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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受教育的杈利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将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按照大会1 9 8 1年1 2月 

1 6日第36/152号决议第6段规定提出的报告转交大会各会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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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总干事关于受教育权利的报告

导言

1。 按照联大第34/170号决议并根据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第1 0 9届会议

( 1980年4月30至6月6日）通过的第7.1 .1号决定，总干事向联合国大 

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关于受教育权利的初步报告。

2。 该报告叙述了教科文组织进行哪些活动来促进受教育的权利并支援发展 

中国家的教育和人员培训工作。该报告强调，第34/17(>f决议所述的原则和 

行动方针，同教科文组织自成立以来所执行的计划的大目标和主要趋向有许多相 

似之处。报告指出，教科文组织组织法第1条所述的宗旨是这个组织的计划要 

遵循的目标，而教育的民主化又是计划的一个重点。这一点可以从下述事实看 

出：教科文组织经常计划拨给教育的经费在1 9 7 9— 1 9 8 0两年期达5610 

万美元，比1 9 6 9—-1 9 7 0年增加了三倍。用于教育的予算外经费也增加 

了，在1 9 7 9—-1 9 8 0年为9 2 7 0万美元。因为教育的需要太大，教科 

文组织的计划和计划内各领域的活动是否扩展基本上要看是否有领外经费而定，

包括因裁军而节省下来的费用在内。

3。 联大在审查了该报告之后，通过了关于受教育杈利的第35/191号决议， 

其中请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按照第34/170号决议及该组织在这方面的经验，就各 

会员国在执行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时为切实实施受教育权利在国 

家和国际一级最适宜采取的措施，向联大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___ 4。总干事将上项决议以及教科文组织在这方面所采措施的情况概要送交教 

科文组织执行局舍厂1 2届会i义（1981年5月13日呈27日），并请执行

局指示，如何按照联大的要求行事。执行局第5 . 1。3号决定请总千事基本 

上根据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1980年9月23日至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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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的关于编制1 9 8 4—1 9 8 9年中期规划的第1 0 0号决议的附件的有关 

部分，向联大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一份临时报告。

5。 这份临时报告（A/36/524 )指出，初步报告（A/35/148 )所述的 

主要趋势已在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通过的三年期（1981 —1983)计 

划和预算中得到落实。根据所提供的资料可以看出，“在这三年期间，教科文 

组织的经费有很大一部分将用来邦助落实受教育的杈利，并邦助各级人员的培训 

工作，以促进发展”。报告扼要介绍了三年计划打算进行的有关活动，例如： 

全面扫盲工作（普及初等教育和成人识字班同时并举），科技教育和当地发展加 

强挂钩，普及和改善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并加强与普通教育的联系，为援助处境 

最坏的国家和团体而采取的特别措施，使妇女得到平等受教育机会和使她们充分 

参与发展的工作，正式和非正式教育对综合农村发展的贡献，使身心残废的人可 

以过有益生活的计划等。

6。 临时报告还指出，不仅是1 9 8 1 — 1 9 8 3年的计划和预算反映了教 

科文组织自成立以来对实现受教育权利的重视，而且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二十一届 

会议通过的关于1 9 8 4—-1 9 8 9六年期中期规划的第1 0 0号决议也重申十 

分堇视这一杈利；该决议的有关部分已列为临时报告的附件。临时报告说，

“大家日益看到，充分享受教育的权利不仅是在道德上必须履行的责任，而且是 

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报告还指出，关于第二个中期规划的决议 

重申了教育民主化问题，并且今后的方案的中心工作H该是使受教育的权利得以 

成为事实。

7。 联大第三十六届会议在审议了上述临时报告后，通过了第36/152号决 

议，其中执行部分分别提到各国，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以及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决议请各国“考虑采取适当的立法、行政和其他措施，包括提供物质保证在内， 

以确保普及教育权利的充分实现”，“并给予一切必要注意，用更精确的方式来规 

定和决定，如何执行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中有关教育的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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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规定”。决议还吁请“所有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提供研究金或用其他 

方式，包括全面增加教育和训练经费，积极支援发展中国家为教育和训练其本国 

工、农业和其他经济社会部门所需人员而进行的工作”。

8。 联大同一决议请各专门机构与教科文组织合作，“在按照联合国第三个 

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执行各项方案和项目时，保证使教育成为高度优先事项”。 

最后，决议请教科文组织总千事根据该组织1 9 8 4—1 9 8 9年中期规划草案 

所定的办事准则，就联大第35/1 91号决议和本决议所述各项问题，向联大第三 

十七届会议提出一份报告，以期使受教育的权利得到充分实施。

9。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已将上述联大第36/152号决议提请执行局第I I 4 

届会议（1 9 8 2年5月5日至2 1日）注意。执行局第7 . 1 . 3号决定表 

示，除其他外（全文见附录一），欢迎联大邀请各专门机构“与教科文组织合作， 

以保证在执行国际发展战略时使教育成为高度优先事项”，同时又指出，在定期 

送给秘书长的文件中，“载有按照联合国大会决议的规定应请其注意的关于受教 

育杈利的教科文组织活动资料”，并请总干事“向联大第三十七届会议提交一份 

报告，列入1 9 8 4—1 9 8 9年中期规划草案的有关部分”。本报告及有关 

附录就是根据这一决定提交联大的。

教科文组织1 9 8 4 — 1 9 8 9年中期规划草案中的受教育的杈利 10 11

10。 首先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报告所根据的这份中期规划还是一个草案， 

有待教科文组织各会员国召开第四届特别大会（1 9 8 2年1 1月2 3曰至12 

月3日）予以审议和作出决定了

11。 不过，由于总干事在编制这份第二个中期规划时总是尽可能地遵照大

会和执行局给他的指示办理，特别是由于给他的指示中要他同会员国广泛磋商， 

因此不妨认为，草案所述关于受教育权利的问题和重点，相当准确地反映和综合 

了各会员国的意见。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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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要充分了觯规划草案如何就受教育权利的实现和本国人员的培训（后者原 

是联合国大会要求知道的问题）作出规定，尤其要了解教科文组织如何在其职权范 

围内设法满足各会员国的需要，用一整套计划来体现和支菝这些规定，当然最妤读 

—遍中期规划草案全文。但是.为了节约.加上文件页数有一定的限制.无法把 

整个草案列为本报告的附件。不过.草案已分送教科文组织各会员国、联合国系 

统各组.织以及其他政府间和非政府的许多国际组织。联合国秘书处和教科文组织 

駐联合国联絡处也有草案的六种语文本可供参阅。因此•本报告只将中期规划草 

案（1984 — 1989)特别有关的几个部分列举如下。

13. 除了前言和关于“经费说明”的附录外，教科文组织中期规划草案（1 9 

8 4 — I 9 8 9 )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世界问题的分析•并指出教科文 

组织针对这些活动所采行动的重点；第二部分则包括一系列主要计划。每一个主 

要计划包括好几个相关的计划，而每一个计划又由行动战略.行动的目标和原则以 

及一系列分计划组成。

14 .对世界问题的分析自然反映了联大对受教育权利和本国人员培训问题的关 

注。因此，在“不对称和不平等”这一节中指出：全世界现在约有8.14亿成年 

人是文盲，1.23亿学龄儿童失学（第2 0段）；整个发展中国家有41%号的成 

年人是文盲•有些国家的文盲率高达60%，而文盲之中妇女占60% (第2 5段） 

草案因此指出，“文盲也就是没有实现受教育权利造成的结果，从文盲可以看出一 

个社会的情况；文盲及其所产生的后果.是对国际社会的严重挑战”（第2 5段）。

15.在分析世界问题这一都分的随后一节“教育和社会”里，有好几段（第 

M3至156段）从数量和质量的不同角度讨论受教育权利被剥夺的情况。在扼 

要指出“过去二十年来教育在全世界取得了空前的发展”之后，分析表明（第145 

段），“尽管教育取得了重大进展•在许多国家.教育民主化的目标还远未实现a 

当今世界有许多不平等的现象，而文盲的继续存在乃是最严重的一种不平等【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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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段）。除此之外，在受教育的机会方面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尽管某些 

械市边缘地区的居民、残废者、某些少数民族、移民工人和难民也缺乏受教育的机 

会.但不平等的现象在农村尤其严重。在许多情况下，女孩和妇女的处境也是如 

此”。

16. 关于训练本国人员以促逬发展的问题，上述“教育和社会”一节有好几段 

谈到，但“科学、技术与社会” 一节又直接讨论这个冋题。分析强调，把科技用 

于发展是好几个因素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培养研究人员和 

专冢”。分析接着指出（第128段）：“在这方面，应该強调教育在三个方面 

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首先是在科学和技术各学科的各类特殊教育，为了从事研究 

和提高技术而拟订训练课程，这种教育是不可缺少的。其次是一般科技教育.它 

有两种功能，一方面是为进一步培训打好基础，一方面是教育学生了解科学精神.

引导他们逬入由技术产品和技术程序构成的世界。最后是针对全人类的整个教育, 

它是文化得以绵延更新的必要条件•并将科技有计划有步骤地纳入社会生活”。

17. 在分析了世界问题之后.中期规划萆案（1 9 8 4 — I 9 8 9 )最后一节

谈到教科文组织在1 9 8 4 — 1 9 8 9年期间的任务。这一节扼要叙述了 I 3个 

主要计划（共分为五大基本任务，分别在该文件的第二部分详加说明）。由于其 

中一些主要计划将在下文分别讨论，这里只引述两段。例如关于“大众教育”的 

主要计划，草案指出（第190段），“其主要目标是协助普及教育，消除文盲. 

这是国际社会在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文件中作为优先项目明确提出 

的基本宗旨，也是各会员国在关于编制》^期规划的咨询答复中首先提出的基本宗旨- 

这个主要计划还涉及教育和终身教育:的民主化、男女教育¥等以及处境最不利人群 

接受教育和教育成效等专门冋题”。此外，在讨论“教育/培训和社会”的主要 

计划时，草案指出，“关于一般培训问题的活动也列入这个重要计划.这是因为有 

人提出应该在中期规划内特别直视培训工作”（第194段）。 。^

18. 至于中期规划的第二部分，上文已经说过，要充分了解关于实施受教育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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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和本国人员培训的各项规定，要了解这些规定如何体现在整个互相关联的计划中 

并从中得到兖助，必须读一遍中期规划草案全文。为了方便看不到草案全文的读 

者，下面列出本报告不拟特别讨论的各主要计划的名称，让他们对计划的范围和复 

杂性能有一些了解：

工.对世界问题的探讨和预测性研究 

工工I.交流为人类服务 

VII.情报体系和接触知职 

v工工I.发展行动的原则.战略和方法 

工X.科学.技术和社会

X. 人类环境与陆地和海洋资源

XI. 文化和未来

X工工.消除偏见、偏执，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 

XIII.和平.国际了解.人民自由和人权

19.关于其他四个主要计划，不妨指出，主要计划IV “教育政策的制订与实 

施”是其他三个主要计划（工工.V■和VI j的基础•而后三个计划则比较明白而直 

接地谈到受教育的权利和（或）本国人员培训问题9 为了节省篇幅，这里只列出 

各计划和分计划的名称.不再加以说明：

工VI.促逬教育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加强国冢在教育规划、教育行政管理和教育 

经济方面的职权

工V. 1.1促逬教育政策 

工V. 1.2改逬教育规划和行政管理 

IV. 1.3教育经费

I V. 2 教育科学及其在教育过程革新中的应用

工'2.1促进教育科学的研究、探讨与改革以及教育改革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工V. 2.2改革教育内容 

IV. 2.3改革教育方法

工V. 3 培训教育人员的政策和方法

工t 3.1综合培训政策和计划以及教育人员的地位 

工V. 3.2改进教育人员在服务前和在服务时的培训

工V. 4.手段和基础设施------ 倩报系统、教育场所和教育工业

工V. 4.1发展教育情报的交流 

I V. 4.2设计和建立教育基础设施和教育场所

IV. 4.3发展教育工业

20.主要计划VI “科宇及其在发展中的应用”很自然地会讨论到培训问题， 

因为任何国冢如果没有在这些领域培训本国人员，就根本不可能把科技潜力用于发 

展。 “行动战略”这一节指出.在这个主要计划下开展行动有两个相辅相成的办 

法.其中一个办法是“支持各国建立和发展科技培训和研究的机构和活动”（第 

6034段）。在这个主要计划下的五个计划基本上都分别体现了这一办法。

⑻计划VI. 1 “自然科学领域内的研究.培训和国际合作”的一个目标是 

“按照具体需要和条件拟订大学和研究院的培训计划”（第6049段）； 

三个分计划之一是“大学和研究院培训”。

(b) 计划VI.2 “技术和工程科学领域内的研究、培训和国际合作”的一个目 

标是“按照社会经济的需要和条件.新的技术变革以及职业的新需要，调 

整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培训计划”（第6059段）；三个分计划之一是 

“培训工程师和技术人员”。

(c) 计划VI. 3 “一些科技关键领域内的研究、培训和国际合作”包恬“信息 

学”、“应用微生物学和生物工艺“能源”等分计划。这几个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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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44加强对有关专门人员的培训（第6075段）

⑹计划VI, 4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内的研究.培训和国际合作”的一 

个目标是“按照具体的需要和条件，在大学和研究院实施培训和研究计划” 

(第6085段）；三个分计划之一是“加强国冢在大学和研究院的培训和 

研究能力'

