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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教育研究院 
 

国际教育研究院（IAE）是一家促进教育研究与其传播和实施的非盈利科学协会。

研究院建立与 1986 年，专注于巩固研究成果、解决全球关键的教育问题并为教育政

策制定者、研究人员与从业人员提供更好的沟通平台。 

研究院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皇家科学文学和艺术学院，其协调中心位于澳大利

亚珀斯的科廷科技大学。 

国际教育研究院的总体目标是在所有教育领域鼓励促进学术卓越。为此，研究院

及时提供具有国际重要性的基于研究的证据汇总，同时对教育研究及其证据基础和政

策应用提出评论。 

研究院成员名单： 

Doug Willms，纽布朗威克大学, 加拿大（主席） 

Barry Fraser，科延科技大学, 澳大利亚 （执行理事）  

Lorin Anderson，南卡罗来纳大学, 美国（主席当选人） 

Maria de Ibarrola，墨西哥国家职业技术学院，墨西哥（前主席） 

Marc Depaepe，天主教鲁汶大学，比利时  

Kadriye Ercikan，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加拿大  

Gustavo Fischman，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美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以下简称国际教育局）于 1925 年建立，起初由

瑞士的一群教育者领导，以私人非政府组织的形式提供教育方面的理论指导并促进相

关的国际合作。1929 年，国际教育局成为了教育领域内的首个跨政府组织。同时，来

自日内瓦大学的心理学系教授 Jean Piaget 被任命为国际教育局主任，并在接下来的

40年内同副主任 Pedro Rosselló一同领导着国际教育局。 

1969 年，国际教育局并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但仍保有知识产出与日常运营两个

方面的独立性。 

国际教育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一类中心之一，在课程设置与相关议题上

具有优势。教育局的使命是加强成员国设计、发展、应用课程的能力，保证这些课程

可以使教育或学习系统具备平等、高质量、与发展相关联、资源高效利用等要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将能力与资源主要集中于支持成员国实施第四个可

持续发展目标，即全民享受的优质教育。当然，只要是能够进一步成就其教育或学习

系统，国际教育局也将倾力支持成员国实现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 

  



关于本系列 
 

本系列始于 2000年，是国际教育研究院与国际教育局的合作项目。目前已出版

34本手册，全部为英文版，并且大部分已被翻译成其他语种。这一系列内容的成功表

明手册可以满足教育界对落地并且基于研究的信息的需求。 

本系列同时也是国际教育局努力搭建全球伙伴关系的成果。全球伙伴关系认可知

识中介的作用，视其为决策者和各类从业者大量获取前沿知识的核心机制。增加获取

相关知识的机会也能使教育从业人员、政策制定者和政府人员了解知识是如何帮助解

决紧迫的国际问题，包括但不限于课程、教学、学习、评估、移民、冲突、就业与公

平发展。 

政府需要确保其教育系统满足核心且不容置疑的使命，即促进学习并最终培养有

效的终身学习者。随着 21世纪加速变化的环境，终身学习成为了适应性、敏捷性和应

对挑战与机遇所需的韧性的关键来源。然而，对于许多国家而言，有效地辅助学习仍

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学习成果仍然很差并且不平等。相当高比例的学习者无法获取终

身学习的必备能力，比如可持续的读写能力、数字素养、批判性思维、沟通能力、解

决问题的能力和其他就业生活需要的能力。教育系统在促进学习方面的失败与令人钦

赞的教育研究的进步共存，这些进步受到不同领域研究的推动，包括学习科学，尤其

是学习的神经科学和科技发展。 

国际教育局的知识中介计划旨在缩小有关学习的科学知识与其在教育政策和实践

中的应用之间的差距。知识中介计划由这样一种信念驱动，即对学习的更深入理解可

以改进关于终身学习的教学、学习、评估和政策。为了对必要的进步进行有效的规划

与指导，政策设定者和从业人员必须对与研究有关的重要对话有所察知。 



国际教育局认可已经取得的进步，但知识中介工作仍任重道远。完成它需要通过

牢固的伙伴关系，以及对过去的经验的延伸与持续的知识分享的共同承诺。 

教育实践手册阐述了国际教育研究院与国际教育局的持续努力，为教育政策制定

者与从业人员提供最新研究信息。便于他们在课程发展、教学、学习和评估方面更好

地做出决策与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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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eaching by Jere Brophy.  
2. Parents and learning by Sam Redding.  
3. Effective educational practices by Herbert J. Walberg and Susan J. Paik.  
4. Improving student achievement in mathematics by Douglas A. Grouws and Kristin 

J. Cebulla.  
5. Tutoring by Keith Topping.  
6. Teaching additional languages by Elliot L. Judd, Lihua Tan, and Herbert J. Walberg.  
7. How children learn by Stella Vosniad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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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Teaching reading by Elizabeth S. Pang, Angaluki Muaka, Elizabeth B. Bernhardt, and 

Michael L. Kamil.  
13. Promoting pre-school language by John Lybolt and Catherine Gottfred.  
14. Teaching speaking, listening, and writing by Trudy Wallace, Winifred E. Stariha, 

and Herbert J. Wal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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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些作品可以从 IEA(http://www.iaoed.org 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

(http://www.ibe.unesco.org/pub-lications.htm)的网站上下载。UNESDOC上也可

查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电子图书馆网站如下：https://unesdoc.unesco.org/.纸

质版可通过国际教育局申请寄送：ibe.info@unesco.org 



27. Task, teaching and learning: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for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students by Lorin W. Anderson and Ana Pešikan.  

28. Guiding principles for learning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y Conrad Hughes and 
Clementina Acedo.  

29. Accountable talk: Instructional dialogue that builds the mind by Lauren B. Resnick, 
Christa S. C. Asterham, and Sherice N. Clarke.  

30. Proportional reasoning by Wim Van Dooren, Xenia Vamvakoussi, and Lieven 
Verschaffel.  

31. Math anxiety by Denes Szűcs and Irene Mammarella.  
32. Philosophy for children by Keith J Topping, Steve Trickey, and Paul Cleghorn. 
33. Teaching students how to learn by Stella Vosniadou, Michael J. Lawson, Helen 

Stephenson, and Erin Bodner. 

  



目录1 
  

介绍  

1. 评估环境如何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导致的需求  

a) 评估学生的幸福感和学习倾向  

b) 评估学生的入学机会和参与度。找出退学的孩子。  

c) 评估教师和教职员工的幸福感和教学准备情况，并提供支持  

d) 评估环境的变化。疫情对社区的影响。贫困与不平等。  

e) 评估教育系统的运行情况  

f) 总结  

2. 在学校或系统层面制定疫情爆发期间进行教学或从疫情中恢复的策略  

a) 承诺支持所有学习者。  

                                                

1 本出版物于 2021 年由国际教育研究院（IAE, Palais des Académies, 1, rue Ducale, 1000 

Brussels, Belgium）与国际教育局 (IBE, P.O. Box 199, 1211 Geneva 20, Switzerland）生

产。本出版物免费并且可以被复制翻译成其他语种。请将部分或全部复制了本文本的出版物副

本发送至国际教育研究院与国际教育局。作者对出版物中所选择与表述的事实和观点负责。这

些观点与事实不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教育局的立场，也与以上机构组织无关。本出版

物中所采用的名称和材料的表述不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对于任何国家、领土、城

市或其主权地区的法律地位或合法性，以及边界或分界线的界定的看法。 



b) 开发一个能够平衡线下学习和远程学习，并允许个性化和差异化的学习提

供平台。  

c) 确定课程的优先顺序。注重能力建设和全人教育。  

d) 加速学习和个性化学习。  

e) 支持学生心理健康和情绪健康。  

f) 评估现有创新的效度。  

g) 整合保障学生的服务（健康、营养）。  

h) 总结  

3. 提升能力  

a) 发展学校的能力。 调整学校工作人员的角色和职责，以便他们以全面的

方式支持学生发展。  

b) 培养教师、学校领导和员工的能力。 教师专业发展。 学习社区。  

c) 在学校和其他组织之间建立伙伴关系  

d) 与家长沟通，培养教养技巧  

e) 建立学校网络  

f) 总结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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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COVID-19 疫情造成了世界各地的学校和教育系统的大震荡，也对教育机会产生

