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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能力举世关注。本文主要以国际学生
评 估 项 目 （PISA） 和 麦 可 思 研 究 院 （My-
COS） 等研究结论对中国学生关键能力优势与
不足展开分析。

中学生：

中国四省市学生关键能力素养表现
优异，但创新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能力不
足，需要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社
会适应能力

对于中学生关键能力的研究，比较典型的
是我国 2006 年以来引进的 PISA （国际学生评
估） 测试项目。PISA 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进行的 15 岁学生 （大多处于初三或
高一） 阅读、数学、科学能力评价研究项目。
它主要考查义务教育末期学生是否掌握参与今
后社会生活所需要的问题解决能力和终身学习
能力。PISA测试内容主要包括阅读素养、数学
素养及科学素养，这三个领域组成了 PISA 评
估循环核心。每三年举行一次，最近一次测评
是在 2022 年 9 月 （PISA2022），此次测评的亮
点是新增了面向所有项目参与国15岁学生的创
造性思维测评项，目前正在进行中，相关结果
要在 2024 年才能发布。有观点认为，PISA 已
经成为在国际水平上审视中国义务教育发展成
效的重要标尺之一。

2019 年 12 月 ，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OECD） 公布了 2018 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 2018） 的测试结果，这一结果引起了
全球教育界的广泛关注。2018 年 PISA 测试内
容仍为阅读素养、数学素养及科学素养三个领
域，但重点考察数字化阅读。在这次测试中，
我国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四省市的 361所
学校的 12058 名学生参与了测试。结果显示，
我国参测学生在阅读、数学、科学三项关键指
标上的平均成绩为555分、591分、590分，均
排名第一。在阅读、数学和科学方面达到基础
水平及以上的比例为 94.8%、97.6%和 97.9%，
基本素质达标率也是第一。此外，我国学生在
认知激活教学指数上为0.56，在所有参加测试
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 3。该研究认为，中国
四省市学生测评结果成绩突出、优势显著，呈
现优质均衡发展的良好态势，学生关键能力素
养具体表现：

平均成绩第一。即学生阅读、数学、科学
三项关键能力素养测评结果居参测国家 （地
区） 第一。第一、在阅读方面，中国学生的平
均成绩为 555分，排名第一。这个成绩表明中
国学生具备较高的阅读素养，能够有效地获
取、理解、分析、评价和交流信息。这得益于
中国教育体系中对阅读能力的重视，以及中国
学生自身的努力和良好的家庭阅读习惯。第
二、在数学方面，中国学生的平均成绩为 591
分，排名第一。这个成绩表明中国学生具备较
强的数学素养，能够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
题，具备较好的逻辑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这
得益于中国教育体系中对数学教育的重视，以
及学生自身的努力和良好的数学学习习惯。第
三、在科学方面，中国学生的平均成绩为 590
分，排名第一。这个成绩表明中国学生具备较
强的科学素养，能够运用科学知识解决实际问
题，具备较好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探究能力。这
得益于中国教育体系中对科学教育的重视，以
及学生自身的努力和良好的科学学习习惯。

单项差异较小。即学生的阅读、数学、科
学三项关键能力素养差异小。根据测试结果，
中国学生在阅读、数学和科学方面的平均成绩
分别为 555 分、591 分和 590 分，均排名第一。
同时，在阅读、数学和科学方面达到基础水平
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 94.8%、97.6%和 97.9%，
也均排名第一。经统计分析，有研究认为，中
国四省市学生阅读、数学、科学关键能力素养
得分的标准差及在三个测试领域分别处于第95
百分位与第5百分位的学生成绩差都要比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测评的平均水平和
新加坡的水平低，表明中国四省市学生的阅
读、数学、科学关键能力素养表现差异在国际
水平上较小。

具有双重优势。即中国四省市学生关键能
力素养表现具有顶端与底部双重优势。三科测
试中中国四省市属于低水平表现者的学生比例
均较小，具有底部优势，而属于高水平表现者
的学生比例又较高，故又兼具顶端优势。从在
所有参测国家 （地区） 素养高水平学生总量中
的占比来看，参测国家 （地区） 数学素养达到
高水平的学生，21.7%来自中国四省市，排名
第一；参测国家 （地区） 阅读素养达到高水平
的学生，13.4%来自中国四省市，排名第二；
参测国家 （地区） 科学素养达到高水平的学
生，22.3%来自中国四省市，排名第二；参测
国家 （地区） 3个领域素养表现均达到高水平
的学生，25.2%来自中国四省市，排名第一。

