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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野下的高质量教育体系:
内涵、挑战及建设路径

刘宝存近照

刘宝存，张金明
( 北京师范大学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北京 100875)

摘 要:高质量教育体系是面向全体人民，兼顾公平与质量原则，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力
与才能的教育体系。虽然国际社会在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仍
然面临诸多挑战，如教育包容性不足，教育不公平依然严峻;教育衔接存在壁垒，终身学习
深陷困境;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需求脱节等。从国际社会角度看，世界各国主要通过建
立上下衔接、左右互通、全纳、面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和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等途径构建
高质量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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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教育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征程中的必由之路，而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是建设
教育强国的奠基工程，有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高质量教育需求［1］。面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
的新征程，我国政府意识到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紧迫性和必要性。2021 年 3 月，第十三届全国人

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 下文简称《纲要》) ，提出要“把提升国民素质放在突出重要位置，构建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和全方位全
周期的健康体系”，“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人的全面发展能力”［2］，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已经成为我国
“十四五”乃至更长一个时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旋律。本文拟从国际比较的视野探究高质量教育

体系的内涵、面临挑战与建设路径，以期对我国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有所裨益。

一、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内涵

厘清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内涵是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基础。从语法的角度看，高质量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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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偏正短语，“高质量”修饰“教育体系”。顾明远主编的《教育大辞典》清晰指出了教育体系的

含义，认为教育体系即教育系统，是“为达到一定教育目的，实现一定教育、教学功能的教育组织形式

整体”［3］。那么，辨析高质量教育体系内涵的关键在于理解高质量的含义。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福建视察讲话时指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含义，即“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就是高质量发展”。目前，学

术界对高质量教育体系并没有准确的定义。高质量教育体系作为政策话语首次出现在《纲要》中，这

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本土话语。在我国，高质量教育经常被直接翻译为英语 high－quality educa-

tion，而实际上 quality本身就有优质的意思，quality education 因此也可以译为优质教育或高质量教

育。但从国际上来看，常用卓越( excellent) 教育一词来表示高质量的教育。英美发达国家对于卓越

教育及体系的研究相对较早，已经发布了较多政策文本及研究报告，可以为厘清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内

涵提供启示。

卓越教育( excellence in education) 一词首次出现在美国的政府报告中，里根政府于 1983 年发布

的《国家处于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A Nation at Ｒisk: 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 Ｒeform) 报告

指出，卓越教育应该兼顾公平与卓越的原则，能够保障和支持每一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所谓卓

越教育，一方面是指学校教育制定高标准，并尽力协助学生完成高质量学习任务;另一方面是设定高

标准的教育体系以便培养的人才能够应对风云变幻的世界所带来的挑战［4］。2001 年，布什政府颁布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旨在确保所有接受中等教育的学习者都能够接受

高质量教育。依据法案目的，所谓高质量教育是指中学生学业收获至少达到所在州的学业成就标准

及学术评估的熟练程度。2015 年，奥巴马政府出台的《每一个学生成功法》( 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 明确提出“让所有中学生接受高质量教育”，从法律层面上保障中学生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权利。