了不利影响。对于许多学生来说，疫情让他们失去了知识、技能和先前掌握的学科内

容。此外，许多学生逐渐脱离学校，一些国家的辍学率也在攀升。这些情况在弱势学

生中尤为明显，加剧了国家内部的教育不平等。同时，于全球而言，南方世界所受到

的类似影响更加显著，这也导致了不同国家之间的教育不平等进一步扩张。这些教育

损失可能会限制个人层面和国家层面的各种机会。 据 Hanushek 和 Woessman 

（2020）估计，疫情造成的习得损耗将导致学生的终生收入减少 3%。 

这些教育损失体现了疫情在健康、经济和社会方面所造成的影响，也体现了疫情

对教育机构的直接影响。在学校之外，疫情有损于学生、家庭、以及感染者的近亲的

身心健康。对全世界数百万人而言，全球经济活动放缓、失业率攀升，在为遏制病毒

传播而实施的全面或部分封锁期间，企业关闭、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减少，这些经济上

的打击都是毁灭性的。限制线下会议和旅行的各种措施，破坏了各种机构的运作和人

类健康。 

此外，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蔓延到了教育板块；就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而言，疫

情对这两种人群所能得到的机会及所处的状态都产生了消极影响，并削减了学生和教

师所能获得的支持。为了遏制病毒传播，各种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应运而生，其中一

种措施就是教育当局所采取的暂停线下教学。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学校是最早关

闭和最迟重新开放的机构之一，这种情况极大破坏了学习的机会。在 33 个经合组织

国家，学校停课的平均时间为 70 天，不同国家的停课时间差异巨大——丹麦和德国

为 20天，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超过 150天（OECD 2021）。根据 PISA（OECD 



2021）等跨国别的数据评估，教育水平较低的国家学校停课时间更长。在这种情况

下，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不得不有所创新，在疫情造成的教育中断下继续教学；由于

应急建立的远程教育渠道存在各种不足，由此造成的习得损耗，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

也需要创新以弥补。 

尽管疫情对教育的总体影响是负面的，但这其中也存在一些积极的影响。重要的

是，教育工作者开发了各种创新形式，使教育机会在封锁期间也得以存续。关于这些

创新的研究正不断增加，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数字教育策略的前景和局限性贡献了宝贵

的知识，也为我们研究如何支持这种教师主导的创新、如何有效使用数字教学法等方

面添砖加瓦。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疫情间涌现的数字替代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并

非精心规划或设计，而是随性发明或创作；且迄今为止，研究人员只记录或研究了这

些方案中的吉光片羽。不同国家所采取的远程教育战略，其效果也存在很大差异；而

在各国内部，学生若是来自不同社会背景，其参与这些战略的方式也迥然不同

（Reimers 2021）。 

这本手册借鉴了新冠疫情危机期间以研究为基础的背景知识，以及此前对相关主

题的研究，并基于这些信息提出了一个框架，这样不管是疫情期间还是疫情后，若是

遇到与当下相类似的情况，都能用这个框架帮助制定教育策略，持续教学。这本手册

面向学校层级和教育系统层级的教育管理人员。我们写作的时候，意识到疫情仍在世

界许多地区持续，世界许多地区的教育中断可能会持续到 2022 年，甚至更长时间。 

这本手册完全聚焦于教育。尽管从根本上来说，疫情显然是一场引发了许多经

济、社会和教育影响的公共卫生危机，但这本册子里没有评述公共卫生或其他领域应



对疫情的政策。政府的应对措施如果得宜，应具有连贯一致的和跨部门合作的性质，

如此方有不同领域部门之间的良好协作。 

例如，为人群接种疫苗是控制病毒传播的关键步骤。一旦教育系统内的大部分成

员（包括教师、教职员工、学生和家长）接种了疫苗，对教育机会的打击就会减少。

同样，疫情对穷人造成了毁灭性的经济影响，政府若应对得当，会设法刺激经济活动

和就业，并将收入再分配给受影响最严重的人，解决他们的粮食不安全问题。疫情对

教育系统造成的后果中， 有一些就是这些健康或经济上的冲击、以及政府对这些冲击

应对不力所导致的。然而，这些促使疫情恢复的关键非教育性要素并不是本手册的重

点；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涉及的决定不在教育当局的管辖范围内，而教育当局才是本

出版物的受众。 

此外，一些预测表明新冠病毒将继续在大量未接种疫苗的人群中发生变异。根据

这些预测，在可预见的未来里，我们将不得不适应与病毒共存，而病毒可能会周期性

爆发突变（Osterhom 和 Olshaker 2021）。此外，20 国集团的一个独立工作组最

近发布了一份报告，敦促人类为未来的疫情做好准备：“加强疫情防范的行动不能等

到 COVID-19结束。我们已在遭受未来大流行病的威胁。世界正面临着更频繁和更致

命的传染病爆发期，这些危险很明确，也很现实。当前的疫情不是黑天鹅事件。事实

上，它最终可能被视为下一次疫情的彩排；下一次疫情可能在未来十年甚至明年的任

何时候到来，并可能对人类安全造成更大的破坏。” （G20 高级别独立小组，1）。 

即使在已经恢复线下教学的教育系统中，疫情也可能在未来再次爆发，因此建立

教育系统的弹性机制至关重要。通过这种方式，教育工作者可以在未来疫情爆发期

间、或在其他不得不中断线下教学的情况下继续教学。 



此外，这场疫情对低效和不公平的教育系统的震荡尤大。虽然疫情期间，大部分

的精力都用于寻找维系教育˙之法，是以暂且搁置了这些系统本身的陈年旧疾，但这些

老问题也不能弃之不顾。其实，鉴于贫困儿童在疫情中所付出的教育代价奇高，现在

反而更亟需解决这些先前存在的问题——此乃“重建得更好”一词之义。 

这些对未来的设想恰恰说明，教育政策制定者针对 COVID-19将优先考虑以下三

个目标：提高疫情当下教育战略的效度、恢复和重建疫情后的教育机会、以及增加教

育系统的韧性，使其在未来疫情暴发期间仍能发挥作用。符合这三个大目标的行动大

同小异，但具体的行动内容可能因人们追求的目标不同而有所出入。图 1 总结了这些

目标、以及推进这些目标的行动。 

图 1. 应对疫情下教育冲击的目标和行动 

 

这些活动可以分为三个主要支柱： 

一、评估学生、家庭、教师、社区、和提供教育系统的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原版）评估学生、
家庭、教师、社区和
教育提供系统的环境
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制定一项在爆发期间
进行教学或从中恢复
的策略。

提高学校、教师、学
校领导、学生、家庭
和系统的能力。

增加教育系统的韧性，使
其在未来疫情暴发期间仍
能发挥作用

（原版）评估学生、
家庭、教师、社区和
教育提供系统的环境
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制定一项在爆发期间
进行教学或从中恢复
的策略。

提高学校、教师、学
校领导、学生、家庭
和系统的能力。

恢复和重建疫情后的教育

机会

评估学生、家庭、教
师、社区、和提供教
育系统的环境发生了
怎样的变化。

制定一项在疫情暴发
期间进行教学、或从
疫情中恢复的策略。

提高学校、教师、学
校领导、学生、家庭
和整个系统的实力。

提高疫情下教育战略的效

度



二、 制定一项在疫情暴发期间进行教学、或从疫情中恢复的策略。 

三、 提高学校、教师、学校领导、学生、家庭和整个系统的实力。 

每个支柱内，又包含了一系列互有依存的行动。 图 2 总结了每个教育应对措施

支柱内所要求的活动。 

图 2. 教育战略的三大支柱

 