在 2018 年 PISA 测试中，中国四省市学生
在关键能力素养方面表现优异。这种表现既展
示了中国教育体系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方面的
优势和学生自身的努力和良好的学习习惯，同
时也为教育体系的持续改进提供了有益的参
考。然而，尽管中国四省市学生在 PISA 测试

中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教育是
一个持续改进的过程。为了进一步提升学生的
关键能力素养，我们需要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
质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批判性
思维能力，并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社会
适应能力。

本科生：

专业知识扎实、实践能力强、具有良
好的职业素养，但在创新能力、团队合作
与沟通能力方面有待加强

工作能力是关键能力的助推器。麦可思参考
美国 SCANS 标准，把基本工作能力分为 35 项。
根据麦可思的工作能力分类，分别是理解与交流
能力、科学思维能力、管理能力、应用分析能力
和动手能力。2023年麦可思对本科生工作能力研
究发现：毕业生能力达成是实现高质量就业与职
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本科毕业生能力达成
效果持续增强，其中在理解与交流能力方面整体
达成效果较好；与此同时，面对数字经济发展和
产业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技术迭代和工作岗位更替
速度的不断加快，毕业生创造、解决复杂问题、
主动学习等方面的能力以及信息素养、数字技能
亟待进一步提升。素养提升方面，毕业生在校期
间积极进取意识、乐观态度、遵纪守法观念均获
得了较为明显的提升。

麦可思研究结论：一是本科毕业生毕业时掌
握的基本工作能力水平稳步提升。从近五年的数
据来看，全国本科毕业生毕业时掌握的基本工作
能 力 水 平 从 2018 届 的 57% 上 升 至 2022 届 的
60%。从不同院校类型来看，“双一流”院校、地
方本科院校近五年分别上升了 2 个、3 个百分
点，2022届均达到60%。二是本科毕业生能力达
成效果持续提升。从近五年的数据来看，全国本
科毕业生的基本工作能力满足度从2018届的84%
上升至 2022 届的 88%。从不同院校类型来看，

“双一流”院校和地方本科院校毕业生的基本工
作能力满足度均呈现上升趋势，2022届分别达到
87%、88%。三是本科毕业生在理解与交流能力
方面整体达成效果较好，应用分析能力及动手能
力亟待提升。从毕业生各类基本工作能力的重要
度和满足度评价来看，2022届本科毕业生管理能
力中的谈判技能、解决复杂的问题、说服他人等
能力，应用分析能力中的设计思维、疑难排解、
系统评估等能力，动手能力中的电脑编程能力的
重要度相对较高。其中，设计思维、疑难排解、
电脑编程能力的满足度均相对偏低。

综合在麦可思的本科生工作能力分析中，他
们对中国学生的工作能力进行的深入剖析，从学
生关键能力的视角，可以得出了以下结论。

中国本科生关键能力的优势：专业知识掌握
扎实，麦可思在对中国本科生的专业知识掌握程
度进行调查时发现，大部分学生能够在大学期间
较好地掌握所学专业的知识。这得益于中国教育
体系中对专业知识教学的重视，以及学生对专业
知识的认真学习和积累。实践操作能力强，中国
本科生在实践操作方面表现突出，他们在实习或
工作经验方面表现出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动手
能力。这与中国教育体系中注重实践教学的传统
有关，很多学校为学生提供了实习机会，加强了
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职业素养良好，中国本科
生具备较高的职业素养，他们通常具备良好的职
业道德和职业操守，能够遵守工作规范，积极履
行工作职责，赢得了雇主的好评。这与中国教育
体系中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思路有关，也与
学生对自身职业发展的重视有关。

中国本科生关键能力的不足：创新能力有待
提高，虽然中国本科生在实践操作方面表现出
色，但在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方面相对欠缺。他
们往往在面对新问题时，缺乏足够的创新思维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难以提出新颖的解决方案。这
可能与教育体制和教育方式有关，需要加强对学

生创新思维的培养。团队合作能力有待加强，麦
可思发现，部分中国本科生在团队合作方面存在
一定的问题，他们需要更好地适应团队环境和合
作模式。在团队工作中，他们可能缺乏足够的沟
通技巧和合作能力，无法有效地与团队成员合作
完成任务。这需要学校加强对学生团队合作能力
的培养。沟通能力有待提高，沟通能力对于毕业
生在职场中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部分中国本
科生在沟通技巧和表达能力方面存在不足，需要
加强这方面的训练和实践。在工作中，他们可能
无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或者无法有
效地与同事、领导进行沟通。这需要学校加强对
学生沟通能力的培养。