2018 年，美国政府发布《2019—2023 财年国际基础教育战略》( Strategy on International Basic Education

for Fiscal Years 2019—2023) ，其目标是建立一个所有人都能够获得所需教育和技能的教育体系，提高

学生学业成就，增加所有人接受优质基础教育的机会［5］。

英国对卓越教育的追求体现在基础教育、继续教育等不同的教育阶段，依据不同学生年龄阶段提

出具体的教育目标及措施。英国新工党执政后于 1997 年发布《追求卓越的学校教育》( Excellence in

Schools) 白皮书指出，英国教育存在的问题在于很多人没有充分发挥自身潜力，仅有 60%的 11 岁儿

童达到了该年龄预期的数学和英语学业标准［6］。卓越的学校教育应当是惠及大多数人、满足家长所

期望的高质量学校教育。2009 年，英国儿童、学校与家庭部 ( Department for Children，Schools and

Families) 发布《你的孩子，你的学校，我们的未来: 建设 21 世纪学校教育制度》( Your Child，Your

Schools，Our Future: Building a 21st Century Schools System) 白皮书，从纪律安全、课程设置、支持学

习、文体活动等方面设置学生在校学习标准［7］，为英国建设世界一流的学校教育体系描绘了蓝图。

尽管英国基础教育在过去五年取得了明显进步，但是到 2015 年仍然有 20%的小学生在阅读、写作和

数学方面学业成就低于预期最低学业标准。为解决落后地区教育发展缓慢的问题，英国教育部( De-

partment for Education，简称 DfE) 于 2016 年发布《教育部战略 2015—2020 年:世界一流教育和关怀》

( DfE Strategy 2015—2020: World－class Education and Care) ，着重提出要追求卓越教育，确保每一位

儿童都能获得高质量的服务［8］。

除英美教育发达国家卓越教育发展经验外，国际组织在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时针对不同国家、不同

教育阶段也提出了高质量教育发展的主张。UNESCO 于 2015 年发布《2030 教育仁川宣言》，指出未

来 15 年教育发展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包容、公平的优质教育，促进全民享有终身学习机会”［9］。

UNESCO随后发布的《2030 教育行动框架》延续了《2030 教育仁川宣言》的首要目标，描绘了未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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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教育发展的蓝图。OECD通过组织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 、教师教学国际调查项目( TALIS) 等

大规模调查为各个国家教育质量发展提供数据资料参考。经合组织基于 TALIS 的调查结果，在 2020

年发布《建立高素质早期幼儿教育和护理队伍》( Building a High－Quality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Workforce) 报告指出，早期幼儿教育和护理队伍的质量是影响幼儿教育的关键因素，呼吁各

个国家制定合理有效的教育政策培养高素质幼儿教师［10］。

综上所述，虽然不同国家、国际组织对高质量教育表述不尽一致，但无论是卓越教育还是高质量

教育，其内涵都是一致的，都是指面向全体人民、兼顾公平与质量的教育。因此，所谓高质量教育体

系，也就是面向全体人民，兼顾公平与质量原则，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力与才能的教育体系。

二、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面临的挑战

虽然世界各国以及国际组织都致力于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并且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是由于人

们思想认识的局限性、教育发展的惯性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等因素的掣肘，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仍然面

临诸多挑战。

(一)教育包容性不足，教育不公平依然严峻
自 1994 年《萨拉曼卡宣言》发布已经过去 20 多年，全纳教育一直是国际社会教育发展与研究的

重要议题。虽然《萨拉曼卡宣言》明确提出各国政府将全纳性教育原则作为制定法律或政策的根据，

发展示范性项目，加强教师培训，呼吁国际组织携起手来为特殊需要教育提供更有效的支持，保障每

一位儿童都能够接受教育［11］，然而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对于如何实施全纳教育的认识差异很大。因

此，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完全接受全纳教育理念。据统计，全球仅有 68%的国家在自己的教育政策中

明确提出全纳教育理念。在提出全纳教育理念的国家中，仅有 57%的国家提到边缘化弱势群体，仅

有 10%的国家为实现全纳教育提供了法律法规制度保障［12］。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以 UNESCO为主体所倡导的全纳教育理念更多地被发达国家所接受，并

体现在其教育改革实践中。即使是在发达国家，全纳教育的推进也并非一帆风顺。比如，英国在普通

教育学校推行全纳教育的做法引起了较大争议。有研究表明，特殊需要儿童在普通学校中更容易遭

受校园欺凌，特殊需要儿童在普通学校学习时过度依赖助教导致自身独立性和主动性不足，降低了普

通学校整体教育质量［13］。此外，国家课程的统一实施加剧了特殊需要儿童学习困难的程度，教师面

临平衡特殊需要学生与普通学生学习需求的问题，导致教师工作压力大且负担过重［14］。澳大利亚一

项以小学教师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表明，实施包容性教育的主要障碍在于普通教育班级规模过大、缺乏

合适的教学资源以及教师缺乏与包容性教学方法相关的专业培训［15］。

由于教育发展受经济条件的限制，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实施全纳教育面临更为复杂的矛

