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副部长吴岩

在世界数字教育大会高等教育平行论坛上的致辞

尊敬的夏泽翰先生、赵厚麟先生、史忠俊秘书长，各位大使，各位中外来宾，女士们、先生

们：

大家好！非常高兴参加世界数字教育大会高等教育平行论坛。在此，我谨代表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育部，向出席今天论坛的各位嘉宾以及线上参会的各国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向一

直关心和支持中国教育事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国政府和高校、机构各界人士，表示诚

挚的问候和衷心的感谢！

21 世纪以来，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数字技术所

蕴含的巨大潜力得到充分释放，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各行业提高要素生产率的关键途径。去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提出，要“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

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昨天，我们隆重举办了“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孙春

兰副总理出席大会并致辞，她指出，近年来，中国大力推动教育教学活动与数字技术融合发

展，以数字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创新教育治理。她强调，面向未来，中国政

府将把数字教育国际合作作为扩大教育开放的重要方面，与各国一道共同努力推动数字教育

创新发展，惠及更多国家的家庭和学生。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教育数字化转型引领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

高等教育是时代发展的引领者，也应是时代变革的先行者。去年 5 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

召开了第三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大会主题为“重塑高等教育，实现可持续未来”，提出了

塑造高等教育未来的六项原则和六大变革方向，强调要用技术赋能高效的教学和研究，创新

高等教育发展新路径，重塑高等教育发展新范式。去年 9 月召开的联合国教育变革峰会上，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如果利用得当，数字革命可以成为确保人人享有优质教育、改

变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最有力工具之一，强调要促进数字学习和转型，以数字技术支撑引

领教育系统性变革。应对数字变革带来的全新挑战，改变传统的高等教育理念和范式，重塑

高等教育形态，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和行动。

首次举办的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召开的。高等教育平行论坛作为

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主题确定为“数字变革推动高等教育创新发展”，旨在探讨发挥数字

技术在重塑高等教育未来中的作用，深化数字教育国际合作，引领数字化时代的全球高等教

育改革创新发展。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当前，教育数字化正处于向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阶段。为应对数字变革和新冠疫情带来的

全新挑战，中国实施了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推动高等教育数字化全面转型，加快数字技术

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努力为世界教育数字化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中国方案。

坚持开放共享，建设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我们全面整合优质数字教育资源，上线了国家

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实现了数字资源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全学段贯通，

正在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其中，作为子平台之一的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



平台，汇聚了众多高水平大学、名师大家的 2.7 万门优质慕课，以及 6.5 万余条教材、实验、

教研等各类型资源，覆盖高等教育全部专业类，学习者一键在手、全网好课尽在眼前。我们

上线了 300 门可以线上做实验的虚拟仿真实验课，打造在线“云端实验室”。我们集聚创新

创业全要素资源，建设了“创课平台”板块，从慕课“教的好”“学的好”拓展到创课“干

的好”“创的好”，提升学生敢闯会创的能力。目前平台与课程服务访问总量 292 亿次，选课

学习达 5 亿人次，搭建起了师生教与学的智慧立交桥，已成为覆盖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全过程

的综合平台，未来将打造成一个永远在线的“中国金课堂”。

坚持融合创新，掀起一场未来教育的“学习革命”。我们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慕课为

牵引，动员广大教师开展在线学习、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等教学模式改革，持续推动信息

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目前，中国已上线慕课 6.2 万门，学习人次达 9.8 亿，慕课数量

和应用规模均居世界第一。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世界各国高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受到巨大冲击。

中国高等教育充分利用前期建设的慕课、虚拟仿真实验等数字资源，组织数以千计的学校、

百万计的教师、千万计的学生，实施了全球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在线教学实践，不仅成功应

对了新冠疫情带来的停教、停学危机，而且在全国高校掀起了一场学习的革命。广大教师投

入课堂教学改革的热情日益高涨，依托慕课等产生的新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不断涌现，教学

理念、技术、标准、方法、评价等发生了一系列变革，正在深刻改变教师的教、学生的学、

学校的管和教育的形态。

坚持公平包容，推动高等教育整体质量提升。我们实施了大规模的“慕课西部行计划”，

运用信息技术赋能教育、连接东西，推动高等教育领域教育公平和整体质量提升。一方面，

利用东部师资与技术优势，打破时空限制，将优质慕课、虚拟仿真实验等优质资源输送到西

部高校。另一方面，开展常态化师资培训，帮助西部教师因地制宜用好优质资源，提升西部

高校教育教学“造血”功能。仅 2022 年，就帮助西部高校开展混合式教学 177 万门次，参

与学习学生数 2.5 亿人次，有力支持了中国西部高校提升教学质量、学习质量，缩小区域差

距，弥合教育鸿沟，促进教育公平，惠及每一位师生。

坚持合作共赢，为世界高等教育作出中国贡献。技术跨越国界，教育饱含温度。疫情期

间我们推出了爱课程、学堂在线两个在线教学国际平台，上线 1000 多门多语种国际课程，

向全世界大学生和社会学习者免费开放，参与学习人次达 66.9 万，覆盖 177 个国家和地区，

可谓是“山川异域，慕课同学”。我们组织召开了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

大会、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大会，发起成立了以世界数字教育联盟、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联