高职生：

专业技能扎实、实际操作能力强、团
队合作能力强，但理论知识掌握不够深
入，创新和沟通能力有待提高

据麦可思2023年高职毕业生能力分析，毕业
生能力达成是实现高质量就业与职场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前提。高职毕业生能力达成效果持续增
强，其中在理解与交流能力方面整体达成效果较
好；与此同时，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和产业数字
化转型的深入，毕业生信息素养、数字技能亟待
进一步加强；此外，面对技术迭代和工作岗位更
替速度的不断加快，毕业生终身学习意识仍需强
化。素养提升方面，毕业生在校期间积极进取意
识、乐观态度、遵纪守法观念均获得了较为明显
的提升。

麦克思研究结论：高职毕业生毕业时掌握的
基本工作能力水平稳步提升。从近五年的数据来
看，全国高职毕业生毕业时掌握的基本工作能力
水平从2018届的54%上升至2022届的58%。

结合麦可思的研究结果，我们可以总结出中
国高职生关键能力的优势与不足：

中国高职生关键能力的优势：一是专业技能
扎实。中国高职生在专业技能方面表现出了较高
的水平，这是他们在工作中最大的优势之一。通
过系统的学习和实践，他们能够熟练掌握本专业
领域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二是实际操作能力强。中国高职
生在工作中展现出了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这使
得他们能够快速适应工作岗位的需求，并灵活解
决实际问题。这种能力对于企业来说非常重要，
也是高职教育的核心目标之一。三是团队合作能
力强。中国高职生在团队合作方面表现出了较强
的能力，他们注重团队合作，能够积极融入团队
环境，与同事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完成工
作任务。这种能力对于现代企业来说非常重要，
也是高职教育的重要培养目标之一。

中国高职生关键能力的不足：一是理论知识
掌握不够深入。尽管中国高职生的实践操作能力
较强，但在理论知识掌握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
他们需要加强理论学习，深入理解和掌握专业知
识，以更好地应对复杂的工作任务和问题。二是
创新能力有待提高。中国高职生在创新思维和创
新能力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他们需要注重培养
创新思维和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随着科技的不
断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变化，创新能力已经成为企
业所重视的重要能力之一。三是沟通能力有待加
强。虽然中国高职生能够适应团队合作的环境，
但在团队合作中的沟通协调和合作能力方面仍需
提高。他们需要更好地理解团队工作的模式和流
程，提高在团队中的协作能力。同时加强语言表
达和沟通技巧的训练以提高沟通效率和质量也是
非常重要的。

［作者万作芳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作者高长平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级访问学者，
重庆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科研研究员。本文系中国教
育科学研究院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中国式教
育现代化新道路的实践探索与经验概括”（项目编
号：GYI2022001）的研究成果之一］

“张唇植髭，公正果断，是他做事的
风格；德才兼备，兢兢业业，是他为师
的素养；宝刀未老，发鬓微霜，他言
笑，为学生，又何妨？匆匆三年，青丝
成雪，他用一颗心，脉动一群人的心；
用一腔温暖，催开无数朵青春之花。我
们，都是他的孩子！荣获‘亲爹奖’的
是：初三年级主任张德宝老师。”当北京
理工大学附属中学老师、北京市骨干班
主任张德宝在北京海淀敬德书院会议室
演讲中播放这段视频时，会议室里与视
频中同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在 2015 届初三年级毕业典礼上，张
德宝意外地收到了学生们饱含深情为他
颁发的奖项——“亲爹奖”！潜心投入教
育事业 40 多年的他，激动得泪流满面。
在张德宝看来，孩子们的这一真情表
达，是对自己几十年教育教学生涯的最
高褒奖。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科
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
撑，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强调加强师
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弘
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为贯彻好这一精
神，促进全海淀区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北京市海淀区敬德书院从 2023 年初开始
举办了敬德会讲暨海淀教师育人故事讲
述系列活动，几十位老师有机会和会内
会外听众分享自己的故事。12 月 23 日
是今年的第 4 期会讲，也是 2023 年的收
官之讲。这天的主角是北京理工大学附
属中学的师生们。

随着艺术沙画视频的播放，北京理
工大学附属中学 73 年的校史徐徐展开，
在校歌的回响中，北理工附中的学生们
充满自豪、骄傲地回望母校 73 年来的踔
厉奋进，孩子们脸上洋溢着自信和荣光。