盾。首先，教育入学机会不平等。以基础教育为例，全球范围内失学现象严重，尤其是低收入国家适

龄儿童长期面临失学困境。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 2018 年全球接受学前教育儿童比例为 69%，而塞

内加尔接受学前教育儿童比例仅为 16% ;全球约有 2． 5 亿青少年儿童面临失学问题，低收入国家儿

童失学比例为 47%，撒哈拉以南非洲儿童失学数量自 1990 年以来几乎没有下降［12］。其次，教育过程

中性别差异情况也是衡量教育公平程度的标尺。性别差异越小意味着教育公平程度越高。进入 21

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教育在总体水平上基本实现了男女性别均等。然而，各个国家之间性别均等情

况差异较大，低收入国家的教育性别均等程度是最低的。再次，国家层面学生学业表现差异大。2018

年，全球有 56%的小学年龄儿童不具备基本阅读技能，撒哈拉以南非洲该比例高达 87%，而欧洲和北

美洲比例仅有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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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衔接存在壁垒，终身学习深陷困境
构建终身学习体系的制度基础在于实现各级各类教育系统之间的衔接，打破教育子系统之间的

壁垒。部分发达国家通过建立国家资格框架、设置学分银行等方式来建立终身学习体系。实际上，大

多数国家终身学习体系建设仅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主要实践是实现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阶段的衔

接，其实践活动也暴露了教育衔接存在等级标准模糊、融通机制断裂与要素组成不明等问题。

第一，等级标准模糊，运行规则多样化。由于教育衔接涉及整个教育系统的发展，这种标准及规

则的模糊性与多样化一方面会导致学习者学习过程中知识体系与能力培养的混乱，另一方面会导致

系统内部教育评估标准难以确定，进而影响教育质量。例如，丹麦的国家资格框架 1～ 5 级中采用

“最适合原则( the best fit) ”评估和审核学习者的学习成果，即学习者必须以最佳的成绩达到其知识、

技能及能力考核要求; 6～ 8 级则采用“完全适合原则( the full fit) ”，即学生学习成果必须完全匹配其

申请高等教育学位的要求［16］。这种评估原则不一致的情况会导致第五级和第六级衔接出现裂缝。

因此，学习质量评估体系标准不唯一，会影响整个教育体系发展的连续性和一致性。

第二，国家资格框架未涵盖所有的教育子系统，无法实现教育子系统一对一衔接。虽然欧洲大多

数国家的资格框架涵盖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学习者接受正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会获得相应的正

式学习证书和职业教育资格证书。但是，仍然有部分教育未被纳入国家资格框架。例如，德国部分正

规普通教育资格证书尚未列入国家资格框架［17］。丹麦于 2012—2013 年提出要合理规范非正规教育

体系颁发资格证书，但是部分私营教育体系颁发的资格证书仍然未被纳入国家资格框架［18］。

第三，终身学习体系构建存在割裂终身学习属性现象，增加了各级各类教育之间衔接的难度。很

多国家以学生学业表现和能力发展状况为基础严格划分教育等级标准，以此保障终身学习的质量。

但是，严格的等级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终身学习的连续性。此外，有些国家为加快推进终身学习

体系建设而粗暴地简化终身教育的含义，例如韩国颁布的《终身教育法》就以立法形式直接将学校教

育排除在终身教育范围之外。

(三)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需求脱节
美国学者菲利普·库姆斯( Philip Coombs) 于 1968 年就指出教育与就业之间不协调、不平衡现象

日益严重。20 世纪 80 年代，他预测在今后的 20 年大部分国家教育领域与职业领域之间发展会更加

不平衡［19］。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的供需矛盾仍然十分突出。

一方面，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劳动力市场对人才培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高等院校人

才培养结构及质量与新时代社会发展需求存在脱节现象。经合组织发布的《教育概览 2019》( Educa-

tion at a Glance 2019) 报告指出，后工业时代对工程技术、信息网络技术人才需求旺盛，在攻读学士学

位的新生中，不足 15%的学生学习工程制造和建筑专业，低于 5%的学生学习信息和通信技术［20］。

另一方面，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规模急速扩张，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