评估环境的变化 

1. 学生福祉和是否准备好学习。 

2. 学生获取资源的渠道和积极性。 

3. 教师和教职工福利和是否准备好教学。 

4. 社区。 贫穷和不平等。 

5.教育系统的运行。 

制定混合教育战略 

1. 发展学校的能力。 调
整学校工作人员的角色和
职责，以便他们支持学生
发展的整体方法。

2.建设教师、校领导 和员
工的能力。 教师专业发
展。 学习社区。

3. 建立伙伴关系。

4. 与家长沟通，培养育儿
技巧。

5. 建立学校网络。

提高能力

1. 承诺支持所有学习者。

2. 开发一个能够平衡面对
面学习和远程学习并允许
个性化和差异化的教育提
供平台。

3. 优先考虑课程。 专注
于能力建设和全人教育

4. 加速学习和个性化。

5. 支持心理健康和情绪健
康。

6. 评估已经发生的创新。

7. 整合服务（健康、营
养）。

制定混合教育战
略

1. 学生福祉和学习准备。

2. 学生访问和参与。

3. 教师和教职工福利和教
学准备。

4. 社区。 贫穷和不平等。

5.教育系统运行。

评估环境的变化



1. 承诺支持所有学习者。 

2. 开发一个教育提供平台，既能够平衡线下学习和远程学习，又允许个性化和差

异化。 

3. 优先考虑课程。 专注于能力建设和全人教育 

4. 加速学习和个性化。 

5. 支持心理健康和情绪健康。 

6. 评估现有的创新。 

7. 整合各项服务（健康、营养）。 

提高能力 

1. 发展学校的能力。 调整学校工作人员的角色和职责，以便他们在支持学生发展

的全面方针中发挥作用。 

2.提升教师、校领导 和员工的能力。 教师职业拓展。 学习社区。 

3. 建立伙伴关系。 

4. 与家长沟通，培养育儿技巧。 

5. 建立跨校联系网。 

 

至关重要的是，这些目标须与教育响应中的三个支柱所需的行动保持一致。 这种

一致性将产生必要的协同作用，以支持大规模的系统改进。分散或孤立的方法不足以

实现系统改进。 同样，若一种教育方法不是基于对疫情造成的变化的全面评估的， 

那么这种方法就有可能不充分，而且还可能给已经捉襟见肘的供应系统带来过多负

担。 



本文接下来将研究这三个支柱各自所需的行动。我将文本分为三个部分，每个部

分侧重于一个支柱。 

  



I. 评估环境如何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导致的需求 
 

为了制定有效的策略以在疫情期间和之后对学生进行教育，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

定者必须考虑当地环境背景的特点。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要对疫情如何影响学生、家

庭、教师、学校工作人员、居住的社区，以及如何影响教育系统履行核心职能的能力

有所了解。如此，第一步就是对这些变化进行评估。 

由于疫情对不同的学生群体和学校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因此必须根据对儿童和家

庭影响的局部评估来确定特定需求。单独研究这些局部的教育需求并不意味着地方当

局必须自己寻找和执行解决办法；相反，国家和地区政府有责任向地方和学校提供差

异化支持，以确保教育成果的公平性。不过，国家和地方政府若想要提供上述支持，

就需要服务于当地确定的需求和战略。若缺少对本土的聚焦，应对措施就会变得无关

紧要，而国家和地区政府若起不到补偿作用，疫情已经不平等的教育影响就将加剧。 

在下文中，我将描述评估教育环境如何因疫情所引起的冲击而发生变化的五项原

则。对于每一个原则，我都会给出一个简短的描述，然后是支撑该原则的论据，以及

实施该原则的行动的操作性描述。然后，每个部分都提供了一系列推荐阅读的材料，

手册末尾提供了完整的参考文献。 

  



1. 评估学生的幸福感和学习倾向1 

原则 

支持学生的幸福感和学习倾向。由于疫情对学生的影响在不同地区有所不同，人

们应根据当地的情况来制定战略，了解健康、经济和社会混乱是如何影响脆弱儿童的

健康的，例如，需要了解粮食不安全、家庭收入减少、家庭暴力增加，抑郁增加或其

他对心理健康和学生情感生活的影响。 

 

证据 

2020年夏天，救助儿童会对 46 个国家的儿童和家庭进行了一项调查，以考察这

次疫情危机的影响。他们把重点放在项目的参与者、其他感兴趣的人群和公众身上。

调查结果显示，三分之一的家庭中存在家庭暴力，项目参与者主要是弱势儿童和家

庭。大多数儿童（83%）和家长（89%）报告说，疫情导致负面情绪增加，46%的家

长报告说，他们的孩子有心理困扰。对于那些没有和朋友联系的孩子来说，57%的孩

子不如从前快乐，54%的孩子有更多的担忧，58%的孩子感到更多的不安。对于能够

与朋友互动的孩子来说，只有不到 5%的人有类似的感受。自疫情爆发以来，残障儿童

尿床（7%）和反常的哭闹（17%）增加，比无残障儿童增加了三倍。据报道，分配给

儿童的家务活也有所增加，女孩为 63%，男孩为 43%；20%的女孩说她们的家务活太

多，无法抽出时间来学习，而男孩的这一比例为 10%（Ritz等人，2020年）。 

                                                

1 推荐阅读 

Anderson 2021, CAEd/UFJF 2021, Donelly and Patrinos 2021, Maldonado and De 
Witte, 2020, Reimers 2021, Reimers and Schleicher 2020a, Ritz et al 2020, UNESCO-
UNICEF-World Bank 2020, Willms 2020 



此外，在疫情期间，习得内容的损耗在不同人群中是不均衡的，这要求学校和教

师在学生重新入学时评估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水平。这样做，能够使教育工作者规划与

学生水平相一致的课程，并制定适当的差异化方法来支持学生。有一篇综述对疫情期

间习得损耗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仅仅确定了 8项研究，所有研究都集中在学校关闭时

间相对较短的经合组织国家（比利时、荷兰、瑞士、西班牙、美国、澳大利亚和德

国）。这些研究证实，在大多数情况下，学生学习能力下降，在某些情况下，教育不

平等加剧。无论如何，他们也根据学校科目和教育水平记录了学校关闭导致的异质学

习效果（Donelly和 Patrinos 2021）。 

虽然目前缺乏对习得损耗的可靠评估，无法估计疫情对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全面影

响，但现有的有限研究记录了深刻的、特别是对于处境弱势的学生的影响。最近在比

利时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比利时，学校关闭了大约 9周，学生的语言和数学学习

成绩明显下降（学校平均数学成绩下降了 0.19 个标准差，语言成绩下降了 0.29 个标

准差，与前一组相比），数学和语言学习结果的不平等分别增加了 17%和 20%。这在

一定程度上是学校之间不平等加剧的结果（由于学校之间的差异，学生成绩不平等的

比例在数学和语言方面分别增加了 7%和 18%）。弱势学生比例较高的学校损耗更

大。（Maldonado，De Witte，2020）。 

回顾这项和另外七项关于习得损耗的实证研究，其中一项聚焦于高等教育，发现

荷兰、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也同样存在习得损耗。然而，这些国家的损耗量低于比

利时。瑞士的一项研究认为习得内容的损耗无关痛痒，西班牙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疫情

期间学生学习能力有所提高（Donnelly和 Patrinos 2021, 1949）。这 8项研究中的

7项是在教育系统资源相对充足的国家进行的，涵盖的学校关闭时间相对较短：比利

时为 9周，荷兰为 8周，瑞士为 8周，澳大利亚为 8-10周，德国为 8.5周（同



上）。研究还表明，虽然小学生的学习能力持续下降，但中等和高等教育学生的情况

并非如此。 

2021 学年初（3月）进行的圣保罗国立学校（不包括市立和私立学校）五年级、

九年级和十二年级学生技能的研究结果显示，五年级学生的数学知识水平低于他们在

2019 年读完三年级时的水平。虽然五年级学生的阅读理解水平高于他们在 2019 年读

完三年级时的水平，但这些水平明显低于 2019 年五年级学生的水平。九年级和十二

年级的学生也有学习上的损耗，尽管损失更低，但我们应该将其解释为这些水平的学

生技能从非常低的水平开始不断提高（CAEd/UFJF 2021）。 

关于学生幸福感对教育成功的重要性，已经有了相当完善的研究体系。基于这些

研究总结，Willms 已经开发了一个评估学生幸福感的框架并投入使用，用以设计针对

学生的调查，在整个学年范围内为教师提供有价值的信息（Willms 2020）。 

 