⑻计划VI.5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若干关键领域内的研究.培训以及地区 

和国际合作”有两个目标，其中之一是“加强国家.地区和国际在社会科 

学和人文科学某些方面的培训和研究能力，尤其是历史学、人类学，地理 

学、语言学和管理科学”（第6097 )。 这个计划共包括四个分计划，

其中之一是“发展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某些学科”。

21.如上所述，主要计划VI是由一糸列计划组成，讨论在有关领域的人员培 

训问题。主要计划V “教育、培训和社会”则讨论培训政策中的培训冋题、培训 

与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及高等教育在这两个领域的作用.主要计划V与本报告有 

关的部分太多，因此已经全文列为本报告的附录工工。这样既不必在报告中过份 

引述原文，也可以让读者看到对培训冋题的讨论详情。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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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为了帮助读者找到最相关的草节，首先请读者注蒽“问题分析”一节中的 

实质部分，其中第5021—5033段提到必须制订综合性的培训政策，并讨论教育、 

培训和研究三者间的关系。其中一段指出，“广义的教育是以确保社会逬步为其 

宗旨和职责，其基本任务之一是培训各级专家和人员，而这种培训工作又与研究密 

切相关。教育系统中的研究与培训的关系，同国家范围内的一样，必然是相互支 

援的。因此，高等教育可视为是把教育、培训和研究合为一体的一个得天独厚的 

领域”（第5 0 2 1段）。因此，主要计划V “行动战略”一节的有关部分指出, 

采取行动时将考虑到“教育、培训和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及高等教育在这方面的中心 

作用”，包括“旨在促进培训和研究活动的发展并使其合理化的措施以及改进高等 

教育活动与其他培训和研究机构的组成部分间协作的措施”（第5 0 3 8段）。

23. 上述行动充分体现在这个主要计划的六个主要计划中的下列两个计划中： 

计划又5 “高等教育、培训和研究”，其下又有“为社会进步发展和改进高等教育’ 

和“以发展教育为目的的研究和培训”两个分计划；计划V. 6 “采取行动，更好 

地把培训和研究活动结合起来”,其下又有“关于培训和研究领域内的需求、趋势 

和现有资源的数据分析”、“在教科文组织的职权范围内促进学科间培训和研究’’ 

和“促进综合的培训和研究政策”等分计划。请读者参阅上述计划的原文（第 

5084 — 5099 段

24. 主要计划V的其他计划作用虽然不同，但一样有助于培训人员，促逬国家 

发展。例如，计划V. 2 “科学和技术的教学”以及“发展校内外科扠教育”和 

“传播科技知识”两个分计划都可以作出直接贡献，因为科技教育的根本任务是 

(见第5 0 5 0段）：“传授科技知识，使青年^代得以从#日益增多的职业；

尤其是生产部门的职业；鼓励从事科技职业；促使青年和成年人认识科学、技术和 

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计划V. 3 “教育和职业社会”及其三分计划“促进教育 

与生产劳动之间的相互作用，，、“教育同就业的关系”和“扩大和改春技术教育和职业 

教育”也有助于培训人员，因为它一方面可以影吶人民对职业社会的态度，另一方 

面又可以传授与国家发展有关的不同程度的技艺（见第三个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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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以上第2 0至2 4段专门讨论1 9 g 4 — 1 9 8 9年教科文组织中期规划 

草案第二部分的几个主要计划如何买施联大所关心的国家人员培训问题。不过，

联大关心的重点是受教育的权利。这个问题留到最后才讨论，不是因为它在中期 

规划草案中的地位不重要，而恰恰是因为它太重要了，所以等把别的问题讨论过之 

后，才专门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算是本报告的重点。中期规划草案在 

两个主要计划中部分讨论到圔家人员的培训问题，对于广义的受教育权利及其所涉 

问题，则是主要计划工工“大众教育”的全部内容。因此本报告把它列为附录I工忌

26.要了解这个主要计划既全面又复杂、既一贯又详尽的内容，只有请读者参 

阅附录工工文。下面列出它的六个计划以及所属的2 2个分计划的名称，让读 

者在仔细阅读该主要计划7 4段的内容之前，对它作一鸟瞰。

工I 1 一 “普及初等教育：发展和革新初等教育并加强扫盲（第2026—2033段)

I工.1. 1 一更好地了解文盲情况

工工.1. 2—为普及和革新初等教育及扫盲而协助制订并实施国家、地区 

和国际战略

工工1. 3—培训扫盲人员

工I L 4—对复盲现象进行斗争，促逬使辍学青年参加生产的教育活动

II 2 —教育民主化（第2034—2042段）

工工.2» 1 —国家相国际方面的标准和一般措施 

工I. 2. 2 —研究教育民主化的各个方面

工1 2* 3—有利于校内外教育更妤配合和教育体制各部门之间加强连续 

性的行动

工工.之4一促进幼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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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3 -成人教育(第2043—2053段）

工二3. 1 —成人教育和职业生活 

工：3. 2—成人教育与公民权利和责任的行使 

I工3. 3—成人教育和业余时间 

工工.3. 4—教育和老年人

工工• 4 一女青年和妇女的均等教育机会(第2054 — 2065段）

工I. 4 1 —查明影响男女教育平等的障碍
!■

1工.4 2—普及女青年和妇女受教育的机会

工工.4 3—促进女眚年和妇女在接受科学教育和各级技术职业教育方面的 

机会均等

I]； 4 4~妇女在社会中的教育作用

II. 5 一普及和改进农村地区教育（第2066—2071段）

工I. 5. 1—普及农村地区教育

II. 5. 2—提高农村地区教育质量

工I 5. 3—使教育为农村地区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I; 6 —促进特殊集团受教育的权利（第2072 —2074段）

工工.6. 1—帮助残废者的行动

a 2—帮助难民和民族觯放运动的行动 

I工6. 3—帮助移民工人及其家属的行动 

27.从上段的计划名称可以看出，整个计划的范围很广。对受教育权利的解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释显然是认真接受了终身教育的观念，因此，对于从幼儿到老年人接受适当教育的 

杈利都作了规定。计划为了根除文盲，规定要普及小学教育，但对于因为没有享 

受其受教育权利而成为文盲的许多成年人，也规定提供协助。对于妇女和小孩、

农村居民、身心残废者、难民、民族解放运动、移民工又及其家属等因特殊原因无 

法充分享受教育权利的人，也规定予以协助。这个主要计划的“行动战略”一节 

说：“任何人在一生当中的任何险段，都应该能够按照最符合其需要的方式，利用 

社会所提供的各种教育机会”(第2 0 2 5段）。教科文组织的中心工作一向 

是促使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其受教育的权利，今后仍然是如此。

28. 在结束之前，必须谈一下这些计划所用的经费数额。中期规划草案有一 

个关于“经费说明”的附录，不过说明全是用百分数表示，没有用美元。本报告 

只谈到过去和现在所用经费的百分比，而没有提到将来的数额，因为教科文组织大 

会第四届特别会议可能修改某些主要计划，从而影嘀经费的分配8 在这种情况下， 

最好的办法是用百分比说明，第二个中期规划的13个主要计划在第一个中期规划 

的经费总额中各占多少比例，尽管第一个中期规划的结构同第二个很不一样a 例 

如，本报告所述的主要计划工工.V和V工在第一个中期规划经费中所占的比冽如下:

工I — “大众教育’’，11. 6% ; V— “教育、培训和社会”，8. 3%; VI — 

“科学及其在发展中的应用2%。龙三个主要计划的全部或主要内容是受教育权 

利和（或）本国人员培训问题，在教科文组织过去的经费中共占32« 1% a 与这 

些活动有关和相辅相成的主要计划工f教育政策的制订与实施” s在过去所占的经 

费是15. 2%a两者相加，几乎占教科文组织经常计划费用的一半，达47. 3%。

29. 除此以外，还应该提到用于教科文组织与本报告有关各项活动的预算外经 

费.这里也只能提出一些概括性的说明，因为计划的结构前后不同s而且未来的 

预算外经费往往不确定，在目前这段时期尤其如此。就1 9 8 1 — 1 9 8 3年教 

科文组织批准的计划和预算来说，预计用于教育和自然科学活动的预算外经费约为 

有关经常计划经费的1. 7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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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最后，希望这份报告能够充分满足联大关于这个问题提出的要求.并希望 

能如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第1 1 4届会议通过的第7. 1. 3.号决定（见本报告附录工） 

倒数第二段所说的，今后的资料可由秘书长定期送交的文件提供，特别是总干#关 

于教科文组织活动的报告（文件C/3 )和批准的计划和预算（文件C/5 h

31. 在受教育权利和为发展培训人员方面，要取得最大进展，必须有关各方共 

同努力，特别是联大第36X152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2、3和4段要求作出特别 

努力的那些会员国和其他专门机构。教科文组织仍将本着自成立以来就采取的态 

度，优先考虑使所有人都能享受教育的权利的问题，并协助其会员国、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按照加强其国家发展所需的方式和程度，使人民得到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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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第一一四届会议通过的第7. 1. 3号决定 

执行局，

知悉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通过第36/152号决议，

审议了总干事有关这一问题的报告（U4EXX24, A部分工I工节）

忆及执行局在其第一〇九届会议上通过的决定7. 1. 1和在其第一一二届会议 

上通过的决定5. 1. 3,

考虑到总干事已向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交了一份关于受教育的权利的 

初步报告（AX35/148),并向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交了一份临时报 

告（A，36X524),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大会对教科文组织有关受教育的权利方面的活动及本组织 

为实施第三个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所作的贡献所表示的关心，

欢迎联合国大会请各专门机构同教科文组织合作，以便确保教育在实施国际发 

展战略当中占有其应有的高度优先地位，

；^总干事关于本组织活动的报告（文件c/3 )和批准的计划与预算（文件 

C/5 )都按照联合国组织与教科文组织之间的协定定期送交秘书长，而且这 

些文件包含了为满足联大要求应当向其提供的有关教科文组织在受教育的权利 

的活动方面的一切情报，

请总干事向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介绍1 9 8 4 —1989 

年中期规划草案的一切有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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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中期规划草案（1984-1989年) 

第二部分

V.教育、培训和社会

问题分析

在每个社会内，教育具有特定的特点、动态和自己的需求。然而，教育不是独立于 

整个社会之外的，因为社会的主要特点和选择决定着教育的设想> 目紙方针及活动。 

但是，教育本身决不是被动的；在很大程度上，教育决定社会的演变乃至社会的来夹； 

它不同程度地有助于解决社会的各种问题。教育只有不被视为使处境最有利的社会阶层 

的特权永久存在的一个工具，不具有妨碍想象力和创造力发展的离异性质，才能充分发 

挥其作用。

教育把历代的经验总结——文化遗产，价值观念> 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经验，

科技知识、生活方式等——传给一代代新人在整个历史上，随着集体经验的不断丰富， 

教育的作用也增加和扩大了。今天，知识爆炸、科技进步的加速及其应用，都为教育增 

添了新的内容，并使培训成为任何人类活动所必不可少的一项初步工作。教育是打开世 

界各地建造的知识宝库的钥匙，也是产生新的种种知识并由任何社会加以使用的先决条 

件。任何社会如果没有一种适合当代现实的教育而又要持续、进步或甚至自由存在，如 

今几乎都是不能想象的。当今各种社会的纷繁复杂，国际社会的不断扩大，使教育将发 

挥日益增长的作用。

通过增进适应本领和革新能力，通过使大家都能够充分发挥个人才能，教育的普及 

已成为一般规律，这保证了各项社会任务得到更有效的实派劳动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经济部门中在职人员的总的教育和培训水平。因此，那种认为教育可能过头的看

5001

5002

5003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V.教育、培训和社会

-17 -

5004

5005

5006

5007

法是毫无根据的：某个社会因教育过头而受害，这样的例子一个也不存在。教育越普及、 

越改进，社会所掌握的知识就越多，社会利用知识为居民及其每个成员服务的能力就越 

大。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更乐于进步s对来夹不可预测的挑战更有准备，更能做出 

反应。这里，教育民主化的迫切要求与发展的迫切要求不期而迁3证明既应有坚定的政 

治决心，在财政上也应作出相应与教育作用相适应的努力。

这种努力应使教育既得到普及，又在质量上得到提高。为了实现这种改进，在过去 

的几十年期间，在教育过程和教育体系的组织方面进行了许多变革。这些变革涉及结构， 

更多的则涉及教育内容和使用的方法。使教育与每个社会的现实和社会所经历的变革相 

适应的努力，越来越多地表现在不仅仅是静止地适应目前的特点，而且也为变革作好准 

备。许多革新致力于在课程中增加补充内容，或者更新课程以把新的需求和新的知识领 

域考虑在内。某些科学的知识逐渐过时，知识和技能则愈益迅速地发展，这些都要求对 

在人生不同时期教授的内容不断予以更新和扩大>

对从当代世界和日常生活现实中接收新内容的能力同样给予了关注，这反映在愈益 

显著的双重倾向上：既使教育内容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同时又包括可能有助于为个人、 

社会、政治、文化和职业等方面的生活作好准备并有助于改善生活条件（诸如卫生、营 

表家政方面）的知识。教育工作者还认为有必要更加重视那些影响或涉及整个国际社 

会的重大世界性问题。

单靠教育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人们对教育有时寄予过分的希望，涉及解决某些重大 

社会问题和世界问题时尤其如此。但是，教育的作用并不因此而减轻：它可以使人们更 

好地了解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可以提供为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知识，并可激发将 