1993 年的 14%增至 2019 年的 38%［21］。这意味着大量高校毕业生涌入劳动力市场，而劳动力市场提

供相应工作岗位的数量与高校毕业生数量差距越来越大，出现就业竞争激烈、就业压力大的局面。这

并非简单的供需匹配问题，而是毕业生与雇主都陷入了困境，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雇主招聘不

到所需的人才。

三、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建设路径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世界性的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就是发展更有质量、更加公平的教育，着力打

造高质量教育体系。为了打造高质量教育体系，发达国家对其教育体系进行了改革，UNESCO等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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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也发布了一系列研究报告推动各国的教育改革。结合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育改革措施和建

议，我们可以看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建设路径。

(一)树立终身教育理念，建立终身学习体系
被誉为“终身教育之父”的法国学者保罗·朗格朗( Paul Lengrand) 意识到，既不包括学前教育阶

段也不包括毕业后成人教育阶段的传统学校教育体系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他在 1965 年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成人教育会议上提出了终身教育的理念。所谓终身教育，“包括教育的一切

方面。从纵向上讲，终身教育包括一个人从生到死的各个阶段的教育;从横向上讲，终身教育包括教

育的各种形式、各个方面和各项内容”［22］。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是终身学

习理念的积极倡导者，通过发布《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学习:财富蕴藏在其中》《拥抱

终身学习文化》和《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等一系列报告，呼吁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在制定教育政策时把终身教育作为指导思想。学习者自觉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和机会自主学

习，构建学习型社会，实现了由强调政府和社会为每个人提供接受教育机会的终身教育向强调个人责

任的终身学习的转变，实现了由保障承认学习权转向寻求共同利益的转变［23］。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各国重新审视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致力于构建终身学习

体系、打造学习型社会。法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终身教育立法活动的国家，通过《职业继续教育组织

法》《终身职业培训及社会对话法》《终身职业培训及指导法》《职业培训、就业和社会民主法》和《自

由选择其职业未来法》等终身教育法律，逐步确立了企业负担员工培训费用制度和就业咨询机制，建

立了个人培训账户制度。德国则主要通过搭建终身学习框架推动终身学习体系和学习化社会建设。

《德国终身学习资格框架》构建了“以能力为核心的学习成果描述资格的等级标准”，建立了不同教育

阶段、不同类别教育之间的学分转换体系，从而实现了劳动者与受教育者身份之间的自由切换，促进

了终身学习的发展［24］。韩国通过建立学分银行制度，赋予大学终身教育中心授予学分的权力，统筹

管理课程标准和授课内容，实现了正规与非正规教育的链接，构建起新型终身学习体系。

(二)建立全纳教育体系，满足所有人的发展需要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的全纳教育( inclusive education) 思潮对当代教育体系的改革产生了重要的

影响。1990 年，UNESCO等国际组织在泰国宗滴恩召开了世界全民教育大会，并发表了《世界全民教

育宣言:满足基本学习需要》，重申教育是一项基本人权，教育必须向人人开放，满足所有人的基本学

习需求。1994 年，UNESCO在西班牙萨拉曼卡召开了世界特殊需求教育大会，并发表了《萨拉曼卡宣

言》，重申 1947 年《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的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特性、兴

趣、能力和学习需要，学校要接纳所有儿童，并满足他们的特殊需要［25］。UNESCO在《萨拉曼卡宣言》

中呼吁各国政府“给予非常的政策和预算优先权以改进教育系统，使教育系统能包容所有儿童而不

论个人的差异或个人的困难;采纳全纳性教育原则作为法律或政策的根据，让所有儿童都能到普通学

校学习，除非不得已的原因而例外”; “对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和成人的教育计划、管理和评估建立

分权性的参与机制”［11］。

在 UNESCO的倡导下，世界各国根据建构全纳社会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通过颁布法令和

教育改革计划致力于为所有人提供均等的教育机会，满足所有人的不同学习需要，提供优质、多样化

和个性化的教育，尤其是为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社会资助与支持。例如，英国政府于 2010 年发布
《2010—2015 政府政策:特殊教育需要和残疾》( 2010 to 2015 Government Policy: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and Disability) 报告，旨在掌握残疾青少年和儿童的受教育与生活需求，保障残疾青少年和儿童