随后，北理工附中的老师们步履矫
健、精神抖擞地走上前台，在舒缓流淌
着的音乐声中，声情并茂地讲述着一个
个触动心弦的北理工附中几代教育人前
世今生的感人瞬间。

经历速中、预科到普教三个历史时
期的创校校长彭鸿瑄，承办预科时，面
对从部队招收的士官生学业水平差异
大，无法同班上课的困难，她提出分层
教学，分学段毕业，从而稳定教学秩

序，保证了教学质量，为大学输送了不少
国家未来的军工人才。彭鸿瑄校长为打造
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积极进取的教师队
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继任者王杏村校长
则狠抓科研，让附中的教改换了新颜。

全国模范教师、特级教师文伟指着一
张英语课辩论赛照片中的小田，激动地
说，“英语30多分却积极做辩手，当时看见
满头大汗的小田羞涩骄傲的笑容，我热泪盈
眶，因为折断翅膀的天使回来了！”这位初
一时屡屡将拳头伸向同学的小田曾学过武
术，武术教练的父亲教育孩子的方式就是拳
脚。文伟加小田微信后发现，他的微信图像
是希特勒，因为他崇拜希特勒的强大。文伟
一方面跟他聊天，带他一起读 《奥斯维辛：
一部历史》，一起为书中被纳粹残忍杀害的
千万生命流泪，小田逐渐认识到没有人性的
武力不是强大而是人人唾弃的暴行；另一方
面，文伟与班主任合力让小田画板报，以发
挥他的艺术天分，班会上表演自创相声。就
这样，慢慢地，那双动辄伸向同学的拳头变
成了修理课桌板凳的巧手，虽然英语成绩依
然只有 30 来分，但文伟说，“守护学生成
长，做不选择学生的教育，见证孩子们拥有
自我生长的力量，这是教师的幸福，也是教
育的意义！这更是一种传承！”

短短一个小时的讲述让在场的专家和
媒体人被激发了，大家看到了教育家精神
在北理工附中闪耀，看到了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师德的论述，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的要
求，已经通过教育部、北京市教委、海淀
区教委，通过学校落地，转变为老师们的
实际行动。曾经在北理工就读和教书的中
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眼含热泪地回忆自
己的北理工附中岁月，同时也提醒老师
们，“智和德分不开，作为老师，要有爱
生的热情，也要不断提高自己，这样，自
己对孩子的影响力就会更大。”人民政协
报教育周刊主编贺春兰说，“作为一个媒
体人，我在为老师们叫好的同时，也激发
了自己的使命感，要更好地将老师们奋斗
的故事挖掘出来传播出去，从而为师道尊
严赢得更好的舆论环境。”北京教育科学
研究院副院长熊红表示，“北理工附中的
会演是对大力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的一
次汇报、一次交流、一次展示，是对‘传
承师道，成就良师’的最好诠释。”

听老师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见证北京市海淀区师德师风建设探索

本报记者 徐艳红

编者按：
在全球化、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社会背景下，教育目标已经从单纯的知识传递转向了全面培养学生的关键能力。众

多研究认为，关键能力是指那些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普遍存在，且对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能力。这些能力
包括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合作与沟通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等。

在新的一年即将开始之际，让我们借助已有研究成果，看看2024年，我们的孩子还需要强化哪些关键能力。

我国学生的关键能力怎么样？
万作芳 高长平

为 了 提 高
我国学生关键
能力，中学生
应侧重于综合
素质提升，本
科生应在此基
础上提高专业
技能水平，高
职生应加强理
论 知 识 的 掌
握。我国各类
学生均存在创
新思维、批判
性思维，以及
团队合作与沟
通能力的不足。

12月24日，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
心、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整体改革专业委员
会、北京圣陶教育发展与创新研究院共同主办的“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与新时代德
育”学术研讨会暨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与新时代德育研究》
开题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

组织方介绍，该研讨会旨在为统筹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开展新时代德育
研究汇聚智慧力量。来自全国大中小学及幼儿园的四百余位嘉宾围绕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
化建设与新时代德育深入交流。

图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普陀区洵阳路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朱乃楣在会上分享
学校思政一体化的实践探索。 （徐艳红 摄影报道）

2023年敬
德会讲暨海淀
教师育人故事
宣讲会上，北
京市骨干班主
任、在北京理
工大学附属中
学 2015 届 初
三年级毕业典
礼上被学生授
予“亲爹奖”
的 张 德 宝 老
师，正在分享
自己的故事。

徐艳红 摄

20242024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开考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开考。。新华社发新华社发（（唐克摄唐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