说。在过去 4 年

里，她所在的区有多所小学参与了中英数学

教师交流活动。

2014 年，英国与上海正式启动中英数学

教师交流项目，作为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

制的一部分，英国和上海分别选拔数学教师，

派至对方学校进行短期数学教学工作，并接

受专业发展培训。这一项目由上海市教育委

员会、上海师范大学、英国国家教学与领导力

学院、英国卓越数学教学中心共同实施。

除了将经验带到英国，
我们的基础教育也在升级

3 年来，中英双方共互派 370 多名数学教

师。就在今年 11 月 7 日，第三批 70 多名英国

小学数学教师来到上海，开展了为期 12 天的

教学交流。他们先在上海师范大学参加一天

专业培训，然后走进 43 所小学数学课堂，现场

听 课 、参 加 备 课 研 讨 以 及 模 拟 数 学 课 堂 工

作坊。

上海教师的示范教学已经在英国中小学

校引起教学变革。根据英国教育部委托谢菲

尔德海兰姆大学对 2014 年交流活动的第三方

评估初步结果，该交流项目是英国教育部最

具创新意义的项目，这份报告将上海的“数学

教学模式”定名为“上海掌握数学模式”，参加

第一轮项目的 48 所基地学校中的多数学校在

上海教师到访后有了不同程度的改革，教师

们说该项目提升了学生对数学的热情，增强

了自信心和数学素养。今年 7 月，英国政府宣

布，未来 4 年中将投入 4100 万英镑，继续开展

这一交流项目，并让英格兰 8000 所中小学参

与学习上海数学教育经验。

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也为上海的中小

学校打开了一扇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窗，拓

展了上海教师对教育改革的视野和思考。

原闸北区实验小学教师谢婧是第一批前

往英国交流的教师团成员，在英国，她每天坚

持写教学日记，在日记中她写道，“在每个孩

子身上我都可以看到鲜明的个性，这源于学

校和教师对他们的包容和尊重，关注和等待

着这些孩子用自己的方式成长。”“两种文化，

两种品茶方式，两种对教育的理解，两种对孩

子的期待，品茗英伦这杯茶，更激发起强烈的

交流意愿，取长补短、互通共融，促使中英教

育有着新的进步和发展。”

“我们基础教育也在不断变革。”上海师

范大学教授张民选说，“从今年 9 月起，上海小

学中高年级语、数、外不再进行分数评价，全

面实行‘等第制’，就是为了遵循学生身心发

展规律和教育规律，回归育人本源。”

交 流 让 双 方 更 清 楚 地
认识自己，带来更多机会

“中英数学教师的深入交流，对于促进中

英两国中小学数学教师的专业发展、提升两

国 教 育 国 际 交 流 层 次 都 具 有 重 要 的 推 动 作

用。”张民选认为，“这样的交流未来还可以在

基础教育其他领域广泛开展。”

“这不仅是教育领域的合作，更是民众之

间的合作，双方在教育政策上的交流和实际

教育过程中的创新将带来更多发展机会。”英

国教育大臣贾斯蒂·格里宁说。她表示，未来

的交流合作可以拓宽到更广领域、更高层次，

比如高校之间的合作。

就在中英基础教育论坛召开的前一天，

格里宁访问了上海市洋泾菊园实验学校和东

华大学，考察上海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在

东华大学，格里宁参观了服装创意专业学生

作品展，并为东华爱丁堡创意中心揭牌。今

年 9 月，东华大学与爱丁堡大学签署了关于合

作建立创意产业研究中心的合作备忘录，融

合 两 校 服 装 设 计 及 创 意 产 业 研 究 方 面 的 优

势 ，开 展 以 需 求 与 任 务 为 导 向 的 时 尚 科 创

研究。

如格里宁所期盼，中英双方在高等教育

领 域 的 合 作 正 逐 步 深 入 。 12 月 6 日 ，中 英 高

级别人才交流机制大会举行的当天，由清华

大学、复旦大学、英联邦大学联盟共同主办的

“ 中 英 大 学 人 文 对 话 ”论 坛 也 在 上 海 成 功 举

办；“中英高等教育人文联盟”倡议启动仪式

同期举行；复旦大学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签

署合作协议，建立两校战略伙伴关系，共建复

旦 伦 敦 政 经 全 球 公 共 政 策 学 院 ，并 计 划 于

2017 年正式启动实质性办学。

“从更多层次、更广泛的交流中，我们能

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优势，也了解到自身的

不足。”张民选说，“比如我们在教育领域对信

息通讯技术应用比较低，我们数学教学中统

计学部分存在相当大的缺失，我们也在不断

反思，我们的教育中比较关注知识的学习和

掌握，却没能很好地应用和创新，在某些方面

与现实生活脱节。所有这些变革都是一个长

期过程，通过开放交流逐渐完善。”

英国学生提升了学习热情，中国老师更加尊重孩子自己的成长方式

交流，原来可以改变这么多
本报记者 郝 洪

英国教育代表团在上海建平中学西校与学生交流。

徐网林摄（资料图片）

■新语R
在国内，关于高校改革的话题总会

引发关注。近期北大传出要取消院系行

政级别的消息，引发媒体热议。此前清

华也不断释放改革消息，高校综合改革

的话题持续发酵。

关 于 改 革 ，不 同 的 人 有 不 同 的 解

读。作为经济学者，我习惯于用经济学

视角、分析方法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

经验，来思考大学改革。

经过 30 多年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发

展步入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阶段。

与之对应，中国高等教育在迅速发展成

为世界最大规模后，关注点转向提高教

育质量，特别是从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

转向更加注重培育创造性人才，以适应

创新驱动发展。

大致上，我把教育问题概括成两个

维度：“人”与“才”。人们习惯把“人才”

看作一个词，这就会导致一种倾向：培养

“人才”，就是重育“才”、轻育“人”。区分

好“人”与“才”两个维度，并进一步强调

育“人”重于育“才”，有利于把握大学改

革的方向。

统计学中的“均值”和“方差”两个度

量，用来刻画中国教育中的成绩与不足

非常合适。据我观察，在育“才”上，我们

的均值高、方差小，即平均水平不低，但

杰出人才不多；在育“人”上，正好相反，

均值低、方差大，即整体素质还不够高，

且一些人素质较差。这种状况显然不利

于创新驱动，也与中国在世界文明中应

有的地位不相称。

大学的改革应当达到两个目标：既

要培养每一位学生成为有良好素养的现

代文明人，又要创造一种环境使得杰出

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实现前者就要在育“人

人

人

才

能

够

脱

颖

而

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