继续受教育的机会，并帮助 16～ 24 岁年龄阶段的重度残障人士寻找实习工作［26］。随后，英国政府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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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打开大门，破除壁垒:社会阶层流动策略》( Opening Doors，Breaking Barriers: A Strategy for So-

cial Mobility) 报告，提出扩大免费早期教育名额、实施 10 亿英镑额度的青年合同项目以支持经济贫困

的青年学生接受教育［27］。美国的《2000 年目标: 美国教育法》( Goals 2000: Educate America Act) 指

出，要保障所有儿童享有接受高质量学前教育的机会，逐步消除少数族裔与非少数族裔学生的高中毕

业率差距，确保所有学生都能够获得优异的学习成果［28］。法国议会于 2013 年出台《重建共和国学校

的方向与规划法》，其目标是建立包容、高质量、公平的学校，核心措施之一是建设数字化学校，辅导

学生使用数字化学习手段学习，指导教师利用丰富的信息资源开展数字化教学。该法案为学业及就

业困难学生设立名为“我的第二次机遇”的网站开展培训服务活动，还为残障学生设立专门的就业指

导网站［29］。2015 年法国政府推出“数字化校园”战略，确保贫困学生、残障学生等弱势群体受教育机

会，同时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新加坡在实行双语政策过程中贯彻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为不同

家庭背景及学习水平的学生提供合适的课程，并采用单元教学法适时调整教学进度，赋予学生更大的

学习自主权，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三)建立上下衔接、左右互通的教育体系
为了建构终身学习体系，满足不同人的不同学习需要，世界各国在建构现代教育体系时注重建立

上下衔接、左右互通的教育体系。从纵向上来看，现代教育体系通常由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

育、高等教育四个阶段组成，各级教育相互衔接，前一级教育是后一级教育的基础，后一级教育是前一

级教育的自然延伸。学制衔接实质上是课程间的衔接。为了促进不同等级教育之间的相互衔接和有

效沟通，许多国家对不同等级教育的课程标准、教育内容、教育目标等方面进行了统一规范，其目的在

于使不同学历、文凭或证书等具有大体相同的价值。同时，为了适应个体的广泛差异性，为儿童期与

青年期之间的年龄层学生的特殊需要提供合适的教育计划，美国、英国等国家还建立了中间学校，旨

在更好地解决学制的衔接问题。从横向上来看，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相互沟通与渗透，正规

教育与非正规教育相互补充，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紧密结合，相辅相成。为了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

体系，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沟通，许多国家在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教育培训之间搭建转

换阶梯。如美国 1990 年通过的《帕金斯教育与应用科技教育补习法案》，打通了中等与高等职业教

育间的通道，法案中所确定的技术教育准备课程，加强了中等与高等职业教育间的合作。同时，现代

教育体系中教育对象已从青少年儿童扩展到中老年，教育形式从学历教育扩展到灵活多样的职前或

职后、全日或业余的培训教育，如许多高等院校对成人开放，举办成人业余教育、远距离教育、业余大

学、“无墙大学”、开放大学、虚拟大学等。

为了更好地打通各级各类教育、学校教育与非学校教育、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之间的壁垒，并

且促进国际学位学历互认，许多区域和国家建立了学历资格框架。例如，2008 年欧洲理事会正式出

台《欧洲资格框架》( European Qualification Framework，EQF) ，形成了横向上知识、能力、技能层级因

素与纵向上基础教育至博士或同等学历教育层级因素相互贯通的资格体系。2017 年，欧洲理事会再

次修订了《欧洲资格框架》，横向层级因素变更为知识、技能、责任与自主性［30］。总的来讲，《欧洲资

格框架》对所有学生学习成果进行了有效鉴定，以学生学习成果为标准搭建了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

育的资格桥梁，打破了各级各类教育制度分裂的状态。很多欧洲国家以《欧洲资格框架》为蓝本，结

合自身国家教育体系特点，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资格框架。再如，澳大利亚学历资格框架( Austral-