导致行动和产生结果的态度和意志。

当前没有哪个问题象和平与各国人民进步的问题那样引起关注。消除紧张局势，加 

强和平，看来是发展人权、充分而全面地行使人权的必要条件，因为在一个充满恐惧或 

战火威胁的世界中，要想发展人权，充分而全面地行使人权，那是不可设想的。由于核 

武器的出现，整个人类处于可能全部被毁灭的威胁之下。任何理由都不能为可能导致人 

种灭绝的冲突辩护。教科文组织《组织法》正确地强调了教育对维护和平所作贡献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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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其前言第一段称“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 

障”，并把教育在这项任务中所负的责任与正义和自由、人类智力和道义团焦合作、 

各围人民间相互理解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环境保护是教育可对解决重大世界问题作出贡 

献的另一个例子。教育可以使人们深切地意识到对环境频繁袭扰的严重性以及这种袭扰 

对当今和未来生活造成的后果。对于解决所有人的行为造成的问题，或者对于其解决的 

关键主要在于人的意志的问题，教育可以作出贡献，而且是重要的贡献。因此，特别提 

出了两项具体计划，涉及增进和乎及尊重人权和各国人民的权利的教育和环境教育和宣 

传。

就发展而言，整个教育，特别是其培训和研究部分，有助于经济和社会进步，同时 

有助于个人的充分发展，以使每个人都能利用自己的能力和才千为所在社会服务。

在近几十年中，许多国家的教育都面临社会准则危机，这种危机往往被认为是与社 

会危机相呼应的。怀疑某些长期得到公认的社会准则；道德标准的说教与实践不一致， 

这有时在家庭内可以看到，在社会中也经常可以看到；此外，某些至少可以说是违背任 

何道德观念的行为模式得到传播工具的美化，这些都对教育产生严重的问题。因此，似 

乎必须使教育课程的内容、传授这些内容所本的精神以及教育方法等方面，都有助于各 

级教育既反复灌输某些社会准则，诸如责任氣老实、正直、忠诚、容忍他人和尊重生 

活，也反复濯输有可能鼓励家庭观念> 人类闭结感> 和平精神、尊重人权和各国人民间 

相互理解的观点。有时，社会阶层的划分及其在某些社会中可能产生的紧张局势根深蒂 

固，这是公认的，但是，学校则应作出一定的努力，通过使学生特别是小学生注意尊重 

地位低下和被剥夺各种生活权利的人，帮助减少这种制造分裂的因素。

此外，教育的道德职能和内容与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从这个观点夹看，某些国家 

的目前局势特别有利，伴随着教育活动的扩大和多样化，出现了文化活动的热潮，社会 

准则得到更新，更多的人要求接触文化创作，而且更加渴望表达和创作。这两种运动可‘ 

以结合并相互补充因此，教育政策与文化政策相协调，是非常可取的。现有一种倾向， 

即引导儿童和青年了解组成人类共同遗产的文化或者夹自外部来源的文化，而不太重视 

学生从能说明其家庭背景和日常生存的大众传统和价值中获得的文化。如果我们要克服 

这种偏差和防止由此可能产生的紧张局势的危险，教育可发挥重要的作用。

5008

5009

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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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1 因此，关于内容，主要问题涉及教育作为广义文化的表达工具和促进因素所能发挥 

的作用。教育系统对文化特性的构成特点给予应有的考虑，可能有助于满足这一普遍感 

到的需要，从而使学校更加深深扎根于当地和国家生活结构之中。在许多国家，特别是 

在新近获得独立的国家中，维护文化特性显然是公民培训的一个必要手段，也是国家一 

致的一个强大因素。教育可以帮助恢复一个国家的文化遗产在所有同一表现形式的财富 

中所应占据的合法地位，使每一种文化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为文化进步指明道路，并 

从历史、社会和人的角度看待各种社会准则。但是，教育必须做更多的事:它必须保证 

一切有发展前途的传统具有历史连续性并得到正确的鉴赏，同时保证新产生的一切都能 

丰富文化并顺应进步的希望。维护文化特性既不是闭关自守，也不是漠视其他文化。相 

反，它可以通过更强烈地意识到国家特性，帮助促进文化交流，并更有得益地参与国际 

社会的生活。最近几年中，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新近获得独立的国家中，对加强文化 

特性的关注，以及对教学效率的关注，产生了把母语或民族语言作为教学语言的倾向。

5012 在过去几年中，大众交流工具对成年人如同对儿童一样产生了不断增长的影响，以 

致人们谈到了所谓的“平行学校”——一种可能和教育机构平分秋色的体制。学校不能 

对这种局面熟视无睹。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教育能否既利用社会发出的日益增多的 

新闻和信息，同时在必要情况下帮助抵制它们对（青少年的）世界观和行为可能造成的 

消极影响。这个问题公认是复杂的，但值得予以思考，因为我们现在确确实实进入了交 

流社会，就必须培养儿童能在这一社会中生活。教育机构本身已经越来越多地使用无线 

电广播、电视和多种传播工具系统。

5013 学校教育与传播机构信息的混合，以及二者间并驾齐驱——有时则是相互竞争——

•的局面，无疑要求为协调政策和实践作出努力。今后，教育机构的主要职能之一，也许 

是帮助青年人发挥其批判能力，选择交流工具广泛传播的信息。在教导学生评价这些信 

息、了解其意图以及区分真实的信息与假想的信息等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试验。但是， 

这些革新不论传播得多广，迄今仍未纳入协调的教育战略之中，因为这种革新要求对教 

员进行适当的培训，而且要求传播机构的负责人对教育问题采取同情的态度。

5014 在过去几十年中，多数会员国越来越重视科技教育s这表明，这类教学的发展现今 

被视为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科学教学的质量是启迪科学才能的最佳手段> 科学技术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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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培养智能的价值和诱发创造力的能力外，还显然是观察自然和环境以及理解当代世 

界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合理利用科技进步，可以对发展的各种问题特别是饥饿和疾病问 

题作出有力的贡氣科学愈益成为一种直接的生产力，经济发展取决于它，在许多方面 

社会进步也取决于它。

在这一领域，教育可在三级发挥作用。第一级是高级管理人员和研究工作者的培训, 

但也包括中等水平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的培训。过去二十年中，特别是在某些发展中 

国家，在这一级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初级和中级则把更多的时间用于科技教学，其教学 

质量得到提高，并且越来越致力于使人们了解如何解决日常生活问题。普通教育与技术 

和职业培训更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后者把比以往更多的时间用在基础常识上。然而，在 

许多发展中国家中，科学教学及技术和职业培训的扩大和改进碰到了严重的困难。这类 

教学花钱多，而且往往缺乏设各实验材料以及生产这类设备材料的能力。在许多情况 

下，教师没有受过所需的培训，也没有受过现代科学教学法或进行实验方面的基础训练。

越来越多的国家日益关注科技普及工作（参见关于人类环境和陆地与海洋资源的重 

大计划）。这是向一般大众提供知识并使他们对影响其来夹的问题获得基本了解的一个 

理想手段，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使他们对保护和改善环境作出贡献。这项普及工作要求 

科学家、教师、校外教育工作者和交流人员之间加强合作。

近几年中，对使教育更加接近生活的关注促使许多教育工作者强调加强教育与职业 

界之间联系的必要性„为此目的，进行了大量试验，以期把生产劳动或对社会有益的工 

作纳入教育过程，并加强教育发展与职业发展前景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通过使学校系统 

与职业培训计划相联系，以及在职业指导方面作出进一步的努力。其中一些试验特别值 

得注意，因为它们是在影响到几百万青年人和成年人的失业环境中进行的。

这些试验因国家和情况互异而大不相同，对之进行的比较证明，可以为这种关系确 

定几种目抵一种目标是使从教育系统各级毕业的大、中、小学生能够更容易地投入职 

业活动，从而有助于其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工作权利的行使„然而，教育系统的目的不 

能仅仅为了满足人力需求或者应付就业岗位的空缺。教育与职业界相联系是有道理的， 

因为教育有责任使青年人尽早接触实际工作环境。再者，把生产劳动纳入教育过程，提

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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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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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9

50 20

5021

5022

供了特别是培养对体力劳动的兴趣的机会，而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相比，往往对青年人 

吸引力不大。

还应指出3确切意义上的教育与职业指导，连同职业状况介绍一起，均成了与职业 

界联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体育和运动的训练具有很多好处，它不仅发展体育才能3而且培养道德品质，这一 

点已越来越得到广泛的承认，它还可培育一种相互尊重和国际了解的精神。它有助于美 

学和情感的发展，通过把某些国家传统运动的项目恢复到享有一定荣誉的地位，还能有 

助于加强文化特性。在个人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及准备进入社会生活方面，它是一个重 

要因素。迄今对体育的重视总的说来低于对其他学科的重视，体育教师的地位与其他教 

师相也是如此，尤其在发展中国家里，基本设施^房屋、场地和设备常常不足或者仍 

然很不健全，这就阻碍了校内外体育运动的正常进行。承认运动和体育的重要性并予以 

发展的趋向是令人鼓舞的；但是，它要克服往往缺乏烈情和财力不足这二大障碍，仍需、 

作出很大的努力。.

广义的教育作为一项以确保社会进步为其宗旨并得以开展的活动5其基本任务之一 

是培训各级专家和人员，而这一培训是与研究紧密相联的。教育系统中的研究和培训如 

同国家范围内的培训和研究一样，必然是需要相互支持的。因而3高等教育可被视为教 

育、培训和研究三者溶为一体的一个得天独厚的领域。

不同地区间、国家间及同一个国家内在受教育机会上的巨大差距，在教育发展方面 

的不相平衡，从接触知识的难易不同以及具有创造知识的潜在能力高低不等上也反映出 

先二十个发达国家拥有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科学家，其余的则分散在大约130 

个国家中，而且即使如此，分布仍很不均衡。许多发展中国家缺少能使他们满足其发展 

需要或积极参与世界性研究的经过培训的人员、培训设备和研究潜力的最低“临界量”。 

这些国家所做的研究常常是时断时续的，而且由于不是作为一个较大计划的一部分进行s 
还可能丧失其部分有效性„先进技术的引进又常常使一些隶属跨国公司的外国工业得以 

立足《这是内源发展进程的一个主要障碍。这些公司一般都有根据它们自己需要所规定 

的培训政策：它有时使教育制度趋于成为并不适合国家发展真正需要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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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许多领域中较高水平的培训均在国外进行，研究的基本设施又常常不足 

或者不相适应，这使高水平的专家流向工业化国家研究和培训中心的趋势更加严重。

在某些国家，研究和培训的方针直接或间接受到来自经济部门的压力，因为这些经 

济部门的主要动力是牟取直接利润。因而短期的观点优先于那些以有利于社会进步为其 

更长期效果的活动。应该确定和分析各种社会真正的需要（不管这一任务有多么艰巨）， 

以便就最符合需要的优先研究领域和培训方针做出决定《

培训和研究的重点一经确定，就有可能在具体领域中制订和执行综合的培训和研究 

政策。然后，长期目标可能是在国家一级制定和应用此种综合政策。鉴于基础研究固有 

的不可捉摸的特点，试图使它符合一项一成不变的计划，那无疑是徒劳的。另一方面， 

似乎可行的是，力图为研究和培训活动提供更好的协同和更合理的组织，主要是为了避 

免或者至少是减少精力的浪费（尤其是在那些花费最大的研究领域中），也是为了在各 

种培训课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为了给社会和文化因素相互交错的社会中的许多问题寻 

求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看来有必要在不同领域中进行的研究活动间取得更进一步的协 

调。在这方面，加强跨学科的方法，尤其通过在发展中国家里建立常设研究组以打破孤 

立项目的模式，看来是可取的，在这些国家中安排有关学科的研究工作者，在相同的长 

期研究计划中共同工作，可以取得非常有益的结果>

应当承认，制订和执行包括一切领域的综合培训政策是不容易的，但是，如要制定 

可以纳入一个学科间体系的新塑培训，更加努力使之协调看来则是必要的。

此外，在国家科技政策和教育与培训政策之间沟通联系似乎是重要的。为防正研究 

和培训二者的发展相距太远，培训建立在科技最新进展的基础上，这是至关重要的。它 

表明尤其在高等教育里确保培训和研究的经常结合是多么重要。因此，综合培训和研究 

政策的设计、制订和试验性应用似乎就成了一项需要逐渐达到的重要目板

高等教育（特别是大学）的天职及其在培训和研究中业已发挥的作用决定了它应该 

置身于这方面采取的任何新行动的中心。因此，在高等教育系统与其他国家培训和研究 

机构间建立协作，乃是培训和研究适当协调的一个先决条件。

5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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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9 随着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随着研究方式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人们开始明显地关 

心如何发展某些职业性质更突出的高等教育形式*并为各种领域提供进一步的培训和再 

培训。因此，高等教育在培训中的作用需要有个新的方面。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高 

等教育中，对职业培训应该赋予何等的重要性，对于并不必然导致一种具体就业形式的 

尖端知识的传授和发展3又应赋予何等的重要性^

5030 这些见解也许多少有助于说明所谓资格“贬值”的问题（对此问题的陈述往往很差）， 

而这种现象通常是与毕业生数量的增加以及雇主对资格水涨船高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的， 

这种要求无疑可用下列事实加以解释：更好的培训和更高的教育水平可能意味着工作中 

表现得更为出色，意味着具有更广博的一般知识加上适当的专门技术可能有助于一个人 

的职业前途。此外，应该注意到，并不为具体职业岗位提供培训，然而却有助于知识和 

新才能发展的高等研究可以导致在较后阶段担任某些高水平的职务。因此，高等教育两 

个职能——传授最高水平的知识和提供职业培训——间的对立可能比实际情况看起来更

为明显。 •

5031 高等教育的某些培训和研究职能来源于其对整个教育制度明显的责任。无疑，对各 

级各类不断增加的教育人员提供高等教育水平培训的趋向正在增长，这种培训乃是高等 

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教育研究构成了高等教育机构的另一项重要任务。从事这种研究 

的高等教育机构的数目在最近几十年里，尤其是在工业化国家里大大地增加了，但是仍 

然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必须设法补偿这一不足，而且这种研究的结果应当很快地应用到 

对教育人员初步的和持续的培训工作中去。培训各级教师参与教育研究，看来也是重要 

的，它一定能从教师的业务经验中获益，同时，教师们如要有效地履行其职责，这是必 

不可少的。

V.教育、培训和社会.