在实践中应该怎么做？ 

在系统层面：定期对学生的幸福感进行调查，并利用这些结果制定适当的应对措

施。这项调查可以以学生和他们的父母为重点，也可以以具有代表性的小样本为基

础。 

班级层面：每天问候学生情况，教师询问每个学生“最近怎么样？”在班级和学

校层面，将学生幸福感和归属感的定期问询制度化，并向教师提供结果，在教师会议

上讨论。 

  



2. 评估学生的入学机会和参与度。找出退学的孩子1 

原则 

回归线下授课必须优先确定哪些学生已经脱离或完全离开学校，并尽一切努力让

他们重新入学。远程学习期间的当务之急之一是监控学生的参与度，以便采取具体措

施来确保学生在积极学习。 

 

证据 

如果学生无法从远程教育中学习，或者其他需求占用了学业时间，参与远程教育

的积极性就变得不那么常见。这导致一些学生完全不参与。脱离教育进一步导致习得

损耗，最终导致辍学。 

一些研究报告表明，对相当多的学生来说，持续参与远程教育都是一个挑战，因

为他们的学习动力和健康状况都受到了消极影响（Bellei et al 2021, Cardenas et al 

2021, Kosaretsky et al 2021, Soudien et al 2021, Hamilton and Ercikan 

2021）。 

以乌拉圭为例，该国于 2007年雄心勃勃地启动了一项促进教育数字化的国家计

划。最近该国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 3年级和 6 年级学生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学生辍

学率显著上升，而对于经济和文化总体水平处于劣势的学生来说，这一比例要高得

多。学年内辍学的学生比例从 2017年的 0.9%上升到 2020年的 2.8%。在开展评测

当天没有来到学校的学生人数也有了相当大的增长，从 2017年的 5.9%上升到 2020

                                                

1 推荐阅读 

Bellei et al 2021, Cardenas et al 2021, Kosaretsky et al 2021, Soudien et al 2021, 
Hamilton and Ercikan 2021. 



年的 9.4%，由于有特殊需要而未接受评估的儿童人数从 2017年的 2.4%增加到 2020

年的 9.4%。 

这些变化使参加评估的学生比例从 2017年的 90.8%下降到 2020年的 78.4%，

而这两个数据可能正代表了 2017与 2020 两年内被认为有机会学习的学生比例

（INEED 2021）。此外，在 2020年，社会经济和文化处于劣势的学校的辍学学生比

例更高；在平均社会经济和文化水平最高的 22%的学校中，只有 0.7%的学生辍学，

而在经济和文化水平较高的 20%的学校中，这一数字上升到 2%，在接下来的 15%的

学校中，这一数字上升到 2.5%，接下来 22%的学校的学生为 3.4%，20%的社会经济

和文化水平最低的学校的学生为 5.4%（INEED 2021，24）。同一项研究要求教师报

告他们的学生上课的频率。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水平最高的 22%的学校中，95%的教师

表示学生定期上学，而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水平最低的 20%的学校中，只有 68%的教师

表示学生定期上学（INEED 2021，38）。 

 

在实践中应该怎么做？ 

制定新的指标，评估学生的参与程度，使之与所采用的教育方式相适应。显然，

在学校不开放的情况下，“出勤率”是毫无意义的，而当只有部分教学是线下进行

时，出勤率数据是不够的，相反，出勤率应反映出实际提供的参与模式，比如线下或

远程。使用远程平台可以更准确地测量参与度，例如连接到平台的时间、下载的材料

或实际参与时间。 

在系统和学校层面，分析现有在线平台上关于学生访问和参与的数据。在注册的

学生中，确定谁可以访问该平台、如何访问，以及谁不访问。如果学校使用了其他形



式的远程学习，如教师通过电话教学或线下递送印刷材料，则使用记录来确定实际接

触的学生和学生的参与度（如果可能的话）。 

在系统和学校层面，分析学生入学记录，以确定入学流量和辍学率。 

在系统和学校层面，调查家庭，看看哪些儿童入学并积极参与学校学习。 

在学校和班级层面，与入学学生接触，以确定谁在积极参与学校活动。为没有进

入该平台或放弃学业的学生制定具体的接触机制。在学校一级，教师工作队可以接触

那些参与积极度不高而且实际上已经退学的学生及其家属。这个特别工作组还可以让

包括年轻人在内的志愿者向附近的家长伸出援手，找出辍学儿童或辍学风险很高的儿

童。  



3. 评估教师和教职员工的幸福感和教学准备情况，并提供支持1 

原则 

学校需要支持教师、行政人员和工作人员，以便他们做好充分准备并在情感上支

持学生。 

 

证据 

新冠疫情影响了学生及其家人的生活，同样也影响了教师的生活。教师不得不满

足许多新的需求来维持远程教育，但是满足这一需求的准备和支持是不足的。他们中

的一些人不得不在远程教学的同时，也要作为父母来支持自己孩子的教育，或者满足

疫情导致的其他家庭需求。这些多重压力降低了教师的幸福感，并引发了对教师职业

倦怠和离职的合理担忧（Audrein et al 2021, Hamilton and Ercikan 2021）。 

教师所受压力的两个主要来源是他们之前对远程教学的准备不足和开展远程教学

的条件欠佳（他们和他们的学生不得不创造条件继续远程学习）。如果教师得到了在

数字教学法方面的支持，他们向远程教学的过渡相对较好（Lavonen and Salmela-

Aro 2021, Tan and Chua 2021）。 

 

在实践中应该怎么做？ 

在学校和系统层面，评估教师对数字教学的准备情况，并利用这些信息来设计适

当的专业发展。 

                                                

1 推荐阅读 

Audrein et al 2021, Hamilton and Ercikan 2021, Lavonen and Salmela-Aro 2021, Tan 
and Chua 2021, UNICEF 2021a. 



在学校和系统层面，调查教师的幸福感，帮助他们认识自己和学习者的压力，实

施“正念”（mindfulness）和体育锻炼等健康计划，培养学校中一种关怀的氛围。 

辨识出教师专业发展的需求，并支持他们培养在远程条件下教育和支持学生的技

能，尤其是针对最弱势的学生。  



4. 评估环境的变化。疫情对社区的影响。贫困与不平等1 

原则 

评估学校社区的环境如何因疫情而发生变化，然后研究这些变化对教育的影响。 

 

证据 

疫情的影响因社区情况和本地状况而异，这些影响也反映了这些社区的社会和经

济状况。 这些局部影响不仅包括病毒的传播，还包括疫情对贫困的影响。 疫情对健

康和经济的影响反过来又加速了其他社区所面临的挑战，或与其他社区面临的挑战相

互作用。 

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疫情加剧了贫困和不平等，并对健康和福祉产生了负面影响

（Reimers 2021b）。 世界银行估计，到 2021 年 3 月，这次疫情将使全球贫困人

口增加了 1.2 亿，其中大部分人口集中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Atanda and 

Cojocaru 2021）。 

 

在实践中应该怎么做？ 

在校园社区的层面，整合多个来源的现有社会人口统计数据，了解由疫情造成的

贫困、不平等、健康和社会包容等社区特征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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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估教育系统的运行情况1 

原则 

审察疫情影响或中断了教育提供系统的哪些功能。 

 

证据 

疫情对学校提出了新的要求。社交距离相关的规定和疫情带来的经济负担，影响

了学校运营中的一系列核心职能。这些影响涵盖整个系统，从课堂教学到校内服务—

—包括营养项目、心理健康项目、定期学生评估、监督访问和专业发展。审察疫情影

响了哪些功能的系统对于制定连续性或恢复战略至关重要。 

例如，必须审察是否存在有效的交付路径来为所有学生提供教育机会。如前所

述，在墨西哥，远程教育的国家战略未能惠及最弱势的学生，因为他们无法使用电视

或电脑。即使在 2007 年就启动了为所有学生提供数字教育机会计划的乌拉圭，也并

非所有人都能获得资源。例如，在 2020 年进行的一项评估显示，在 3 年级的学生

中，43% 的学生拥有自己的计算机，另外 46% 的学生可以使用共享计算机，10% 

的学生拥有自己的计算机和共享计算机，而 18% 的人无法使用计算机。对于 6 年级

学生，访问需求更大，49.5% 可以使用自己的计算机，12% 可以访问共享计算机，

27.9% 可以访问自己的计算机和共享计算机，但 10.5% 根本无法访问(INEED 2021, 

47)。在 6 年级学生中，社会经济和文化最为弱势的 20%学校的学生，与 22%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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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mers and Schleicher 2020b. 



