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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届会议 
巴黎，2015 年 

 

临时议程项目 4.5 

青年论坛的结论 

2015 年 10 月 26 日至 28 日，来自 159 个会员国的大约 500 名青年男

女共聚一堂，参加题为“推动可持续发展，塑造全球公民”的教科文组织第

九届青年论坛，讨论与环境变化和最近通过的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

关的专题。在为期三天的论坛上，青年与会者畅想未来，并确认了下文所

列建议采取的全球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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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动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塑造青年全球公民 

1.1 权利、自由和责任 

 我们借由创新式教育，每天都面对人权问题——学习尊重、享受和践行权利。通

过利用我们的同侪经验实施教育，通过相互分担责任和改善彼此的生活，我们能

够践行自己的权利。 

(a) 利用创新方法，制订一个可适应各种背景的全球公民教育计划/工具包，在各级实

施，确保人人享有人权。这一计划必须： 

· 促进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对所有人的包容性和消除歧视； 

· 包含从多种角度发出的声音，包括传统和土著文化的呼声； 

(b) 协调一个组织网络，通过指教和辅导，增进即将入学和在校青年男女的权能。教

师培训和满足具体情况下的需求至关重要； 

(c) 保障面向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伙伴关系、网络建设及为其提供的充分支持，确保

它们成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d) 强调扩大当地实体和联合国机构之间的合作，为来自目标社区的当地经济和社会

行为者赋权，使之成为变革的促进者； 

(e) 大幅增加教育部门的资源分配额度并改善分配方式，完成可持续发展目标 4：确

保包容性和公平的优质教育，促进全民享有终身学习机会。确保所有边缘化群体

都获得安全的学习机会，包括所有性别认同者，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群

体，移民以及土著人民。 

1.2 多样性，身份认同 

 通过交流计划和体育活动，增加难民和青年组织之间的跨文化交流。 

 培训当地青年组织成员，使之成为同侪培训员，培训各自社区内的同侪。 

(a) 通过交流计划和体育活动，增加难民和青年组织之间的跨文化交流； 

(b) 增进文化、性别和种族多样性，包括打破性别方面的成见： 

· 借助在线应用软件，举办每周一次的全球节庆，帮助青年建立联系和分享知

识 

· 建立全球青年平台，在全世界进行项目交流 

· 在学校内举办一年两次的文化周，分享教科文组织公开发行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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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建立一个全球青年环境组织，其重点是： 

· 一个人人可以访问的虚拟全球大学，鼓励进行反思和寻求解决方案，以保护

环境和改善环境决策 

· 一个全球村，由守护者保障它的环境安全 

· 试行关于环境的计划 

· 分享好消息的国际媒介 

· 教育后代，使他们善待环境； 

(d) 建立一个青年远见知识实验室论坛，从设立了教科文组织总部外办事处的国家开

始，在全世界布局： 

· 培训当地青年组织成员，使之成为同侪培训员，然后培训他们社区内的同侪 

· 举行远见活动，增进青年男女的权能，包括偏远社区的青年男女，使之能够

进行批判性思考，以一种不同方式放眼未来，借此能够对当下实施有意义的

变革 

· 制订架构和进程，确保对教科文组织青年论坛的建议采取后续行动。 

1.3 学习、个人发展和可持续性 

 有益于生活的教育和经验。 

 从社会中学到的知识而不是强加的知识。 

(a) 有益于生活的教育和经验： 

· 目的是增进社会中青年男女的权能，提高他们的受重视程度，开阔他们的视

野，关键是推广一种强制实施的全球公民服务，使青年基于总体利益，参与

满足社会需求的活动，为社会做出贡献； 

· 这种服务还应当为青年男女提供机会，使之跳出常规课程和个人视角的桎梏

进行思考，从跨文化和跨社会的视角，更好地观照生活及其利益攸关方，例

如，在全国课程中推行公民服务； 

(b) 学校不只是一个组织机构： 

· 应当将学校视为一个社会，而不仅是一个组织机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从正

规教育模式转向一种新模式，承认学生不仅是分立的个体，也是社会成员； 

· 因此，必须将学校建成有利于促进个人发展和培养社会技能（例如人际交 

流、批判性和创新性思维以及辩论能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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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必须成为允许青年人尝试、失败、学习、再尝试并取得成功的机构，一