5032 高等教育机构对促进国家一级综合的培训和研究政策似乎非常重要的另一个新作用

是，用着眼于未夹的观点考虑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发展。大学作为在不同学科中接受培训 

的高水平专家间聚会和商讨的理想场所，似乎特别适于承担这种作用。这种着眼于来来 

的研究，除了支持大学的研究和培训活动外，还将为培训和研究领域中的决策人根据国 

家一级的发展道路所可能作出的选择，提供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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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新秩序的在望，地区和国际合作在制订和执行综合培训和研究政策方面将5033 

发挥重要的作用。应由教科文组织制订将对这一领域国际行动产生最大影响的程序，以 

通过发展情报和经验交流，通过帮助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培训和研究能力，确保充分 

利用可以得到的资源和知识，并缩小国家间的差距。

行动战略

本组织的战略将在于支持各会员国使其教育制度更加适应地方、国家和国际环境现5034 

有特点的努力。为此目的，看来应该特别注意重新规定教育过程和教育制度中某些组成 

部分的作用与内容，并紧密联系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对之进行观察，同时在计划中扩大 

这些组成部分的地位。

第一个方面是有关采取措施确保教育唤起对主要问题的认识，提供人人需要的知识，5035 

以便客观地理解这些问题并积极地参与解决问题的工作。这些世界性问题中最重要的是 

和平，人权及各国人民的权利，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环境保护，社会掌握科学技术以 

及与发展有关的人口问题《其中有些方面——教育对加强和平、尊重人权和各国人民的 

权利，对保护环境所作的贡献，以及关于人口问题的教育——将分别在和平、国际了解》

人民自由和人权；人类环境和陆地与海洋资源发展行动的原则、方法和战略以及科学、

技术和社会等几个重大计划项下述及。

第二个方面包括的活动旨在确保教育一方面必须更密切地注意教育和文化间的关系，5036 

以及教育在传播文化遗产和文化发展方面义不容辞的任务，另一方面更密切地注意交流 

工具（作为可在学习中使用的情报和技术的提供者）的发展对教育的影响。

第三个方面包括教育过程中需要更加强调的某些组成部分，通过更新其内容或方法，5037 

教育将使人们为当代的生活作出更好的准备。考虑到科技领域取得的迅速进步，有必要 

使科技教育不断更新，这是科学解释自然界和社会界的一项重要因素，也是利用技术 

(其应用正在改变着日常生活）的一个关键。在教育活动中引进生产劳动，旨在使教育 

更接近职业界和活跃的经济生活的各种实践，构成了社会关系中一个有价值的因素。充 

分发挥个人才能所必需的体育和运动的发展，构成了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道德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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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8

5039

5040

5041

而当消耗体力的机会由于自动化的日益增加正在减少时，体育和运动的发展还可以恢复 

体力工作在社会生活中的合法地位。

第四个方面涉及到教育、培训和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及高等教育在这方面特有的中心 

作用。它包栝旨在促进发展培训和研究活动并使之合理化的措施以及改进高等教育活动 

与其他培训和研究机构的组成部分间协作的措施《这些措施的目的也是为了提高高等教 

育活动对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改进作出的贡亂

计划、1 —教育、文化及交流

教育对解决诸如文盲、和平与人杈等重大世界问题的贡献，将在其它计划中述足 

另一些问题，如发展等，并不包括在一个专门的教育计划内，因为这些问题需要全面探 

讨，因而贯穿在整个这项重大计划之中^该计划将从整体上寻求如何有助于这些问题的 

解决。对于全面、和谐的发展的某些方面来说，教育所起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这些方 

面是：文化《交流《环境和人口增长。它们通过紧密和相互的联系而彼此联结在一起； 

为清楚起见，将对它们分别予以分析。

当今普遍认为应在教育与文化之间建立一种特别的关系。教育的一些基本职能是： 

传播文化遗产并促进其更新；培养儿童和成人的美学观念，以便使他们能欣赏以各种各 

样方式表现的文化杰作；使每一个人均能参与文化生活，发展其创作才能，并在可能的 

情况下帮助他本人成为一个创作艺术家。教育还培训用不同方式表现文化和文化生活的 

专家。这样，教育在文化中找到了其内容的基本部分*而与此同时，文化的发展和革新 

又非有教育不可。

教育有助于加强许多会员国视为内源发展和维护民族个性的先决条件之一的文化特 

性，与此同时，它更加深深扎根于地方和国家的社会生活结构之牝因此，教育更切合 

实际，内容更加丰富3教学效果也得到提高。对教育与文化之间关系愈加重视s文化活 

动相应地就更加繁荣，以文化为题材或以文化生活为目标的教育活动也就更加扩大看 

来确定一下教育行动与文化行动相互支持和相互丰富的手段是必要的。这种相互补充关 

系的某些方面将在其它重大计划中述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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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和新闻与曰俱增的影响以及交流工具在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局面使人们认识5042 

到，这种状况对个人和社会同时具有有利的和不利的方面。当今的人类正陷于各种各样 

不同夹源的信息和资料的密网之中，对此他并不总能驾驶自然。同时，无论就掌握交流 

工具和技术还是享用交流的机会而言，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都扩大了。

国际交流问题研究委员会指出了交流能为教育作出贡献的重要性，并强调了交流与教育 

之间存在的日益增多的相互关系。因此，需要做的就是使这些关系变得更加有益和富有 

成果。作为据实新闻——这种新闻用其它方法是得不到的，却可以立即传播并能送达最 

遥远的听众——的提供者，作为一种旨在激发人们求知欲的公开可见的影响，交流工具 

有着可以奉献给教育的宝贵资源；但其贡献并非纯属教育性质，因为交流工具并不一定 

都传播真正的知识，或许还会对儿童甚至成年人产生认识方面或伦理道德方面的不利影 

响。如果教育者打算充分利用这种贡献，他必须准备使用交流技术和新闻工具技术，并 

阐释这些工具传播的信息。这里似乎再次有必要为新闻和知识划一更加精确的界限、并 

为教育工作者、决策人士及交流工作者之间的关系作一更明确的规定，以使他们之间进 

行更为彻底的协调。教育的基本作用是，在交流工作者和使用者中，在对待交流工具及 

其传递的新闻方面，帮助形成一种积极的批判态度。

目标和行动原则

V.教育、培训和社全

通过传播知识和提倡对某些行动进程有利的态度，教育能大大有助于认识和解决业 5043 

已分析的问题。

这与其说是介绍新学科，不如说是考虑社会生活中有助于滋养和丰富教育内容的某5044 

些方面。

在这计划内，本组织的目标是确保教育从社会中有发展前途的那些传统和价值中吸5045 

取营养，同时又帮助产生和发展有利于进步尤其是文化进步的新价值和新态度，而文化 

的发展显然是整个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于是，努力维护文化特性，将科学技术中固有 

的知识和价值纳入文化之中，致力于文化发展，并力图使每个人都成为文化财富的明智

的使用者和这方面的积极创造者，遂成了教育工作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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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6

5047

5048

本组织还将做出努力，首先确定交流和现代交流工具的发展对正规和非规定教育所 

产生的影响•，其次，使交流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认识到交流工具传送的信息的教育作用》 

这将一方面鼓励把大众交流工具用于教育目的，另一方面也促进审慎地使用这些交流工 

具传送的信息。

分计划

第一项分计划(教育、文化及教学语言)将力图促进更加密切注意文化的如下作用 

及其在教育中应占的地位：它是一个社会G基本表现，并在与其他社会关系中作为该社 

会的形象；它是先人文化遗产得以延续的因素和先人创立的知识和价值得以扩充和更新 

的基础；它是将教育扎根于国家现实之中并使之能从别国人民现实中吸收新内容的原则; 

它还是在社会内部实现个人美学、情感及道德完善的先决条件。为此目的，重特别重视:

通过教育，能更好地鉴赏各种表现形式的文化遗产，更好地了解当代的文化生活；

并为使用母语和（或）民族语言作出持久的努力；

促进对其他国家文化的了解、认识和鉴赏；

通过教育促成一种将传统保留下夹的某些道德价值与符合现代社会发展和需要的其 

他价值相结合的当代人本主义；

尽力将教育行动和文化行动结合起来并予以协调，以便在教育和文化领域实行一项 

综合的政策；

鼓励教育人员参加文化行动，也鼓励文化工作者参加教育行动。

将要采取的行动战略的目的在于使文化渗透于整个教育进程之中。这将需要：

为规划旨在传授知识，鉴赏本国以及别国社会的不同表现形式的文化遗产，以及培 

养美学观念和艺术创造力的课程拟定方法；

在各级和各种形式的教育中，促进和加强美学教育；

促进使用母语和（或）民族语言作为教学和（或）扫盲运动的语言；

促进和加强将有助于发展现代人本主义的道德教育；

由教育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共同识别教育行动与文化行动可能互相重迭的领域及其 

对教育政策、规划和方法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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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项分计划（教育和交流)内，本组织将尽力：

估价由交流工具传播的大量新闻对个人培训过程^对教育制度、特别是对确定教育 

内容所产生的影响；

规定教育将承担的新任务，以便它能提供必要的手段来分析、筛选和审慎地使用这 

种新闻；

考虑如何将交流领域使用的方法和技术用于改进教学法；

促进对交流在社会中的作用的更好了解；

确定交流技术用于个别化教育及教育设备不足地区的前景；

使公众了解交流的文化价值，同时认识对交流工具传送的新闻进行批判性分析的必 

要。

本分计划将旨在促进：

识别并收集关于在不同社会文化及社会教育环境中进行的研究与试验的有关资料， 

以便着重分析传统的交流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转用于教育领域；

使用大众交流工具提供的手段夹发展教育，特别是某些形式的教育行动，如扫盲运 

动，丑生教育及农业技术推广课程；

研究在新闻和交流占有日益重要地位的社会里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思考教育的新任 

务和交流的作用；

通过教育工作者同交流工作者及使用者的接触，认识在围家和国际范围内教育与交 

流之间的关系；

就新交流技术用于各种教育形式（特别在发展中国家）的可能性的局限性方面的现 

有知识进行国际交流„

计划V.2 —科学技术教学

科学技术是当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认识大自然的规律，科学以其各种方式 

已成了了解世界的必要手段。它还向人提供了使思想条理化，对经验进行分类和交换的 

工具。应用科学技术能对提高生活水平与改善生活条件作出决定性的贡献。因此，教育 

的一些根本任务是，传授为使青年一代从事日益增多的，尤其是生产部门的职业而必不 

可少的基础科技知识•，促进科技职业；以及促使青年和成年人认识科学、技术和社会之 

间的相互关系。利用这些方法，教育还能有助于创造一种有利于科技发展的气氛c科技

5049

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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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也是在青年中激发创造性的一个有力手段。因此这类教学在各级课程中均应占有一 

定的地位。

只有在抱有兴趣、见多识广的公众支持下，科学技术才能取得进展。因此s应该通 

过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并与大众新闻工具合作，增加公众对科学技术的关注和了解 

(参看重大计划“科学、技术和社会”）。

既然掌握科学技术对于国家的进步是必不可少的，促进这些课程教学的内源发展， 

并为此目的加强各国为制定教学大绍k编写教材、筹备设备以及培训教学人员所必需的 

研究和培训机构，就是十分重要的。

各会员国肩负着此种发展的责任，而地区性与国际性合作，特别是通过教科文组织 

进行的合作，则可向它们提供宝贵的授助，尤其是在促进思想交流和经验对比，鼓励革 

新以及支持各国建立基础结构和培训计划的工作方面。

目标和行动原则

本计划将旨在

使科技教学在各类各级教育中普遍进行，以成为当代一般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发展科学普及课程，使之成为校外教育（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特色；

改进小学、中学及校外教育中的科学教学3无论是按学科（物理^化学•生物、数 

学）还是通过学科间方法，分配更多的时间用于科学概念的理解^观篆实验以及为解 

决实际问题提供指导；

改进教师的初步培训和在职培训；

促进教材和教学设备的生产；

促进制定小学、普通中学、技术和职业教育的科技教学计划，使之跟上料学研究与 

技术革新的最新进展，尽快地引入技术基础理论，并考虑当地环境的特点以及本国发展 

的需要》

5055 为此目的，本计划将主要旨在有助于现代化及发掘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科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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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潜力，并促进这方面的国际和地区合作。这将在各级各类正规与非正规教育中产生增 