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简称 AQF) 清晰地描述了不同学历层次和不同类型教育应该达到的学生

学业学习标准［31］，在表现不同学历层次学业成就差异的同时也保持了教育体系发展的连续性。在统

一教育培养目标与教育内容的前提下，受教育者只要达到学历资格对应的学业标准要求，就可以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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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教育体系内根据自身能力与发展需求更换专业与教育类型，这就解决了不同教育子系统之间的割

裂问题，使得整个教育体系左右互通、上下衔接。区域或国家资格框架促进了教育体系内部的上下衔

接与左右互通，资格框架以有效的学生学习成果评定标准为基础，设立不同教育阶段及不同教育层次

应该达到的学生学业标准，只要学生的学业成果达到某一层级学业标准要求，就可以在整个教育体系

内自由转换。

(四)建立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质量是教育发展的生命线，教育质量保障和监督体系建设是提升教育质量的重要法宝。国际上

关于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探索主要集中于高等教育阶段的质量保障体系，通常分为内部质量保障体

系与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学校内部与外部分别制定教育质量标准与评估方法，执行教育评估手续，公

布教育质量评估结果，以达到监督和保障教育质量的目的。

以欧盟为主导的欧洲国家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积攒了丰富的经验。1999

年欧洲 19 国教育部长签署的《博洛尼亚宣言》宣布于 2010 年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重要任务是保障

博洛尼亚进程参与国的高等教育质量，从而为欧洲高等教育区内部学分互认与学生流动奠定良好的

基础。欧盟层面主管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机构主要有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协会、欧洲高等教育机

构协会、欧洲大学协会及欧洲学生联盟。外部质量保障体系按照相应的标准和指南以学科、专业、大

学、主题为对象开展评估活动，按照学校内部自评、外部专家审查及访问、公布评估结果、后续反馈步

骤进行评估［32］。内部质量保障体系主要包括学校信息系统建设、教学质量保障，主要是了解学生基

本情况、毕业率与就业率、学校专业和课程内容、学生学习成效等。

虽然欧盟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为欧洲各个国家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奠定了基础，但是

每个国家由于自身国情不同，其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也各有特点。英德两国外部高等教育质量保

障体系都引入了大学排名的因素，如《泰晤士报》( The Times) 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德国高等教育

发展中心( CHE) 大学排名，相对客观的大学排名可以帮助大学在比较中寻找自身发展不足，进而提

升高等教育质量。此外，英国为监督高等院校教育质量，于 2004 年启动全国范围教学质量信息与学

生民意调查，集中收集学生学业成果、学生就业情况及学生针对学校课程内容、考核方式、组织管理等

的意见与建议，使得公众能够清晰了解各所学校教育质量情况，从而监督学校教育质量。

四、结 语

2010 年 7 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明确指出“优先发

展教育，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33］。经过

十多年的奋斗，我国教育体系建设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教育规模居世界首位，教育质量得到显著

提升，教育普及水平已至世界中上水平。伴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党中央对教育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要“大力推进教育理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治理现代化，着力

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34］。为了适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十四五”规划更是明确提出

了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要求。高质量教育的内涵是保障每个人接受公平与卓越教育的权利。与国

际社会相一致，我国的高质量教育体系就是面向全体人民，兼顾公平与质量原则，充分发挥每个人的

潜力与才能的教育体系。我国可以借鉴国际社会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做法，树立终身学习与全纳

教育理念，构建上下衔接、左右互通的终身学习体系，不断完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同时，还要注意国

际社会在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方面出现的问题和挑战，稳妥推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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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Connotation，Challenges and Construction Path

LIU Baocun，ZHANG Jinming
(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is an education system that are faced with all the peopl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fairness and quality to make full use of everyone’s potential and talent． Although the inter-
national community has made positive progres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it still
faces many challenges，such as the lack of educational inclusiveness，severe inequality in education，
barriers in the connection of education，disjunction between talent training and labor market demand．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ainly build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s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cohesive， interconnected， inclusive， lifelong learning
oriented education system and 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Key words: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inclusive education; education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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