盟为核心的国际交流机制，组织了超过数十场全球在线教育高端对话活动，开设了全球融合

式课程，11 个国家的 13 所世界著名大学实现了互认学分，推出了聚焦人类命运重大议题的

英文全球公开课，吸引了 730 万全球学习者。可以说，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化的快速发展，也

为世界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注入了中国活力。

坚持理论引领，指引高等教育数字化科学发展。2022 年 12 月 9 日，在世界慕课与在线

教育大会上正式发布了世界首份高等教育数字化报告——《无限的可能：世界高等教育数字

化发展报告》，引发全球关注。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联盟秘书处组织了全球 72 所高校、机构

的 200 余位专家，全面搜集梳理了五大洲 50 余个国家和 26 个国际组织的教育数字化战略举

措、主要经验成就，编写形成该《报告》。《报告》凝练了九大共识、三大趋势和四大变革，

针对目前面临的挑战，提出未来 10—15 年教育数字化发展六条倡议。这份报告有三大亮点：

一是总结提出了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的三大趋势：即数字革命加快高等教育系统性变革，世

纪疫情挑战提升高等教育防范和抵御冲击的整体能力，可持续发展重塑高等教育理念、模式

和实践。二是开创性提出世界教育数字化发展的转化、转型、智慧三阶段论，并从育人方式、

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四个方面观察分析世界高等教育数字化的变革与挑战，为世

界高等教育数字化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三是《报告》首次发布世界高等教育数



字化发展指数，建构了一整套科学先进的多维评价指标体系，可以直观呈现高等教育数字化

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存史、预警、导研、资政价值。《报告》和发展指数的发布对于探讨

教育数字化内在发展规律、考察各国发展状况、寻求未来发展策略等具有重要理论和政策价

值。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在全球各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迅猛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高等教育数字化的道

路上，我们还面临着诸多挑战，例如数字化鸿沟依然存在，教师通过数字技术创新教学的能

力有待提升，共建共享与协同合作仍存在阻碍，数字化教学中知识产权、个人隐私等问题日

益突出并亟待解决等，需要国际组织、各国政府、高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我们愿意秉持“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同各国一道积极探索教育数字化国际合作交流新机制，共同推动数

字教育未来新发展。

一是深化全球合作，构建全球数字教育共同体。强化新兴技术、优质平台及数字资源在

全球范围内的共建共享，构建更开放的全球高等教育新格局。以更加公平、全纳的高等教育

为目标，缩小数字鸿沟，使优质数字资源惠及所有群体。构建更加完善的全球合作机制，支

持各国高等教育机构建立和提升数字化转型所必须的政策体系、软硬件条件以及人员素养，

推动学习革命与高等教育变革，确保公平包容的优质教育。

二是加快数字转型，重塑数字化育人新范式。深入探究数字时代学生成长成才规律，革

新教育观念、内容和方法，全面提升人才培养水平。推进数字信息技术学科与其他学科交叉

融合，构建人才培养与科研新范式。强化师生数字素养培育及数字化胜任力评估，着力培养

引领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与世界未来发展的高水平创新人才，促进人类社会全面进步。

三是强化技术赋能，培育高等教育新形态。深化新兴技术应用，加快育人方式、办学模

式、管理体制和保障机制数字化转型，以技术重塑高等教育形态；加强产学研合作，深化数

字技术在各类教育场景中的应用，推进数字化智能化公共服务平台、智慧教育工具、教育大

数据资源的共建共享，加快智慧校园与云端大学建设，实现更加智慧的高等教育；探索融合

式教学与智慧教学新形态，为学生提供更精准、高效的在线学习体验。

四是完善治理能力，提升全球数字化公共教育产品服务水平。重视全球高等教育数字化

转型背景下的教育大数据治理，提升高等教育领域数据资源建设、管理与应用能力，关注高

等教育数据质量与数据安全，保护个人隐私和知识产权，积极解决数字教育伦理问题；总结

全球在教育数字化进程中的建设经验，提升全球高等教育数据治理能力；完善全球高等教育

治理规则，探索建立数字化高等教育质量标准体系，积极探索国家、高校间数字化课程共享

和学分、学历、学位互认新机制。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技术赋能教育，教育塑造未来。数字化正在催生学习革命，这场革命将使有教无类、因

材施教更为可能和便捷，个人的学习力和高等教育的生产力都将得到进一步释放。我们坚信，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各国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将更加紧密，让我们携起手来，建设全球数字

教育共同体，共同打造更加公平、更有质量、更加美好的未来高等教育，为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共创人类的美好未来作出新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