殖影响。

以下为主要重点：

在围际、地区及分地区各级，促进有关动向、革新及经验的情况交流，特别是在发 

展中国家之间；

通过对适当机构的帮助，促进对计划> 方法及材料的研究> 试验和革新。对如何使 

' 内容与方法更有针对性，协调科学教学与技术教学，开设技术和数据处理的基础课程及

其实际应用等予以特别重视；

在国家和国际一级，调动和最合理地使用现有资源，同时特别注意由地方和国家机 

构廉价制作教材和设备的工作；

通过发展适当的国家机构及有关的国际与地区政府和非政府科学组织加强国际合作， 

特别注意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优先顼目。

分计划

第一顼分计划(发展校内外科技教育)的目标将是促进：

情报和经验教训的交流；

有关教育内容^方法和材料的研究、发展和试验活动；

发展本国的科技教育基础结构：文件中心和编写教学大纲及教材、图书馆设施； 

举办和改进有关教师及其他教育人员的初步培训和在职培训的本国计划；

支助有关教材和教学设备的编写和生产及培训活动的地区和分地区项目；

动员经费和加强合作，以便发展国家一级的业务活动。

第二项分计划(传播科技知识）将努力鼓励：

关于科技普及活动的国际和地区情报交流和经验交流；

制订借助于科学博物馆、报纸》电台和电视的科技普及计划；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中为此目的而进行的活动；

建立青年校外科技活动的国家计划，比如科学竞赛^科学书市、科学俱乐部和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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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区和分地区一级培训从事普及课程和校外活动的人员；

在农村和城市建立试验性的青年和成人校外科技教学计划。

计划'3 —教育和职业社会

5059 从教育为社会服务的出发点来看，为职业生活作准备是教育制度的一个基本职能。 

这是教学的社会意义并使教育得到调整以适应经济和就业结构的变化的一个基本方面： 

这种变化同科技进步、新职业和新的职业分布的出现及生产条件的变化是联系在一起的。

5060 这一问题现在变得尤其尖氣在许多国家，普通教育的唯一目标只是为进一步深造 

作准备。它常常不为实际生活作准备。因此，现在的问题就是确保每一阶段由两部分组 

成：一部分是到此为止的，另一部分为继续学习作准备。

5061 但这并不是说，以确保人的个性得到完全的发展为主要目的的教育应该服从纯粹的 

经济考虑。在这方面应当注意到5教育同职业社会的联系，从某些方面说来，把生产性 

的或对社会有用的工作引进教育过程可以使这种联系表现最为充分，它可以使理论同实 

际更好结合并有助于诸如责任感^集体精神、尊重职业和作事有始有终等基本道德品质 

的建丸另外，这种联系还具有超越教育范围的社会意义，因为把职业引进教育有助于 

消除业已出现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长期存在的差异这一目的实现

5062 发展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及农业培训对教育同职业社会更紧密地结合具有特别的重 

要性^在许多国家，这一类教学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些课程以及它们之间的人 

员分配常常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这一类课程的内容及所使用的设备也一直不 

能符合现代化条件的要I因此发展和改进技术和职业教育及农业培训，对许多国家特 

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可以认为是非常必要的。

5063 教育同职业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可以从下述三个不同的但又相互补充的观点来探讨: 

职业在教育活动中的地位；

教育同就业的关系；

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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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和行动原则

本计划的目的在于支持会员国在下述各方面的努力：

在各级教育中改进青年人对生产劳动和有益于社会的活动的态度；

为职业生活提供更好的准备，特别考虑就业结构的演变，修改教学大纲，以加强工 

作的机动性和在普通教育体制内提供技术或综合技术基础；

发展和改进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

为了上述目的，本组织

将向希望得到援助的会员国提供援助，以便试验性地或一般性地发展或引进创造性 

的、生产性的或有益于社会的活动，作为学校教学大纲的一部分，并促进学生参加实际 

工作现场或校外的各种活动。

将同会员国合作协调和调整其教育政策和就业政策，并考虑教育在经济发展战略和 

解决青年人初次就业、失业和就业不定所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农村地区和未纳入结构的 

城市部门）方面的潜在作用。

考虑到各国和各地情况的多样性，本计划的活动将鼓励对使教育同职业社会进一步 

结合的各种有关方面之间采取共同行动；鼓励试验和试办项目，同时对进行中的活动进 

行评价；将呼吁地区教育革新为发展服务网和国际教育局加强这方面的情报交流。

本组织将继续采取行动，使教育发展的政策和规划更加符合社会与文化发展的目标， 

并在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领域加强这方面的努力。

分计划

第-一项分计划（促进教育同生产劳动之间的相互作用）旨在:

为了有利于教师、青年> 父母、政治领导人和一般公众，在地区和分地区一级促进 

传播有关问题的性质、正在考虑的解决办法和已经取得的成果的资料，特别是有关生产 

劳动同教育过程相结合的目标、成绩和前途方面的资料；

鼓励会员国作出努力，通过在校内校外提供教育界同职业社会之间进行交流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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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施，改进教胄同职I社会之间的联系。鼓励在教育领域内开展广泛的实际活动并加 

强同企业的合作，在企业中举办在职培训班。

为开展评价技术作出贡献，以评价把生产劳动引进教育的实验，特别是这些实验在 

认识、感情和心理发动方面的影响；

同会员国合作，为参加初步培训或在职的教师提供生产劳动或有益于社会的工作方 

面的实际经验。

根据第二项分计划(教育同就业的关系)，教科文组织同其他主管国际组织合作， 

并将应会员国请求同它们合作，研究最有利于促成教育和职业之间的更紧密地结合的法 

律条款、行政措施和规定。这一点将特别包栝为工人尤其是青年徒工提供普通教育，提 

供更多的学习假和学习设施，每工作一段时间后便有学习的机会，以及对失业者进行再 

培训。

根据这项计划，本组织还将努力

为了会员国的利益，研究有关教育规划和就业规划之间的协调配合的问题；

加强对教育在增加移民人口的职业流动性方面的作用的研究和对从教育向职业生活 

过渡问题的研究；

收集^分析和传播关于国家在再培训、教育和职业指导、青年参加职业生活领域以 

及教育同就业之间的关系的其他方面所进行的试验的情况。

第三项分计划(扩大和改善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旨在：

出版关于实施《关于技术和职业教育的修订的建议》所需要的研究和报告；

协调教科文组织和其他有关机构在这方面的行动；

加强国际、地区和分地区一级的情报和经验交流；

促进国家技术和职业教育基础结构的发展：政策制订^规划和协调机构、文献中心 

和计划与资料的编写。

进行部门研究，考虑就业的演变，特别是影响某些人口集团和农村地区的就业问题, 

以改进技术和职业教育的规划；

促进建立和加强国家培训教育人员（教师和管理人员）的计划及进一步培训技术员s 
使他们能适应技术和经济的变化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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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助地区或分地区编写教材的活动；

促进发展职业指导和发展普通教育、技术教育和职业社会之间的联系。

计划' 4 —加强体育运动

关于在教育系统和社会、家庭和居民生活中加强体育运动方面，在过去十年间大多 

数会员国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越夹越多的男子和妇女从事体育运动；参加群众性体育 

活动的人数和体育运动联合会和团体的会员不断增长。但是，把从事体育运动作为一项 

人人享受的基本权利却还不是到处都已得到保证。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特别是把整个学 

校系统组织起来，以便形成这样一种教育，它通过和谐地平衡体力活动和智力活动，使 

人得到全面发展另外，一方面发达国家现在有8 0——8 5%的儿童在学校得到体育 

教育，而在发展中国家s不能得到体育教育的儿童的比例大约占8 0 %。

另外，现代生活以及它所带来的日益增加的城市化和现代化意味着体育活动在目前 

必须看成是保持健康的基本条件。但在很多国家，尽管存在着足以使人人身体健康的明 

显的经济优越性，但一半以上的人口现在并不进行运动或休慈身心的活动。

体育运动，尽管各国结构不同，但关系到本组织所有会员国，因此为各国人民在亙 

相尊重、相互了解和公平的竞争基础上更紧密地闭结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手段。这一计划 

将对这方面的国际合作给予特别的注意。

目标和行动原则 ^

这一计戈i目标如下：

为在会员国有效地实施《国际体育运动宪章》作出贡恍从根本上说，这将意味着 

帮助各会员国加强其提高志愿人员和长期人员水平的能力，发展适当的设备和进行体育 

运动领域里的研究、评价、文件和资料活动。在国际一级，这些活动的目的将是加强政 

府间和主管非政府组织间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并从而加强内源性体育运动的发展和帮助 

改进国际运动竞赛的组织;、’

促进青年组织和体育组织之间的合作，以加速体育运动的发展，作为终身教育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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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特点；

帮助使体育运动成为各级水平和各种年龄的生活中的一项普通的活动，并为此目的， 

帮助会员国奠定普遍进行这种活动的技术基础。

所采取的战略将集中于几个主要的优先项目领域《这一计划将着重人的全面发展和 

这一过程的连续性，以此使运动把在校内外进行的体育活动作为终身教育的一部分扩大 

到成人生活中去。这一计划的一个新的方针将是为特定的对象（女孩和妇女）、年龄集 

团（幼儿）或特殊情况（残废者）者开展体育运动。

第二，本组织将努力提供援助，缩小目前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培训、设备 

和研究方面所存在的差距„本组织将一方面努力争取增加发达国家的合作，词时鼓励发 

展中国家之间横向的技术合作。

第三，这一计划将要求发展促进体育运动湘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之间的联系.茌这方 

面，要特别注意世界卫生组织“到2000年人人都健康”的规划.

第四，考虑到体育活幼的国际影响，这一计划将婆求加强那些经过认真筹划而Æ这 

方面直接有助于各_人民之间的更紧密的联系、人类之间的友谊、和平与了解的国际合 

作形式.

最后，应采取各种步骤，保证体育活动和运动能很好地适应各会员国现有的体制、 

文化、社会经济相气候条件，以便确保体育活动和运动茌这些国家的自然环境中扎下稳 

固的根基.

分计划

第一项分计划(根据《国际宪章》发展体育运动）将旨在对各国制订实施该〈< 宪章》 

的战略和规划提供支助.为此目的需要考虑的手段如下:

鼓励教育人员、讲授人员、监测人员和行政人员的初步培训和在职培训；

支助建立设施和设备，发展当地和分地区生产这些设施相设备的能力；

支助研究、评价、情报和文献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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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通过政府间体育运动委员会的活动，继绥发展和加强会员国昶非政府组织间的 

合作；

借助国际体育运动发展基金，特别是对政府间培训湘设备计划给以可能的支助. 

第二项分计划(鼓励青年运动）将致力于：

把青年运动同使居民中的几种新对象参加体育和运动的全国努力联系起来；

使責年运动参加建设基础结构、设施和设备（场地、海滩和游泳池、体育场、跑道 

湘娱乐区；特别要注意城市边缘的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

促进对传统舞蹈、竞技及其他活动的研究，以保存文化遗产同时促进这一领域的培

训.

第三项分计划(发展全民运动）的目标是增进整个人口的健康。该计划将同世界卫 

卫组织的“到2000年人人都健康”的计划一起执行•计划中的行动将采取下述形式： 

1985年，在那些愿意参加的会员国中协助组织第一个世界人人健康和人人参加运 

动周；

对此活动进行评价；根据决定•筹备第二个世界人人健康与人人参加运动周，并茌 

所有会员国中举办；

研究保证人人能参加运动需要哪些手段•研究什么是最适宜各国情况的安排； 

组织宣传运动，鼓励大众参加运动湘休息活动•

计划V.5 高等教育、培训和研究

近几十年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高等教育在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没有健 

全的高等教育，哪个圃家也不能指望培训出将在现代国家中履行日益复杂的职责所需的 

管理人员，也不可能利用使其能够在国际研究中充分发挥作用的知识宝库.高等教育机 

构，特别是大学，最清楚地表现出教学、研究和培训的作用，而培训作用茌某些方面又 

代表着教育的最高点a因此，尽管高等教育费用很高，又面临着扩大各级教育的迫切需 

要，但仍有许多国家花赢得独立之后，立即下定决心，建立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 

它们一方面努力扩大数量，另f方面采取措施，使高等教育更好地适应自己的任务•会员 

国经常反映它们如何重视这方面的国际和地区合作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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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出现的几个主要问题大多是在高等教育方面.高等敦育数量上的扩大引起了观 

模上的变化，常常使负责当局重新确定自己的目标•此外，人们越来越要求高等教育机 

构承担新任务，扩大活动范围*建立新的学科和活动.因而，高等教育茌传播文化和组 

织文化活动方面，发挥着更大的作用a高等教育机构不再限于提供培训*它们的更大都 

分的活动是从事于专业活动的人员（包括大学毕业生）的再培训和进修.关于培训对就 

业的作用以及为她方或全国社会服务的作用，正给予更大的注蒽，在努力保持或取得基 

础研究的优秀水平的同时，某些高等教育机构，特别是工科，医科和农艺学校•从事于 

旨花解决实际冋题的日常应用研究，并同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各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

为了使高等被育完成更多，更复杂的任务•负责其活动和发展的当局认为有必要扩 

大、重新爾定和重新组织教学计划和研究计划；更新课程并使之多样化，修改学习阶段; 

建立新型院校，修改招生手续及评定知识和才能手续，特别着眼于便学生在教育系统内 

有更大的流动性；通i寸研究勒人员培训活动，确保高等教育更多地参加整个教育系统的 

发展•

本计划为改进高等教育提供了一般的轮廓，从而使本组织在其各种职权范囤内开展 

高等教育活动.