济和文化地位最高的学生相比，前者无法使用计算机的情况是后者的三倍（15%），

后者只有 5% 的学生无法使用计算机（INEED，47）。 

由于与新冠疫情相关的公共卫生和经济突发事件对政府提出了新的财政需求，公

共教育资金便被挤占。有限的资金限制了政府支持远程战略的能力，包括为所有学生

或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支持网络连接和设备资金的机会。同样，各种要求保持物理距

离的规定，使得对学生知识和技能的国家级评估难以开展，也使得入岗前教师的实习

地点难以安排。 

由于急于满足疫情带来的新需求，教育系统不得不解决系统管理的持续需求。 然

而，物理距离要求、对员工的健康影响和资源限制大大削弱了这些系统的持续功能

（Reimers and Schleicher 2020b）。 

 

在实践中应该怎么做？ 

在每次流程中断时对核心员工进行调查，以评估公共危机对学校和系统层面的关

键职能的影响，如课程交付、评估、教师专业发展、教师任命和晋升、学校膳食和其

他学生服务等。 

教育行政部门往往无法灵活地执行政策，有事务过于复杂、行政级别之间的协调

不足以及执行规范和法规的速度过于缓慢等原因，简而言之就是不存在工作链。在需

要迅速采取行动的时候，解决这些限制、并确保有效的工作链到位，是至关重要的。 

  



总结 

由于疫情的影响因人群和学校系统而异，因此为了制定适当的教育应对措施，首

要便是确定这些对学生、社区、教师和教育提供系统本身的影响，其确切性质为何。 

若想确认影响的性质，可以通过在教室、学校和系统级别使用相对简单的数据收

集工具和协议来完成。其中一些协议可以支持新的例行活动，例如教师在每日课前问

候学生，并让每个学生分享他们的感受。然后，教师应根据这些反馈来制定适当的回

应，以让学生感到更加幸福、也更准备好学习。 这本手册的主题，是需要在了解背景

的基础上，采取一体化的、连贯一致的行动，然后开展活动，以支持执行这些行动的

能力。 

我们现在转向分析哪些行动应该成为教育战略的一部分。 

  



II. 在学校或系统层面制定疫情爆发期间进行教学或从疫

情中恢复的策略 
 

我们必须了解疫情对学生、教师、家庭和学校运作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制定

新的策略。学校和教育系统必须确定学生的教育需求，对其进行优先排序，并制定相

应的策略。这种策略必须以教育所有学习者的承诺为指导。这些计划应该确定提供教

育的手段，包括线下教学和远程教学的平衡，并对学生进行区分。由于疫情可能削弱

了提供教育的能力，学校和教育系统可能有必要重新确定课程的优先次序。 

该策略应为习得内容损耗最多和经历了退学的学生提供恢复学习的机会。该策略

还应支持学生的福祉，考虑到他们因疫情而经历的压力和创伤的影响，在某些情况

下，这种影响会持续很长时间。它应以疫情期间产生的优势和创新为基础，寻求整合

提供全面支持学生的各种服务。 

  



1. 承诺支持所有学习者1 

原则 

确保所有学生享有平等的教育成果，将此作为指导教育政策的标准。在有大量远

程教学的情况下，建立一个关于“教育机会”含义的框架，并监测该系统，以确定不

同类型的学生之间的差距——女孩与男孩、贫困与非贫困、农村与城市、有能力的学

生残障学生与非残障学生等。优先采取行动，缩小学生之间的差距。 

 

证据 

虽然教育机会通常是教育与学生现有社会优势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在疫情期间，

社会经济因素得到了加强，加重了穷人的负担。因此，教育机构在指导战略中优先考

虑公平尤为重要。 

这意味着系统地确定疫情影响最大和/或最不利的学生群体和班级。这一战略确保

学校能够向处境最不利的群体提供替代性的教育手段。 

在社会保护形式较为有限的社会中，疫情给穷人带来了不相称的负担(Anderson 

2021, Bellei et al 2021, Cardenas 2021, Hamilton and Ercikan 2021, Soudien et 

al 2021)。在一些社会环境中，这些负担对女童和妇女更加沉重，社会期待她们在疫

情期间承担不成比例的调整代价，包括照顾儿童或老人的负担(Ritz 2020) 作为支持所

有学习者的承诺的一部分，残障学生的受教育权值得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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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国家，例如葡萄牙，已明确关注在疫情期间为弱势群体维持教育机会。同

样，日本和新加坡等国家将资源集中在弱势群体身上，提供计算机和改善连通性，并

强调远程教学期间的教育连续性（Iwabuchi 等 2021，Tan 和 Chua 2021）。 

2021 年初对经合组织国家教育当局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国家优先考虑

为弱势学习者提供线下教学，并提供弥补学习差距的补救方法。五分之三的国家制定

了支持弱势学生的具体措施，五分之二的国家也针对移民学生制定措施（经合组织 

2021）。 

 

在实践中应该怎么做？  

开发教育机会关键指标（机会、参与、学习、幸福）的数据面板，针对高风险群

体进行分类，并系统地监控机会指标。 

对于每项政策决定，都要问：“这项政策对每个处境最不利的群体可能产生的影

响是什么？” 

将资源指向为最弱势群体提供教育；例如，为贫困学生提供设备、网络连接，帮

助他们通过移动网络运营商免费访问数字内容和数据。 

与残障学习者及其家人协商，了解获得和参与教育的优先事项和障碍。 

确保学习材料和机会的可访问性，以便残障学生可以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以便

利和适当的方式访问平台、内容、资源和体验。 

制定政策并分配资源以提供合理的便利条件（例如，额外的时间来完成任务、以

不同方式展示学习等）和辅助设备（例如屏幕阅读器软件、适合的座位等），以促进

残障学生的学习。 



根据通用学习设计的原则，培养教师在全纳教学方面的能力，以支持所有学习者

的积极参与。 

  



2. 开发一个能够平衡线下学习和远程学习，并允许个性化和差异化

的学习提供平台1 

原则 

将教育教学系统从主要的线下教学转变为结合远程和线下教学的混合式教学。这

将延长学习时间，并为学生提供独立和个性化的学习机会。 

虽然提供最大交互性的平台在培养高层次技能方面更胜一筹，但那些围绕这些系

统做出决策的人也应该考虑访问方面的不平等。在最大可能的范围内，学校应该为所

有学生提供设备和网络连接，使他们能够通过媒体使用那些互动形式更为有限的网络

在线平台，如广播、电视或Whatsapp。 

 

证据 

在许多方式中，疫情限制了教育机会，控制社交距离的措施限制了教师亲自指

导。这导致学校关闭（UNESCO-UNICEF-World Bank 2020）。在疫情爆发的早期

阶段，尽管表明学校助长病毒传播的证据十分有限，家长和教师依然对在学校上课感

到担忧。学校在这方面的作用远远低于其他机构的工作场所或会议，而且没有证据表

明健康结果是一些国家长期关闭学校的理由。根据经合组织对 2020年学校关闭数据

的分析，即使控制了人均收入，学校关闭的持续时间与感染率无关（OECD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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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关于远程教学在维持学生参与和支持学习方面的局限性的新证据强调了至

少为学生提供一些线下教学的机会的重要性——如果有必要，让学生分组上课，并优

先考虑最需要现场支持的学生(包括年幼的儿童和有特殊需要的学生)（Anderson 

2021）。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报告已经制定了这一优先次序（OECD 2021）。 

同时，许多远程教学安排失败的原因是，疫情时还没有开发出一个强大的远程教

学系统。这样一个系统不仅包括网络连接和设备，还包括使用它们进行教学和学习所

需的技能。疫情前已经支持发展数字教育的国家，如芬兰和新加坡，向远程学习过渡

的创伤较小（Lavonen 和 Salmela Aro 2021 年，Tan 和 Chua 2021 年）。 

在疫情期间，学校使用了多种可供选择的提供系统，从向学生提供书籍和作业

本，到广播和电视教育，再到基于互联网的教育（Reimers和 Schleicher 2020b）。

他们使用互联网的方式也各不相同，从主要作为数字目录或平台，到提供讲座的媒

介，再到更具互动性的教学和学习形式。 

提供平台的选择不仅仅涉及促进学习者、教师和内容之间互动的物理媒介。它还

涉及对这些交互的性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平台的规定。换言之，教育工作者必须对将

