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 年前，也就是 1996 年，雅

克·德洛尔任主席的国际21世纪教

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

一份名为《教育——财富蕴藏其中》的

报告（简称“德洛尔报告”）。该报告提

出，“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生

存”和“学会共存”是建立终身教育体

系的支柱。其中，“学会共存”是核心

与基础。报告的发表在全球引起了强

烈的共鸣，极大地影响了世界教育的

变革。“与差别共存”已成为世界和

平发展的主题。

“学会共存”的教育强调，应使

每个人都能够通过对世界的进一步认

识来了解自己和了解他人；教育不仅

应该使个人意识到他的根基，从而确

定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而且应

致力于使他们学会理解差异、尊重其

他文化；教育变革的途径是尊重多元

性、相互了解，在面对人类共同的问

题时，开展理性对话、增进国际理

解，把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议题作为

共同学习项目；通过教育，增进对他

人的理解和对人类相互依存的认识，

共同促进人类社会的包容性发展。

“德洛尔报告”发表20年了，世

界政治、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

化冲突、种族冲突、宗教冲突、贸易

壁垒、环境恶化仍是困扰人类生存与

发展的巨大障碍。一方面，全球化已

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世界上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族群，都不

可能置身于历史潮流之外而独善其

身。另一方面，由文化、民族和宗教

冲突引发的人道主义灾难，引起了许

多国家的恐慌。如美国总统候选人特

朗普对墨西哥人和穆斯林移民的敌

意，德国和英国宣布多元文化主义破

产，法国通过了多项限制宗教习俗的

法案，等等。今天，我们重新审视人

类共存的意义和实现人类共存的障

碍，把与“学会共存”相关的文化理

解、文化尊重教育纳入到各级教育目

标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不分种族、文化、贫富、性别

的差异，能够相互承认、相互理解与

尊重，和平地生活在我们共同拥有的

世界上，这是人类经过无数战争、冲

突和磨难得出的共识，是人类追求的

共同目标。“学会共存”教育的基础

是人类的普遍文化价值，即对生命的

尊重、对人的权利的承认和对理性的

信念。教育的过程是在文化互动中，

人们对普遍文化价值的建构过程。在

这个过程中，人类既体验着文化的差

异，同时也分享着文化差异带来的惊

奇和喜悦。“学会共存”教育就是通

过系统化的课程与教学设计，使学生

从全球视野出发，重建民族认同与国

家认同，并促使学生思考在全球系统

中不同文化、族群相互依赖、合作与

承诺的意义，以此缔造世界的永续和

平。报告发表以来，人们以不同的理

念和方式建构并实践着“学会共存”

的教育理想。和平文化教育、国际理

解教育、世界公民教育都是“学会共

存”教育的具体实践。

“学会共存”教育不是针对少数

族群的教育，是全民教育，应该将其

渗透进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目标之中。

具体来说，应当注重提高学生的跨文

化意识，包括思维方式的跨文化倾

向、社会交往的跨文化能力、观察问

题的跨文化视野；引导学生以超越个

人、族群利益的视野和观点思考问

题，包容多元社会中个体间的差异，

保持对每个社会成员文化特性的理解

和尊重。让学生在多元文化教育环境

中学会“与差别共存”，紧迫而又意

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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