目标如行动原则

本计划的目的是通讨使高等教育的组织内容和方法适应其各种作用，特别是适应其 

新任务，提供其对社会进步的贡献.

为此，本组织将特别致力于：

鼓励改进现有欲育机构的工作，建立新型机构相计划，根据发展的需要改编教材内 

容，扩大培训课程的范围，采用学科间方法进行研究和培训工作；

支持各国对管理人员进行达到高等教育程度的培训努力；

鼓励为此采取国际相地区合作措施.

.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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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项分计划(为社会进步发展和改进高等教育）的目的将是鼓励：

改编教学计划、调整课程设置、教育和培训的类型，以适应社会需要和高等教育的

新任务；

特别要通过国家和地区合作，最合理地利用研究和培训潜力•尤其注蒽研究生学习；

特别要通过地区高等教育中心的活动，交流情报及经验；

特别要通过与联合国大学、政府间湘非政府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协作，开展国际和地

区合作B

第二项分计划(以发展教育为目的的研究和培训）的目的将是加强同时协调高等教 

育机构在教育科学方面继续开展的研究活动以及培训各种类型的不同水平的教育人员， 

其中包括高等教育人员的活动.

这些活动将包括编制高等教育机构在教育科学方面以及就整个教育系统出现的主要 

问题所开展的研究的她区一览表•开展国际研尧计划，处理这些问题的具体方面.支持 

现有的国家相地区研究计划，支持高等教育机构为教师組织指导课，介绍教育学的研究 

并在教育过程中运用其成果•

计划V .6 采取行动，更好地把培训和研究活动结合起来

讨去几十年中•培训活动已有很大发展.并已扩大到许多过去未曾开展过的领域„ 

此外，研究的活动和领域也有了很大扩展，其中许多是新开展的，或是关于把基础研究 

的成果应用于发展先进技术的. '

研究和培训活动的规模，所造成的财政负担昶所要求的大量人力，使我们有必要确 

定优先项目，更好地协调活动，使投入的资源得到最佳的利用•高等教育机构的培训和 

研究活动与其他机构的活动的协调，.是努力实现合理化的一个方面，实行合理化，不仅 

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国家科学昶技术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计划K.2 )。想要避免重复 

努力，无疑是办不到的，要为研究成果制订出立竿见影的计划，也是办不到的，因为研 

究成杲根本是不可1料的，但是使各种研究活动湘培训活动合理化，则是有必要的•这 

就要求在鼓励研究人员的首创精神的同时•支持机构、小组和研究人员更紧密合作，以 

便最合理地利用可供使用的资源.这样做可以有希望比较省力地满足社会的优先需要，

50 90

5091

5092

5093

5094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v.教育、培训和社会

-39 -

5095

5096

5097

有可能把资源集中使用于那些可望取得实质进步，为主要社会问题的解决作出贡献的那 

些领域•同样也是很有意义的就是把最新研究成果用于教学和培训活动，以便提高其水 

平•本计划提出的方法在于协调培训活动，协调研究活动，并又把两者协调起来*其最 

终目的则#在国家一级制定和实施综合的培训和研究政策。这一方法的基础就是业已出 

现的某些要求各种培训和研究计划都达到最佳化并协调起来的趋势•本计划对培训和研 

究活动提供了 一个总的范围，加强与本组织的职权范围相符合的各个领域里的国家的培 

训和研究能力，以便它们得能为某些主要世界问题的#决作出贡献。

目标和行动原则

本计划的执行将要与重大计划科学及其在发展中的应用和科学、技术和社会中的其 

他计划密切配合，在国家一级更明确地认清社会对于加强培训和研究有些什么要求•以 

此为出发点，本计划的目的将是促进在特定领域内开展的各项研究活动之间的协调和各 

项培训活动之间的协调，以及研究活动湘培训活动之间的协调•以便根据综合的培训和 

研究政策，把这种协调扩展到各不同领域中去•这一行动将分阶段进行*第一步是编制 

需求目录，接着举办试点项目，旨在为培训湘研究活动的协调提供一个试验的范围*作 

为一项长期的目标则是要求达到制订综合的培训昶研究政策的目的•

茌高等教育中，伲进教师、学生和研究人员的流动性，将是在这一领域内加强国际 

合作的手段之一.同时也是使国外培训的专家更易于回到自己的国家就业，从而限制人 

才外流，加强国家培训和研究能力的手段之一。

分计划

第一项分计划（关于培训和研究领域内的需求，趋势及现有资源的数据分析)的目 

的将是对当前培训和‘究的趋势提供更好的资料，以便确定这方面的活动是否能满足需 

求和得到必要的资源，帮助会员国建立必要的力量，去取得和分析这种数据*其中包括 

统计数据.为此•本组织将与国家，地区或分地区的主管机构合作，编制国家、分地区 

湘地区培训湘研究方面的趋势，需求和能力的清册，并根据这些清册，在那些现有的资 

.源要求予以加强的地方确定培训相研究的优先项目•对于短期需求、中期和长期需求， 

将加以区分•对于分地区或地区建立某些领域的综合培训和姘究合作计划的可行性和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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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将要进行调查.还要编制九十年代的教科文组织职权范围内的国际试验计划，并 

在1989年将此计划提交国际政府间会议.

第二项分计划（在敎科文组织的职权范围内促逬学科间培训和研究）的目的将是通 

过向会员国中现有的教育机构提供支助，鼓励：

茌一个或几个机构中，就某一领域执行把培训和研究活动结合起来的试点项目；

在一个机构内，协调不同学科、不同行动领域和知识领域的培训和研究活动。

本分计划的目的将是借此为某些特定的发展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材料，并把所取得 

的经验提供给会员国的负责培训和研究计划及机构的人。

第三项分计划(促进综合的培训和研究政策）将成为旨茌促进逐步制订、试行和实 

施综合的培训和研究政策的长期行动的出发点.本计划将分几个阶段执行.第一阶段将 

限于一个特定领域，一方面搞培训.另一方面搞研究；第二个阶段将把这个行动扩大到 

若千领域.然后，同时从培训和研究的两个角度出发，解决这几个领域里的问题.最后 

将设法制订有关几个知识和活动方面的、反映学科间方法的综合政策，因为在近几十年 

取得的最突出成绩中，有些是要归功于多学科方法的•这些活动将符合把不同方面的培 

训和研究结合起来的长期目标。

5098

5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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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中期规划草案（1984—1989)

第二部分 

工I大众教育

问题分析

1 9 7 0年至1 9 8 0年期间，世界各地教育系统得到继续发展，各级学校入.学率 

都fUV氣时期，胙洲初等教育总的入学.IV人5 7‘V.发展到7 9 %,亚洲从^ 

增加到8 5 %，拉丁美洲相加勒比地区从9 2%发展到大约104洛(1)。全部发展中国 

家中等教育的入学率从2 2 %发展到3 1 %，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从4.3 %提高为7.4洛。

在工业化国家，初等教育的普及已经基本完成，中等教育在校人数从7020万增加 

到8120万人，总的入学率(2)从7 0 %增加到7 8 %。但从i 9 7 3年以夹发展速度 

略有降低•，在一些®家，甚至已经实现了普及中等教育，其它许多国家也即将普及中等 

教育，高等教育在校学生从2U0万人增加到3080万人，在同一时期内，入学率从 

2. 3.4 商到3 0%，不过，有类似中等扔育S 1 9 7 5年以夹出现的速度降低现氣

u 少都是Ü益扩A的社会f嬰的结來；这些进少也丧明一种史明确的政治t愿。

受教育越来越被认为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承认教育是发展的一种主要手段，是发展的 

一个主要方面。这些进步需要动员巨大的物力、财力和人力。整个世界用于教育的公共 

呀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百分比已从1 9 6 0年的3 ,7 %增加到1 9 7 5年的5 .6 %， 

教师人数大大增多，在1 9 6 0年相1 9 8 0年之间由12，531 , 000人增加到 

28 , 666 , 000人；而且，只在发展中国家内，就从4，720，000人发展到

⑴由子有的在校学生留级重读，年龄超过参考年龄，所以比率超过100 %。 

0年龄M相当于每个国家的正式年龄组，一般为1 2 —17岁这一组。

2001

2002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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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2005

2006

2007

14，375，000 人

然而，近些年央，人们注m到，教育经费即使没有减少，至少是增加的速度普遍减 

缓了。这种减缓在工业化国家尤其明显，这些工业化_家约占全世界教育开支总额的 

作则政、沒济经常发生严束凼难的发胰中w家，仍祚坚特不懈卟负力》问疋， 

由子教育开支已达到的水平，并且需要满足其它的迫切盥婴，财源又在不断减少，担心 

13前没育开支的增长速度不可能坚持很久。由子迫切的收存：婴依然没有得到满足，亿 

万儿童没有入学或还没有学会正确地读书和写字便已啜学，因此就有可能产生更为不幸 

的后果。

尽管为发育了巨大的努力，并取得了进步，但是在全世界范围充分行使受教 

育的权利远来能实现。因此，从渉及的人数和所影响的国家的数量来看，文盲状态就是 

最明显的征象。1 9 8 0年，非洲的文盲占成年人口的6 0.3%，亚洲为3 7.4%，拉 

丁美洲为2 0 .2 %。此外，尽管世界上的文盲率降低了 一一从1 9 7 0年的3 2.9 %降 

判1 9 8 0年的2 8 .(V:,:，，伹畏，由子人口的增长成年文窗的绝对数仍然不断增加。

1 9 7 0年有文盲7.6亿人，1 9 8 0年为8.1 V乙人⑴，如果保持目前这种趋势，到 

本世纪末可能婴有9亿文盲。文盲和贫困一般是同时并存的：在实力最弱的国家、条件 

最差的地区相最穷困的阶层一..一那些连营养、健康、住房都严重缺乏的人或遭到失业的 

人一一当中，文盲状况最为普遍。

除了一开始就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文盲外，还有很多年轻人过早辍学，他们没有能 

受到足以积极参加社会生活的教育，没有能力找到相从蓽一种职业，也没有培养训练能 

够思想充实地参加公民、文化和集体生活，因此，他们比社会上其它人更有回到文盲状 

态耜处于社会边缘的危险。在许多工业化国家，已经实现小学普遍入学，但文盲状况在 

发展，而且达到成年人口的2%到10%(根据定义相采用的教育方法）。这种成人文 

盲对于领会社会和职业生活的充分效率所必须的情况感到严重的困难。

因此，文盲可以说是当代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也是对国际社会的严重挑战。消 

灭文盲需要有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方面做到普及初革新初等教育，以断绝文盲的来源，

(1)根据联合国组织新的人口预测目前正在进行的统计工作，得出的估计数略高（8.2ai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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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面为骨少年湘成人文盲绍.织系统的教育运动。小学入学率最低的国家，文盲状态也 

最为普遍。1 9 8 0年有1.2 3亿左右的学龄儿童（6岁至1 1岁）没有上学，将籴他 

们就要扩大成年文盲的人数。另外，还应指出，根据正式注册率进行的统计，没有完全 

反映实际情况，有大量重读生也列入这种正式注册率之中，在注册相实际到校率有极大 

差异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因此，有些估计使人们想到，实际上在非洲相南亚有大约4096 

的6岁至1 1岁的儿童不上小学，在拉丁美洲则有2 0 %。此外，在国家与国家之间， 

一个国家的各个地区之间都存在很大差别：农村地区和城市郊区的居民、某些少数人耜 

其独难民集团都处于牯别不利的情况。

普及初等#育首先過到手段不足的障碍：缺乏教室相教师，学校发展赶不上人口增 

長。但也有劣例表明尽赞资合有限，由于围家下决心章视教育，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因 

此，某此收入低的国家，已接近小学普遍教育。

某些学校系统的效率不高也使教育普及缓慢。根据某些估计，在发展中国家，

1 9 7 6 一 7 7年间进入小学的学生，十人中只有六人能正常读到四年。留级使学校招 

生谛力减弱，而中途辍学则往往导致文盲状态。策读相辍学的原因既有教育方面的，也 

有科.会方而的：课桿讨常，或不太适合文化环境，学生的经验或年龄，教学语言不是儿 

t所讲的办言，缺乏劼学设备相教材，疵级中人数过多，教师没有经过足够的或良好的 

掊切1;成者还因为t育服务侦I肷袭，农村地区没有完全小学，学校离学生住处很远， 

学生赀养不够或营养不良，家庭贫困迫使儿童有时要帮助生产任务，学校活动时间与居 

民的生活条件相工作条件不适应，尤其是在农业领域，等等。

因此，如果说教育民主化意味着扩大教育系统，以便能够梓受全部可以入学的人口 

入学，在许多围家，教育民主化还要求努力革新教育结构、方法相内容，以便教育更适 

,>十所外的坏境，埂符合人们的：嬰湘进步的堆:求。这种行动婴得到充分的成效，要在 

纴济、社合加文化各方面作出努力，Ki保证婼民生活摁定，保证有关的整个篥体最广泛 

她，考与发殷沾幼。社会民主化和教育民主化都盥婴特别的努力，消除对社会上处境最不 

利的成员的歧视，这.些人是最无力维护自己的权利、愿望耜需嬰的。

2008

2009

2010

从这方面来说，一种最根本的歧视一一这种歧视派生出许多其它的歧视并且是大量 2011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II.大众教育
-44 —

.的不平等现象的根源…•就是对女肯年相妇女接受教育的歧视。当然，在受#育机会平 

、 等议万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 9 6 0年至1 9 8 0年间全世界女学生增姣将近一

倍，在高等教育中的增长尤为显著。在工业化闻家，198 0年女青年和•妇女占学生总 

数的4 9 :，，占初等教育的4 9 _々,，中等教育的5 0%，高等教育的4 6 %。在同一时_ 

拙，在发栌中D;家，女骨年加妇女的比例占学牛总数的4 •在刊等教7Ï中占44 ，

屮等挣W占3 9 „;，高等沙育占3 4 1。然而，女骨年拍们女却占成人文盲人口的591。

2012 这种愦况是许多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原因，有时也是文化原因造成的：在殖民 

.Wi财期上学的人很少，家庭收入不足，家务负担繁重，家庭条件不良如由此而来的种种 

任务，早婚相早孕，社会对t新式学堂后养成的态度的保留看法等》由此也说明为什么 

女rr年迓学率很涵，为什么伯女参加成人扫盲课程人数很少。还须嬰看到另一种情况： 

即使文盲状态已泠茏本消失的地方，社会文化的某迆行为表现一一不论是家.庭的杰度还 

楚孩A制度所鼓M的方向一--把女青年和妇女拒在某些教胃的门外，尤其是在科学技术 

扣特列m域.这牲行为表现所诰成的种种偏队和不平等，在很多国家，仍使妇女遗受歧 

视，尤论亦从斗某哗职、化评妒在职业的劣际前邊方W拙是如此.