在平台上进行的教学任务保持清晰。对于在线教学的设计（Anderson 2021），他们

应该使用合理的教学任务设计原则，如 Anderson 和 Pesikan（2017）总结的原则。 

墨西哥在疫情期间的经验提供了宝贵的教训，说明有必要确保学生能够使用选定

的平台。虽然该国选择了以电视为基础的教育连续性战略，但这一战略的前提是电视

的完全普及和教育部制作教育电视（Telesecundaria）的悠久传统——墨西哥政府的

一个机构在 2020年 6月进行了一项调查，显示 57.3%的学生在紧急情况下无法使用



电脑、电视、收音机或手机。此外，52.8%的策略需要学生家中没有的材料

（MEJOREDU，2020）。 

在同一项调查中，51.4%的学生表示，网络、电视和广播节目上的活动“无聊”

（MEJOREDU，2020）。学生们报告说，学习方面的挑战来自于教师的支持有限或

缺乏解释，对他们应该开展的活动不够明确，对他们完成的工作反馈有限，对他们在

活动中的成功或错误缺乏了解，对他们所做的还不够了解。因此，学生的学习减少

了，他们对自己升入下一个年级的能力形成了自我认知。超过一半的学生（60%在小

学，44%在中学）表示，在远程学习期间，他们只是简单地复习了以前学过的内容

（MEJOREDU，2020）。 

 

在实践中应该怎么做？ 

开发一个整合多种功能的多媒体平台：为学生、家长和教师分发数字教学资源；

基于云的应用程序、虚拟教室、视频会议、学习管理系统、流媒体功能以及支持学生

之间、学生和教师之间以及教师之间交互的工具；以及学校的设备和连接。尽可能为

所有需要的学生提供连接和设备。这可能需要与教育科技企业和数字通信提供商签订

协议。教育的提供结构应主要保持教师线下教学，并辅以在线学习的数字扩展。 

将线下教学与数字教学相结合的平衡策略有几个优点。也就是说，它延长了学习

时间，并为学生提供了每种教学方式的独特优势，同时允许最大的灵活性，帮助学生

适应线下教学受到限制时的环境变化。在没有线下交流限制的时期，将数字教学纳入

其中仍然是有意义的。这将支持个性化学习，延长学习时间，并培养学生的数字化学

习能力。这就扩大了学生的二十一世纪能力范围，为终身学习提供了基础。如果有必



要保持额外的社交距离，则可以更容易地增加在数字平台上进行的教学的比例，同时

保留一些线下教学，因为它为学生提供了独特的社会和情感益处。 

多媒体平台可以包括教学活动和资源，供学生独立学习，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

这使得学生能够独立参与结构化的课程和活动以及游戏化的学习应用程序。 

  



3. 确定课程的优先顺序。注重能力建设和全人教育1 

原则 

确定课程的优先顺序：注重培养学习成果和能力，而不是内容。注重认知能力、

人际能力和自我能力以及主动学习能力。 

 

证据 

最近对解决习得损耗的方法进行的分析表明，重点需放在“补救”或“学习恢

复”上。研究表明，补救学习的效果并不明显；相比之下，加速教育模式包括优先安

排课程，注重基础知识，减少复习时间（Anderson 2021）。 

 

在实践中应该怎么做？ 

在学校或系统层面，重新审视学生在每个年级结束时预期获得的能力，并将重点

放在支持这些能力的发展上（而不是简单地“涵盖课程”）。这可能需要精简课程，

优先考虑核心能力。 

在学校层面，当孩子们回到学校时，对他们进行评估，并根据学习水平而不是年

级对孩子进行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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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速学习和个性化学习1 

原则 

设计以加速学习为重点的新课程和教学活动。通过延长学习时间和个性化辅导支

持个性化学习。 

 

证据 

加速不是补救。相反，加速需要关注基本能力，减少复习时间，从而帮助学生更

有效地进步（Anderson 2021）。 

研究证据表明，与补救方法相比，加速教育方法在弱势学生中产生了更大的学习

收益，并且有可能围绕加速教育方法组织大型学校网络（Levin 2005）。 

经合组织国家内大多数教育系统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补救而不是加速课程来解决习

得损耗（经合组织 2021 年）。 

 

在实践中应该怎么做？ 

选择一种方法，支持每个学生通过加速课程和辅导培养优先能力。 

利用对学生知识和技能的评估来设计个性化的教学策略，在适当的水平上进行教

学，例如，在同一年级内创建学生集群。 

最好使用在线学习指南，为学生提供经常性获得形成性反馈的机会。这有助于学

生的独立学习。数字应用可以支持基础知识和学科的个性化学习。不需要连续网络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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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数字设备可以为学生提供书籍、游戏和视频等资源，这些资源在高度结构化的课

程中被组织成学习序列。这些方法允许差异化学习，并有持续进行的检查评估和审查

的机会。 

设计教学任务，培养对高水平认知的激活，让学生参与基于问题的协作学习。这

使得学生能够长期处理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5. 支持学生心理健康和情绪健康1 

原则 

让学生重新参与进来，以支持他们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 

将注意力集中在整个课程中学生的情感发展上，而不是将其作为课程中孤立的一

部分。 

 

证据 

疫情的各种影响，使许多学生受到创伤，包括社交距离措施导致的与同龄人和朋

友长时间分离。这些措施可能会对学生的幸福感产生长期影响，影响学生的注意力、

专注力和学习所需的奉献精神（MEJOREDU 2020、Ritz 2020）。 

尽管关于该疫情对全球心理健康影响的信息仍然不足，但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学

校的干预措施可以支持学生的幸福感。因此，关注心理健康对于学生在各个领域的学

习都是不可或缺的（Aspen Institute 2019，Pekrun 2014）。 

 

在实践中应该怎么做？ 

采用社会情感学习课程，明确强调情感意识、共情、压力管理、负责任的决策、

积极的自我概念和自我照顾等能力。通过每周分配专门的时间来对这些能力进行明确

的指导和讨论。将这些能力整合到学术和非学术课程中。 

为教师提供发展能力的机会，以支持学生的福祉。 

                                                

1 推荐阅读 

Aspen Institute 2019, Pekrun 2014. 



在学校层面，创造机会全面审查学生。例如，创建学生档案，让所有教师和学生

员工都可以访问，并定期召开员工会议，讨论每个学生在学业、个人和社交方面的进

展。 

  



6. 评估现有创新的效度1 

原则 

支持后疫情时期教育部门的创新和改进，并研究在 COVID-19期间实施的政策和

做法的成功与失败之处。 

 

证据 

尽管疫情造成了许多损失，教育工作者和学校社区还是创造了创新措施来维持教

育机会（Reimers和 Schleicher 2020b）。这些创新包括由教师开发的新教学方法、

教师之间新的合作形式、新的组织和管理形式，这些形式使开发替代的教育方式和基

于反馈的课程修正成为可能。 

在这种创新红利的基础上发展是与“欣赏式探询”相一致的，“欣赏式探询”是

一种基于力量的组织变革方法（Cooperrider、Whitney 和 Stavros，2004）。 

 

在实践中应该怎么做？ 

在学校层面，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和反思所产生的教育创新。培养教师的能力，

以评估在疫情期间采用的替代教育方法使学生获得了哪些能力。利用这些会议中的分

析和学习，加快课程开发，支持所有学生的全面发展。整合不同学校的相互学习，从

而促进共同的创新和改进过程。 

  

                                                

1 推荐阅读 

Cooperrider, Whitney and Stavros 2004 and Reimers and Schleicher 2020b.  