个可以通过经验进行学习的安全之地，一个能够鼓励我们进行探索和突破限

制的地方； 

(c) 从社会中学到的知识而不是强加的知识 

· 在我们当前的小学和中学教育模式中，国家教育当局和教师单方面制订课程

表，不允许学生更进一步，探索其他知识来源，因而扼杀了创造力和批判性

思维能力； 

· 我们建议利用众包信息和对常规的批判性思考，培养文化理解力，具体做法

是建立一个平台，学生借此可以获得关于历史事件和社会常规的不同信息，

引导他们提出质疑，进行研究。这将使教育具有包容性和非歧视性，使通常

无法被听到的各种声音能够被顾及； 

· 这项战略也将增进学生对多样性和跨文化丰富性的开放态度，有助于他们理

解我们所处世界的复杂性，促进和平； 

(d) 缩小成年人与青年人之间的差距 

· 提高对职业培训的认可度。实践经验是影响青年职业和个人生活前途的关键

因素。 

2. 推动可持续发展，塑造全球公民 

2.1 知识、认识和媒体 

 我们吁请教科文组织建立洲际社会创新孵化器，催生具有赋权知识、技能和经验

的社会初创者，从而培养在各大洲青年男女之间牵线搭桥的能力。 

(a) 承认气候是一项共存的文化遗产，认识到要保存当地知识和文化，就需要减缓气

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并作出改变。此外，保护文化和促进当地社区之间的知识

共享，将增进他们采取富有效力和效率的行动的能力； 

(b) 建立洲际社会创新孵化器，催生具有赋权知识、技能和经验的社会初创者，从而

培养在各大洲青年男女之间培养牵线搭桥能力； 

(c) 作为自信能够催生可持续变革的青年人，我们致力于： 

· 促进积极的全球公民意识：采取并倡导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通过参与

实施和监测各项目标，更好地理解最近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问题，为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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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地教育系统中采用新的方式创造知识，增强社会和情感智能，以增进宣

传和决策能力。 

2.2. 地方实践、生物多样性和防治自然灾害 

 我们建议创建一个网上社区，使政府、国际组织和地方组织能够和全球社区共享

信息、成功经历和数据。 

 鼓励当地社区认识到生物多样性对于防治自然灾害的重要意义。 

(a) 网上社区将对儿童和青年男女进行关于远见卓识的教育，使他们能够具有创造 

力，并认识到即将出现的可能性，目的是鼓励他们保护生物多样性，准备适应未

来的灾害，并保存知识和实践，做法如下：  

· 开展关于生物多样性重要意义的教育，它反过来可以预防全球灾害 

· 监测我们的行动可能影响生物多样性的风险； 

(b) 网上社区将使人们认识到当地实践、生物多样性与减少全球人民和社区面临的灾

害风险之间的联系： 

· 记录包括当地和传统知识在内的历史数据 

· 确保儿童和青年男女能够通过课堂和在线环境教育，对网上社区加以利用 

· 可以通过同侪促进、艺术、诗歌或富于想象力的形式，传递这种认识方式 

· 这种形式的学习，揭示出正规和非正规教育之间的不同之处 

· 这一平台鼓励各个社区、学校和行业制订计划，保护生物多样性和面临自然

灾害的脆弱当地社区； 

(c) 网上社区将使当地社区能够在它们的边界之外分享它们的经验，通过稳定生物多

样性，帮助减少自然灾害： 

· 共享个人和社区经验，预见未来的自然灾害风险 

· 共享灾害 - 风险信息，包括成功实践和令人充满希望的故事； 

(d) 创建一个鼓励和接纳青年男女的平台，促进创新项目中的众包、初创者、助力融

资和其他形式的投资，这些创新项目保护生物多样性，使各个社区为防范灾害风

险做好准备，并鼓励当地社区进行能力建设： 

· 促进合作智能和创造新知识 

· 使青年和大学通过参加生物多样性和防范灾害风险相关研究，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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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次要主题：汇聚青年的能量 

 教科文组织青年论坛将是一个无处不在的日常论坛，将使每一种声音都能得到聆

听。 

 进程应是自下而上的，青年参加者为国际决策者带来当地社区的所有思想。 

(a) 将联合国青年代表计划扩大到教科文组织，积极邀请青年男女参与决策过程： 

· 每一个会员国和准会员国应当有一至三名青年代表参加教科文组织大会之 

前、期间和之后的各次会议 

· 提交青年代表的决议，供教科文组织大会讨论和通过； 

(b) 为小学和中学教育制订关于环境教育、可持续发展以及人权的指导性课程表： 

· 教科文组织各全国委员会应当直接与教育部合作，将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纳入教科书和其他教育资源 

· 协助教育机构进行教师和青年领袖能力建设； 

(c) 教科文组织应当更加包容和为青年人所用： 

· 教科文组织青年论坛应当招揽更多参与者，这些人应当得到教科文组织专家

的帮助 

· 教科文组织各全国委员会应当在教科文组织青年论坛举办之前，召开全国筹

备会议，讨论论坛主题并收集和淬炼思想； 

(d) 由教科文组织创建一个平台和一个移动应用程序，在青年领袖之间建立联系： 

· 教科文组织各全国委员会应当负责创建项目，在境内外形成网络，宣传平台

和它的可及性 

· 应将 TimeScape 融入这个平台，为交流思想和活动提供便利； 

(e) 开发一个污染贷项和借项系统，监管各国制造的废物的最大数量： 

· 将各类废物监管系统与气候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成果相结合，扩

大对污染的理解，使之不限于温室气体。政策应当对每一个会员国和准会员

国制造的废物的最大数额进行监管和审批 

· 青年应当通过易于利用的、从主管机关分权的平台，对他们的国家政策作出

实时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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