2013 某些隼HJ由干剧有的特点而很难受到敎W,或只能存很不利的条件下接受破育，例 

如生活存农村边缘地区或城郊地区的居民.另外，无沦是残廣者、移民劳动者、难民或 

H餘放运动的成员中，都有一些集闭，他们的人数相处境各有不同，对这些集团的人 

的效育，较龙他们生活在其中的大多数A的教育，须有符合其特殊fe况的专门规定.因 

此，对身体或賴•神上有残疾的人的教W，须要根据残疾的类型，采取专门的措施，同时 

乂有利子棧党正常的欲育，使于参加社会生活和职业生沽的措施.同样，移民劳动者及 

#子女相难K的教育，都漦要有待殊的措施，以使他们在东道国的教育机物中进行或继 

续正常的学习，间Q.J■特别保证他们有学习母语的可能，有学习民族文化基本内容的可能.

2014 形式上的教f|机会均等并不占等于入学相成功机会的实际平等•即便在已经延长义 

务教育或已经实行免费学习的国家，在不同裎展上，往往是低微社会阶层出身的儿童，

-恃别是城乡体力劳动者家M的儿童，在学习方面遇到的困难最大.经常可以发现，在高 

等救贷中，多数学生是来ÊJ优越的社合或文化环境，入学A数的增加只能悛悛地改变这

,.仲局衙•为了克嫩这些社会-- --经济和文化上的缺陷，曾出或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45 -

n.大众教育

不论是经济上鼓励措施（奖学金、补助金、住宿和交通设施、举办夜校和函授教育、有 

利千吞职人员的各种社会措施，特别是给予劳动者带薪学习假和自由时间），或者改革 

教育机物的结桕和工淮的措施：为所有可以入学的同一类A设立专门学校，成立多科综 

合华校，迚立苯础课阶段以推迟分科，佟订录取、升级和评价方面的程序和标准；所有 

这*措施都是力求在教育系统内摔立真正的机会和待遇平等•

这种普及受教育机合的努力本身并不合妨害学习的质景，经验已证明，数量与质量2015 

不是必然相互矛盾的•扩大了教育，而又没有辅以必要的措施.才会造成教育质量的降低》

例如：培训足够数量的有资格的教师，建立适当和完备的教室，设置合适的教育材料，

以及#它考虑到具体环境特点的措施.

教育R主化确实不只是个数量问题•从教育民主化的完整意义上说，提高教育质量 2016 

畀主敢的.的确，重要的是保证“人人机会均等”，同时“给每A以最好的机合’’•要 

使大、中学桉学生从一种专科转封另一种专料，从一种水平转到另一种水平，PJ便给每 

+伞牛.扒洪克分匁挥他们的I叻的HT能性，很多丨㈤家在这方面孙婴巾出许多努力•嬰消 

除#逋教育与职业技太教育之间的严格界限，似乎还须作■出特别的努力，受过职业技太 

教育的学生，如有志深造并具有能力，应有可能受到最高水平的其它任伺教W,而无须 

羟过必然将其淘汰的正式录取规定.各教育系统还应向那些虽未经过正式学习、但具有 

经验、能力和知识的人广泛开放，使他们能受到高水平的教育并得到益处•

然而，教育坑主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特别是近几十年夹，一切lx育史都不断2017 

在寻求能够保证个人和集体学习成果的新方法和新方针.这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 

M变相H的一小概念此，特别考虑到当代社会不断增长的、多种多样的教育需要，

教育K主化问题值得继续和深入细致地分析•知识和技术高逨发展，职业结枸和轮廓越 

來越迅过地变化，新的知识领域和活动领域不断出现，从而需要有水乎不断提高的一般 

初级培训，同时要有许多进修和频繁地转换专业，这蒽味着一个人在初级培训阶段之后，

为了职业上的要求或提高文化修养，仍有机会接受教育.

因此，教育民主化有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终身教育一一从启蒙教育开始、终身延续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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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进行的一个连续过程一一分不开的.许多H丨家都在这方面作出了努力，促使教育系统帮 

助人们有准备应付一生中的各+阶段，能找到适合其志向与能力的位量，能在迅速变化 

的世界中顺利地承抠其一切职贵•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也许是学齡的概念已有失去意义 

的趋势，或至少是以崭新的方式来考虑的•当教育系统更加广泛地向学龄前儿童、向没 

有进讨牵校和大学的人、向因为各种原因希望补足自己的知识的人开放时，有忭多的首 

创活动是为已经退出职业生活的人着想的，例如设立老年人大学、发展遥授教育和更普 

遍地发展新形式的校外教育.扫盲作为以后学习或培训的出发点，正在发展之中，成年 

人不论其年龄、学历和职业如何，都越央越经常得到鼓励再受教育；为此目的，肄立了 

新的教育机构，并采用了新的学习形式.这种趋势特别有利子劳动者，更泛而言之，有 

利于所有未能学到与其愿望相适应的程度的成年人.同样，许多没有经过长期学习而宁 

肯谋#一项职业的青年人曰后也可以再继续学习.制定许多深造和进修计划，主婴针对 

某抄类型的大学毕业的人，设立民众大学或开放大学，这些都表明成A教育开始具有一 

种新的熏要意义：它的作用不再局限于为初级培训不充分的人提供补充教1，而是职业 

生涯进稆中的一小正常阶段，是人的充分发展的一小重嬰因素，亦是受教育的权利的一 

个方面.存这方面，应强调抵'出大众交流手段一一如果能得到合理的使用的话—在提 

高群众一般知识水平、扫盲、成人教育和在更高水平的遥授教育中姑起的7貧大作用•交 

流手段加上电子计算机，为初级培训和终身教育开辟了非常远大的前景•但是，不应忘 

记，尽t有大量新形式和新方法的教育，学校依然是一切教育系统的中心因素和基础； 

如果正规化的教宥系统，首先是学校相大学，没有彻底地民主化，实际上也不可能有真 

正的教宥民主化.

为了加强促汫终身教育的运动，必须克服许多障碍，这些障碍并不完全是财政方面 

的.例如，应该排除在某些囤家中仍然很普遍的一种偏丨Æ，即成人培训的质量低于启蒙 

教有的质量.出现这种偏见往往是由于评价成绩系统和颁发证书系统不很重视在职培训 

或在工作中获得的经验.还有这样的情况，即在终身教育范围内培训的可能性似乎只提 

供给已有很高水乎的社会一一职业集团，这就使得到这种可能性变得非常有限.然而， 

终身被育看来是当今教育发展中的主要倾向，从长远夹看，它最能保证所有人都有更多 

的机会并促使教育接近生活和社会的需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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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找略 I
------------------- 争

本文件f：一都分中（参见第1 8 7 b段）所作的分析指出，教料文钼织1 9 8 4 — 

8 9年的主要任务之一特别是要“致力于创造各种条件，使个人与集团最广泛地参与他 

们所属社会的半活和世界社会的生活•

受教育看来是一切真正参与生活和社合进步的先决条件之一 •文盲状态的持续存在 

和教育不足在很多社会里是.这种参与的主要障碍•因此，普及初等教育使是根本目标， 

也就是说为所有适龄的（6岁至11岁）男女儿童开辟受初等教育的可能性《所以，教 

科文钼织的行动的主要重点之一，应是在今后十年内促进初等教育的发展与革新，促进 

彻底消灭文育•发展初等教育是最后消灭文盲状态的前提•但是，上学不应再慈味着与 

农村社会决裂，目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是这种情况•因此，佣进初等教育发展与革新 

的战略应通过名■地区办事处及其分支机构的行动，努力促进有助子使学校与生活联系起 

来、特别是与农村生活与发展联系起来的一切作法.至于文盲状态，尽可能在近期内扫 

除文盲将是今后十年内本钼织及其会员国的一项主要^标•这项任务的迫切性最近得到 

整个国际社会的明确肯定，并列入联合国第三个岁展十年国际战略的目标范围之内8扫 

盲实际上是一切发展战略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因为它为个人和集体掌握知识和技能开创 

了可能性，他们因此可以进一步慈识到自己的前途，特别是因此可以更好地行动，以提 

髙劳动生产率、改进卫生和健康状况、改善一般生活条件和行傕公民权利*

如要在最近期限内扫除文盲，首先就需要有一股政治愿望，要采取大规模的、全面 

的、具休的:和嗬绅轵的杆动•首先，在囤家一级，一切有生力量，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 

——财力、物力、人力——都应为此动员起来:•教师、受过教育的劳动者、中学生、大 

学及其它卨等院校的师生，都应发挥重要的作用，参加经周密筹划的、系统的群众性运 

动•围际社会也应以一切现代的财政和知识手段对各会员国的努力给予支持，因为，尽 

管文盲状态在最发达的工业化®家尚来绝迹，但最普遍的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在那些最 

贫困的_家f •从现在起到1 9 8 9年，在地区、地区间和国际上要达到的目标应是扭 

转趋势，即尽管人口增长，但嬰努力使文盲人数不增加，甚至有所减少8还要采取两方 

面的补充性行动：大量减少未入学儿童的数目，并增加青年和成年人中识字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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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2024

2025

2026

本钼织行动战略的第二小重点是落实准则方面的考虑，因为这关系到把公正和正义 

原则贯f到教竹行动之中的问题.囡此，本钼轵应努力促讲和支持各会吊围为实顼教育 

K,主化所作的努力，以傕使所有人都毫无区别地有受#育的机会.每个人都应能够根据. 

包己的需要、愿f和陆力，从各级教育中得到最大的益处，这将促进各小社合调动其知 

识潜力，发挥社合中每一成员的才智•因此，这一重点的H标是促进消除教育领域中一 

切形式的歧视；帮助实行某些措施，以便在进入教育系统的实际可能性和在教育系统内 

取得成功的真正机合方面，消除居民中某些成爵、某些集团或某些社会阶层所遭遇的事 

实上的不平等.

对在各社会中歧视和不利于女肯年和妇女的状况，将給予特别注意.这将不仅要弄 

明其原因，而且还要努力使之得到纠正.在这方面有必要指出，在教育领域开展的任何 

行动，都同样渉及男子和妇女，并且凡有必要时，就应采取具休措施，以消除影响妇女 

莩受实际平等的一切障碍•在各级的分析和行动中都应有这种考虑，以便在设计相实施 

政策和教育过程的每个阶段都加以必要的纠正•

本钼织行动战略的B三小重点是有关民主化的原则和汫秸的，在当代各社会里，教 

育民主化似乎只能从人人受终身教育的角度来设想.每个人在任伺时候，在一生当中， 

都应能够按照最适当的方式，利用社会所提供的各种可能的教育机会.成人教育应是关 

系到社会中所有成员的教育过程的一个钼成部分.因此，本钼织应努力促进发展成人数 

育，并在这方面与各合员圃合作，特别是寻求觯决办法，使不同类型和不同形式的教育， 

不论是桉内教育还是校外教育，是启蒙教育还是持续教育，都能更适当地结合起夹•

计划H .1 --酱及教齊：发展相革新初等教肯与加强扫盲

由子情况差异不同（人口、经济和社会条件，入学和扫盲率，文化现实状况），制 

)匕入学和扫盲方血的战略主要在®家一级范闱内进行•因此应根据本国的优先考虑来确 

定国际合作的目标、&质和方式•

2027 不过，奉实上扫盲不能和普及初等教育分开，这就要求在最贫困的地区和处于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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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地位的居民中为发展教育服务作出更大的努力•扩展学校网、革新教学内容和方法、 

提高教师培训水平也都是在这方面应首先考虑的重点•另外，新近的经验表明，在某些 

情况下，即使为某些特定集团制定的、专门1绕某些具休发展目标的、有选择性的扫盲 

战略妹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绍织面向各类居民的、并能形成真正的集休力量的系统运 

动，也取得了卓越的成绩•扫盲活动吸收学习者积极参与并扎根子学习者深刻的文化现 

实一—扫盲发现和发扬其生气勃勃的方面一一事实上，扫盲只有被列入社会变革的过程， 

才能具有其全部意义，而这一社合变革过程的目的是促使A人参加社合生活的各个方面 

及社合的演变，

这样一种事业的成功显然要求有坚强的政策决心，这种决心表现为动爵起现有的全 

部力景一—有关各部、各类学校、大学和公共部门的力量、集体及私人部门的力量—一 

和整+集体各种方式的有效合作：非政府组织、义务团体^青年俱乐部、工合等等.传 

播工具可以使A们清楚地意识到扫盲在发展寧业和社会进步中所能起的作用，成为极好 

的輿论，动员手段；传播工具能够伲进璩立一种有利的文化环境，并通过预先提供給听 

众的书面材料，直接播讲课程而成为有效的学习手段*

在某邱特殊条件下，采用革新方法，也能使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密切联系起籴，向 

成A相不能入学或过早辍学的儿童或青年传授基本知识.借助自愿服务的力量，牿别是 

#Jl:j知识★年、队习教师、中学生或大学生，对于全国的扫盲运动的成功能够发挥重嬰 

的作用.