7. 整合保障学生的服务（健康、营养）1 

原则 

支持学生及其家庭获得对学生学习至关重要的健康、营养、心理健康和社会服

务。 

 

证据 

学生在家中的生活条件和受到的照顾、能否获得稳定的食物来源以及身心安全都

影响着学生的生活。当学生经历饥饿或在家中遭受痛苦或暴力时，很难集中精力学

习。学校经常提供一些这样的服务来直接支持学生的健康，例如，提供学校膳食或心

理服务。 

各种各样的项目和方法都试图为学生提供综合服务，例如美国的哈林儿童区

（Croft 和Whitehurst，2010年）、法国的优先行动区和英国的教育行动区

（Dickson 和 Power，2001 年）。最近的研究表明，综合性地支持学生有助于学术

进步；提高出勤率、努力程度和参与度；提高学习成绩；降低高中辍学率；以及产生

更好的社会和情感结果（Wasser Gish 2021）。 

 

在实践中应该怎么做？ 

                                                

1 推荐阅读 

Croft and Whitehurst 2010, Dickson and Power 2001 and Wasser Gish 2021. 



在系统层面，将各教育、卫生和社会保护机构提供的有关儿童和家庭的信息纳入

数据库。为了提高回复率和从家庭调查中获得的信息的质量，尽量减少调查次数，协

调各机构，使同一调查能够满足各机构的需要。 

在学校一级，为每个孩子创建定期复盘的机会。检查人员应该包括社会工作者，

辅导员和其他与学生生活相关的个人。通过规划学生的社会支持系统，教育工作者可

以确保学生福祉的所有方面都得到保护。 

建立与其他社会服务机构协调的机制，从而确保学生能够获得所需的医疗、营养

和社会支持。 

学校教育还可以促进教育、健康和幸福之间的融合，例如学生可以获得与保持自

身健康或公众健康相关的知识。最近，这以与新冠疫情有关的知识和减缓其传播的方

法的形式出现。除疫情外，学校还应帮助学生培养生活技能，帮助他们确认自己的权

利并在校外建立健康的关系。 

总结 

基于事实详细地对疫情影响学生、社区和教育系统的方式的了解，教育应对措施

应包括以下七项原则指导的行动：1）承诺支持所有学习者；2） 开发一个混合提供系

统，根据需要能够无缝地向远程教学过渡；3） 优先发展支持全人教育及各种核心能

力的课程；4） 采用加速学习的方法；5） 支持心理健康和福祉；6） 评估应对疫情

所产生的创新；7）加强服务整合，支持学生的凝聚力发展和教育。 

这七项原则借鉴了教育界已经确立并得到支持的理念，但混合体系应取代主要依

靠当面授课的传统（非远程）体系的理念除外。虽然这一想法更为新颖（主要得到高



等教育研究的支持），但只要这一疫情继续发展并影响教育系统，这一想法是必要

的。此外，为学生在线学习做好准备是终身学习的基础，在当今的环境中，强大的数

字技能对自主学习越来越重要。 

这七项原则应当相互结合、相互促进。教育者应该用与目标一致的行动来推动他

们，而不是孤立的回应。 

综上所述，这些原则对大多数学校或教育系统来说都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实际

上，这是一个真正的“重建得更好”的号召。系统执行这些目标的能力将取决于执行

的细节和执行情况。 

成功实施改革的能力是如此关键，我们不能假定它或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相

反，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发展它。在下一节中，我们将谈到教育应对疫情的第三个关键

步骤。 

  



III. 提升能力 
 

帮助学生从新冠疫情期间造成的习得损耗和创伤中恢复过来—建立学生、教师和

学校系统的弹性以克服未来可能的中断—需要提高学校的能力。这意味着既要帮助教

育工作者发展新的知识和技能，又要动员其他利益相关方来开展帮助实施恢复所需的

活动。 

我们可以通过五种主要方式提高能力：1) 培养在校工作人员的技能； 2) 调整和

重新配置学校的角色和职责以支持对学生发展的综合看法； 3) 在学校和其他机构之

间建立伙伴关系； 4）利用家长和社区成员； 5) 建立学校网络。 

  



1. 发展学校的能力。 调整学校工作人员的角色和职责，以便他们以

全面的方式支持学生发展1 

原则 

支持学校成为学习型组织，通过专业合作在支持所有学生学习方面取得巨大成

功。 

 

证据 

关于学校体系在实施变革中的重要性，已有大量扎实而丰富的研究。目前，大多

数改革方法都涉及建立组织和教师能力(Ehren and Baxter 2020 and Fullan 2010)。

学校需要一定自主权和支持以更好地执行文本概述中的战略要素。通常来说，教育管

理结构不合理、行政层级过多、监管框架繁琐其功能失调等将限制学校的教学能力。

在新冠疫情期间，一些国家各级政府与教育、卫生公共当局之间的协调非常欠缺。这

些行政限制是学校成为学习型组织，以及在危机期间和之后执行有效策略以支持学习

能力的障碍。当然，疫情期间也有一些创新做法，将学校置于行政层级顶端及中心位

置，重新设计了更高层次的学校监管方式，服务于学校能力建设，有效地改变了传统

的管理形式。这些创新做法及其取得的成果，应该继续坚持以学校为中心的管理模

式，教育管理从课堂和学校倒逼外部行政，不断提出研究问题，“为了让教师和校长

能够尽最大努力支持学生成长，各个部门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这种不断分析、反思

和改变的过程应该成为学习型组织的新常态。 

                                                

1 推荐阅读 

Ehren and Baxter 2020, Fullan 2010 and Kools and Stoll 2016. 



学习型组织实现更高水平的有效性。将学校作为学习型组织的研究突出了将它们

定义为学习型组织的七个特征。包括： 

1) 发展和分享以所有学生的学习为中心的愿景； 

2) 支持并创造所有员工可持续学习的机会； 

3) 促进员工之间的团队学习和协作； 

4）建立探究、创新和探索的文化； 

5）建立嵌入式系统来收集和交流知识和学习； 

6）从外部环境和更大的学习系统中学习；  

7) 塑造和培养学习型领导力 (Kools and Stoll 2016, 3)。 

 

在实践中应该怎么做？ 

审核学校工作人员的现有角色，并根据需要创建或重新配置角色以支持学生的全

面发展。例如，支持教师检查学生的健康状况并鼓励他们的情绪发展。专业人员如心

理健康顾问和社会工作者，对于将专业知识带入学校并支持学生的情感发展也是必不

可少的。学校可以在上学期间建立简单的例行程序和协议，以关注学生的福祉，例如

每天都问候每个学生。 

审核教育系统的交付链条和监管框架，简化法规和行政流程，使教育管理支持适

当的学校自治，并有效支持和监督政策的实施。 

协调各级政府之间以及教育、卫生和公共财政当局之间的政策响应。如果没有这

样的调整，学校将陷入相互矛盾的法规或缺乏关键资源的困境。 



虽然能力发展涉及更好地利用现有财政资源，但如果没有新资源，所能取得的成

就是有限的。例如，为所有学生提供设备需要大量的财务资源、适当的采购流程和管

理复杂的后勤保障。确保这些资源，需要一个帮助为混合学习提供基础设施的精简有

效的交付链。在新冠疫情带来的特殊需求下，政府的可用资源可能会受到限制，而学

校和教育系统能够加强与民间社会组织机构的财政建设伙伴关系，有效利用这些伙伴

关系需要明确确定学生和学校的需求，将这些贡献作为战略和交付链的一部分。 

教育当局明确的沟通策略对于支持有效的交付链和策略至关重要。教育系统中的

所有利益相关者都需要充分理解该战略的要素，并且不应有歧义。例如，如果政策是

学校应该恢复线下教学，那么沟通策略应该明确这一点，并在科学的政策基础上建立

家长、教师和工作人员之间的信任，同时建立收益成本机制及将感染风险降至最低的

机制。宣传活动应更广泛地向学生、家长、教师和社会传达学生缺课的后果、上学的

好处和学校感染的低风险。 

教育各级行政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协调，例如与公共卫生部门的协调，对于有效的

沟通战略至关重要。 

学校和教育系统必须继续投资于发展数字教育的能力，这包括基础设施和数字教

学法。 

  



2. 培养教师、学校领导和员工的能力。 教师专业发展。 学习社区1 

原则 

为教师提供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以全面支持并创建有效的远程课程。为校长提供

学习机会并支持他们学校的专业合作，从而实现组织学习。 

 

证据 

教师专业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学生学习水平的方式改变教学实践（Timperley 

2008）。然而，许多现有的专业发展并不一定是有效的。为确保有效性，培训应使专

业发展与期望教师具备的教学技能和知识与期望学生发展的能力保持一致。教师还应

该学会评估学生的进步，以便了解他们的教学实践是否有效（Timperley 2008）。 

提升教师整体教学能力要侧重于学校团队合作，提供多种在校学习机会，将学校

整合到整个教师培训网络中，通过这些网络提供专家知识，扩大网络的有效性

（Reimers 2020）。在新冠疫情期间，为教师提供可远程教学的专业发展，帮助其成

功过渡到远程教学（Lavonen and Salmela-Aro 2021）。 

 

在实践中应该怎么做？ 

支持教师发展数字教学技能。教师专业发展在线计划应将教师整合到跨学校的实

践社区中，让教师能够合作应对共同的挑战。 

评估教师的数字能力，以帮助设计基于教师特定需求的专业发展计划。 

                                                

1 推荐阅读 

Lavonen and Salmela-Aro 2021, Reimers 2020 and Timperley 2008. 



支持教师获得实施加速和个性化课程的技能，重点是重新确定优先级的能力，其

中包括培养教师评估能力和学生在各种领域发展能力的能力。 

制定以学校为基础并围绕教师需求的教师专业发展计划——从而提供多种形式的

长期持续学习，使教师可以频繁地参与学习、实践、反思和进一步学习的循环。 

学校可以采用的方法包括：1) 社区实践和指导； 2）点对点学习； 3）协同实

验； 4) 行动研究。教育当局还可以将学校整合到更大的网络中，其中跨学校的交流

得到技术创新、大学和专业组织的支持，这些组织可以根据需要带来外部专业知识。

这些系统对于为教师提供进入协作社区以获得同伴支持和解决共同的教学挑战至关重

要。 

多媒体平台可以成为支持专业发展的关键资源。它们能够访问主题专业社区，为

教师提供资源，策划课程计划，并提供支持课程所需的教学资源。  



3. 在学校和其他组织之间建立伙伴关系1 

原则 

在学校和其他组织之间建立伙伴关系，通过解决学生的医疗保健需求和教育目

标，扩大学校对学生进行全面教育的能力。伙伴关系还可以增强学校的教学能力，例

如与大学的伙伴关系可以让学校接触到志愿担任教师或教师助理的学生，为学生提供

个性化的学术支持。 

 

证据 

在新冠疫情期间，许多教育系统支持远程教学模式创新。 这种模式通常依赖于与

各种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从教育技术组织到出版公司，再到电信公司，再到旨在支

持教师专业发展的其他组织（Reimers and Schleicher 2020b and Reimers and 

Marmolejo 2021）。 

 

在实践中应该怎么做？ 

根据新冠疫情对特定教育系统的影响方式，相关战略和实施这些战略的资源将随

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明显。教育领导者和学校校长可以明确当地利益相关者，并确

定他们为战略实施能够做出贡献的资产。这就要求教育领导者与其进行协商，邀请利

益相关者参与到教育系统的设计和实施，以保证教育系统能够更好地应对疫情造成的

危机。  

                                                

1 推荐阅读 

Reimers and Schleicher 2020b and Reimers and Marmolejo 2021. 



4. 与家长沟通，培养教养技巧1 

原则 

支持父母，让他们培养支持远程教育的技能。 

 

证据 

关于教养在支持儿童发展和入学准备方面的作用，以及育儿教育在提高父母效率

方面的作用，有大量令人信服的证据 (Brooks-Gunn and Markman 2005, DeBord 

and Matta 2002, Family Strengthening Policy Center 2007)。 

 

在实践中应该怎么做？ 

创建和提供高质量的计划来支持父母，以便他们能够有效地促进孩子的发展。 例

如，研究发现专注于基础识字和计算技能以及社会情感发展的结构化早期教育学习计

划是有效的。学校可以使用移动技术向家长提供这些课程。 

  

                                                

1 推荐阅读 

Brooks-Gunn and Markman 2005, DeBord and Matta 2002, Family Strengthening 
Policy Center 2007. 



5. 建立学校网络1 

原则 

增强学校的能力，扩大协作学习和解决问题的机会，并将学校整合到与其他学校

的网络中。 

 

证据 

Bryk 及其同事开发了一种基于将学校融入网络，促进联合解决问题和协作学习的

改进方法（Bryk et al 2015）。 

在疫情期间，研究发现许多教师与学校系统中的其他教师合作，以改进远程教育

策略——这些非正式网络支持了很多创新（Reimers and Schleicher 2020b）。最近

的一项研究表明，许多学校系统和网络与大学开展合作以增强他们的远程教学方法

（Reimers and Marmolejo 2021）。 

学校网络之间的正式合作可以支持教师能力的发展，同时有助于制定减少习得损

耗的战略，加强学生、教师和学校应对未来冲击的弹性机制。 

 

在实践中应该怎么做？ 

学校领导应建立学校联合网络，合作培养教师的数字教学能力。这些网络随后可

以用于解决其他挑战，实现共享资源和规模经济收益。整合其他组织，如大学或非政

府教育团体，可以提高这些网络开展工作的能力。 

                                                

1 推荐阅读 

Bryk et al 2015, Reimers and Schleicher 2020b, Reimers and Marmolejo 2021.  



  



总结 

尽管受到新冠疫情的破坏，教育仍有极好的机会来“重建得更好”。这个机会不

在于想法，而在于这些想法的实施，而实施取决于发展系统能力和财政资源，从这个

意义上说，教育战略的核心是发展系统能力。 

发展系统能力需要培养和重新设计学校的能力，反过来就需要精简教育机构的行

政交付链条。同样需要支持教育专业人员，以便他们能够连贯地推进本前面概述的七

项战略原则。 

提高能力需要发展教师、学校领导和工作人员的能力。学校可以通过与其他组织

（如大学）或具有开发技能、教学材料和其他资源专业知识的专门机构建立伙伴关系

来实现这一点。 

在这个重建过程中，家长伙伴关系尤其重要。家长在支持学生的发展和教育方面

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随着远程教学越来越多地将学校教育转移到家庭中，

他们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 

最后，我们将学校不仅仅当作一个独立的组织，而是作为可以共享资源和知识网

络的一部分，以此来提升其能力，并合作设计解决现有挑战的解决方案。 

显然，虽然连贯的战略旨在促进对现有财政资源更有效的利用，但没有财政资源

就无法执行。换句话说，教育系统不能仅基于良好的领导和良好的管理来推动有效的

教育应对新冠疫情，他们还需要资金来为战略提供资金。没有应对战略的情况下，不

将新资源用于教育系统可能是明智的。但若为了产出好的战略而不利用现有的资源是

不合理的，因为新冠疫情造成的危机而失去获取教育的机会，无疑将导致经济不能持



续增长、贫困和不平等状况加剧。所有这些都会使原本业已严峻的社会凝聚力和支持

人类繁荣的机会更加复杂化。 

这本手册的关键信息是：应对新冠疫情的教育的三大支柱应该是评估、战略和能

力，并在这些支柱之间保持连贯。正是这种连贯性产生了必要的互动，以帮助建立一

个具有更高效率和包容性的系统。 

  



结语 
 

新冠疫情惊动了整个教育系统，改变了学生和家庭的环境，并带来了更广泛的社

会挑战。教育系统反应迅速，采用了效果参差不齐的多种方法。随着疫情的继续，教

育系统未来可能会经历进一步的冲击。考虑到这一点，必须提高不同方式教育学生的

方法的有效性。 

新冠疫情期间和之后的教育需要采取一致的方法，首先要评估对学生、社区和教

育系统的影响。确定在未来教授什么以及如何教授的相关策略。这涉及创建灵活的混

合系统，将线下教学与远程教学相结合——可能会根据在学校聚集的可行性，以一种

或另一种方式进行更多的教学。 

此类策略应侧重于通过对课程进行优先排序来加速学习，以及面向所有学生。为

了实施这些战略，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必须加强学校、教师、系统、学生及其家

庭的能力。这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实现——从改进教师专业发展到建立学校网络，再

到支持学校向学习型组织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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