目标和行动原则

.这一计划的目标是：

,一一促进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世界上继续存在文盲这一重大问题广度及其严重性》并 

为根除文盲在各方面动爵世界輿论；

——促讲更好地了解在扫盲中普及和革新初等教育与扫除成人与青少年文盲之间的 

相互关系•为此，本组织将鼓励收集和传播关于各国正在进行的试验、所追求 

的@标和@的•以及所莸成杲的情损；本组玫将努力推动完成一些耕究，这些

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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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旨在确定在实施入学和扫盲协调行动中所必须的法律、行政管理、财政、 

政策等方面的措施；

――主要通过培训教育人员和专家，通过制订和生产新的教育材料、提供设备等办 

法，协助加强国家能力，以便促进儿童入学和成人扫盲；

—-伲进一切能够有助于使学校和生活进一步联系，特别是与农村％活联系的活动;

—~通过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交流和技术合作，进一步鞘助地区、分地区的中心 

和机物，促进更好地协调各政府和非政府国际钼织的努力，实施地区或分地区 

重大项®等方式，加强分地区、地区和国际的合作.

~本计划有关的活动将损据下述方针确定：

—~将成A扫盲和儿童入学视为同一项行动的两个部分，应该齐头并进.根据这双 

■t任务，重新考虑教育A K的培训状况以及致力子教育与促进文化的机物的活 

动；教育的规划和管理，教育系统的一切支助成分（经费央源、交流手段、基 

础结构、教育工业等等）也应重新确定方向，以便更妤地为这一双重行动服务;

-一对于在教育方面一般处于不利地位的集闭：首先是妇女和女青年，还有农村和 

某些城郊居民，移民工人及其家庭和难民，应给予特别的注意；

一一本钼织将支持所有发展中围家，但重点是支助其中最贫困的国家和情况最为迫 

急的国家，以及那及为扫除文盲和保证全部儿童入学而进行系统的行动的国家;

一--由子成A扫盲湘小学教育在连续教育过程中只是一个阶段，因此，应鼓励扫盲 

后的行动；

行动的方式将根据开展活动所处的特别情况和范围~~国家、地区、国际一一而加 

以明确并灵活掌握，以取得增殖效杲.将应会员国的要求，提供技术支助和咨询服务； 

特别在业务活动范围内，将鼓励和支持情损交流和培训活动.将作出特别努力，增加用 

于就学和扫盲方面的经费；将通过非政府国际钼轵或有关的机物及基金会的联系，对帮 

助各会爵国在多边或双边合作范围内获得额外资金，给予一切必要的支持4

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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篦一项分计划：更好地了解文盲情况，将力求确定文盲的数目（个人和集S )，并 

弄清在每种特殊背景下产生文盲的原因、对居民造成的影响和为扫除文盲可能采取的 

措施•主要将对各种关系进行研究~■一在地方、国家和地区各级范围内一一研究儿童入 

学、入学的效果与文盲状况演变之间的关系，研究如何在学校的教育行动和扫盲之间建 

立更密切联系的方式，还将进行某些探讨，一方面探讨如何提高青少年和成年人对扫盲 

的积极性，一方面探讨新闻机物（报纸、电台、电视、通讯社网）通过怎祥的方式，方 

法可以为引起輿论的重视和支持推动扫盲的努力作出贡

第二项分计划：为制订和实施普及、革新初等教育和扫除文盲的国家、地区和国际 

战略作出贡献,将力求有助于增强会拐国确定和实施将普及、革新初等教育和成人扫盲 

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战略的能力•对农村地区的初等教育普及和青年、成人扫盲将给以特 

别重视《为此，将应会员国的要求，在以下各方面提供支助：加强规划和管理机物；确 

定须要觯决的重要问题；制定、实施和评价改革；修订内容；编写教材；准备全围性扫 

盲运动和肄立扫肓后机掬等，

第三项分计划旨在加强地区和国家培训扫肓人员的活动，促进各级扫盲A员的进修. 

应对培训培训者和负责儿童入学及成人扫盲的多能人S进行培训试点实验予以特别的重

视•

第四项分计划：促进对复盲现象的斗争，伲进使辍学青年参加生产的教育活动，将 

通过在地区和国际范围内交流情报和经验及进行试办项目，促进发展革新的、面向处于 

最不利地位的青年的教育活动，哲的是进一步提高在学校期间和扫盲计划中所学到的知 

识及能力，并得到新的技能从而使这些肯年人能参加生产过程，牿别是农业和手工业生

产.

计划J〖.2 教育民主化

本计划的目的在于鼓励和支持各会员®为确保每个人都能完全平等地行使受教育权 

利所作出的努力。这涉及到促进各种类型、各种形式教育的整个制度的民主化，而教育. 

是每个人充分发展和社会民主化的基本因素。实行符合当代世界需要的终身教育也成为 

主化的重要方面。

实现民主化需要在立法、教育、社会和财政方面采取各种措施•以保障接受校内外 

教育机会和整个教育过程中成功机会的完全均等。此外，现代社会飞跃发展，知识突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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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猛进，其结果对教育的需要大大增加并进一步多样化，同时教育民主化的概念也i靖之而

扩大》渴望平等地享有入学和成功的机会.对于在行使自己受教育的权力时有时遇到障 

碍的某些居民集团（妇女，不富裕的社会阶层，特别是体力劳动者及其家庭，农民，某 

些种族集团和语言集团等）是必要的》当然，在这些集闭中，每个集团内部都可能存在 

着很大的差别，应该特别为处境最差的人作出努力。

2036 为了各种出身的儿童能够更广泛、更长时间地接受教育，在世界各地作出了巨大的 

努力。可以有助于扩大这些努力的措施中主要有：保证免费教育.延长义务教育学制， 

扩大学校特别是中学和大学的招生能力，为最贫穷的人提供经济和物质便利，逋过消除 

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或社会隔离等等，实现所有人的待遇平等。

2037 当然，教育民主化要求教育生活受到共闾标准的支配，主要是可以侏证每个人具有 

共同的基础知识和能力.但此外.教育民主化越来越需要方法上、有时甚至是结构上的 

多样化，以符合同一社会不同集团的特点，满足其特殊需要，从而为每个人提供媸好的 

充分犮展的机会》此外，教育活动的多样化在逬行终身教育的情况下尤其必要•茌这种 

情况下•每个人在一生中的任何时刻，都应能根据其需要、能力以及知识的进步、机构 

的发展和就业情况，完善或更新其专•业训练和所掌捱的知识材料。

2038 此外，在目前情况下•在组织全部教育活动时应该注;t便各級、各央相各#形入的 

教育连续一贯，保证可以从任何一级转而从事职业活动或接受短期补充性职业培训.并 

保证校内外教育之间的进一步协调。

2039 为了增加一切人接受教育的机会，应保证所有有关人更多地#与校内外各种被育 

机构的活动，尤其是学生家长、教师、学生和教育者本身，学校所在地的居民代表。

目标和行动原则

2040 本计划的目标如下：

—一促进消除教育方面一切形式的歧视•特别是在本组织为此巳经米取准础性tr动 

的范围内；

―-与会员闽合作，以便识别教育方面的不平等现象，分析这些现象的原因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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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从立法、财政、行政、社会和教育等方面制定各种措施•以保障接受教育机

会和成功机会的进一步均等。本组织应努力促进对不能充分享有受教育权利的 

各种人的情况的研究，并研究采取何种搢施加以纠正；

――促进公众輿论以及决策人、计划工作者和教育人员（教员和教育行政人员）进 

--步了解迫切需要采取终身教育原则的原因，实施这一-原则需要采取的各种措 

施及其对社会、经济、文化和伦理的影响；

一一鼓励从终身教育本身的角度•更合理地使用全部教育资源。主要应当促进教育 

制度中所需要的连续性和机动性，以及各个不同部分和不同水平之间更好的联 

糸配合；促进发展新型教育方式，促使校内外教育更好地协调；鼓励所有不同 

类别的有关人员更多地参与教育制厪的工作*使之顺利进行p

本计划项下米取的行动在拟订和实施过桎中应米用学枓间的方法•特别是广泛求助 

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教育科学的专家》所选用的战略，其目的应当是将计划中有关 

教育民主化各方面的活动融为一体，以便从数童上和质量上加强其效果《这些活动主要 

包括制定情报和宣传计划*收篥和传播数据资料•鼓励研究和提出试办项目，从而促进 

绎验的交流。将与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有关的非政府组织以及有关机构和组织密切 

合作实施本计划。

分计划

第一项分计划：国家和国际方面的一般准则与措施,应有助于研究和促进采取措施,

以便消除一切种族歧视和实施使教育方面机会均等与待遇均等的政策。将在定期与会员 

M磋商有关《反对教育歧视公约和建议》执行情况的范！I丨内开展这一行动•磋商的结果 

将予散发。 \

第二项分计划主要是研究教育民主化的各个方面,以便使处于最不利地位的社会阶 

层有效地行使享受教育的权利。为此•将在不同地区，对各级教育根据不同教育形式实 

行民主化的条件和方式开展分析，调查和研究。

第三项分计划从终身教育的角度》促进有利于校内外教育更好配合和教育体制各部 

门之间加强连续性的行动。本计划尤其要鼓励在制定教育规划时考虑校外教育的形式， 

要确定教育条件和方式，通过这些条件和方式，并根据荻得的知识和经验，可以保证从 

一种教育形式转到另一种形式。本计划还要有助于从一个教育阶段或类型转到另一个阶

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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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或类型.另一方面要支持补充性培训，从而使每级教育结束后就可以从事一种职业。

促进幼儿教育为第四项分计划的内容。按照学科间和多部门方法制定的活动主要在 

于鼓励成人（特别是家长）和集体参与儿童教育.并促进学前芦育计划的实施.这些计 

划除了注重启蒙和入学准备以外•还可以帮助幼儿克服某些社会经济或社会文化方面的 

不利条件。

计划成人教育

在教育制度正常活动之外为成人开展补充教育活动是实现终身教育的一个基本条件。 

这狴活动的开展是用来满足当代社会在经济、技术、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变革所产生的许 

多要求种手段〇

可以认为•在许多情况下.成人教育的发展可以构成教育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成年后才得到的或补充进行的普通培训或职业培训可以弥补骨年时由于各种原因（社会 

的、经济的、家庭的等等）而造成的培训不足或培训中断的缺陷。在一些常见的情况中 

(扫肓是最明显的例子之一），成人教育可以起补偿作用•它可以帮助有关人员改进生 

活条件和工作条件。

在技术改造突飞猛进、生产手段和就业条件不断改变、以及由此在许多国家出现严 

重问题的今天，成人教育的作用愈来愈加重要。它应该有助于使知识和才千适应新时期 

的需要•使劳动者、首先是失业者、就业背年以及非技术人员莸得能够帮助他们转变工 

秭的新技能。科学技术的前进速度以及经济社会在所有社会中如此之快的变化•都要求 

努力理解新现象.不断更新并深化知识.以及更新每个人的才能。这对任何社会来说* 

无论其发展状况如何，都是有效的。

成人教育不能仅局限于职业生活一个方面•尽管这是其中最明显的一个部分。公共 

生活民主化以及促进真正平衡的发展事业的必要性两方面都要求最广泛的居民阶层有效、 

自觉地参与这两方面的活动时，成人教育的作用似乎是主要的。它可以对公民权利和义 

务的行使以及知识水平的普遍提高作出重要贡献。成人教育是扩大社会革新能力的基本 

条件。它可以帮助每个公民对影响自己生活的事件和现象客观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从而 

作出自己的决定。它还可以帮助公民明智地履行其公共职责。在这方面.促使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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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目前人类社会中的主要问题，特别是国家之间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似乎是主要 

的。同样，目的在于加强和平和人类团结、促进互相谅解以及反对偏见、沙文主义、历 

史性怨恨等等的教育活动也是如此。

主要通过接触新知识、新技能、文化作品.以及通过对文化作品的鉴赏、鼓励创作 

和更好地利用业余肘间等可以便个人或集体得到充实，这一方面有些望要任务可以由成 

人教育来祖负。在这方面.有必要提一下在成人教育活动和大众交流手段的计划之间已 

有的或者f要建立的关系。

平均寿命的增长是•一个对社会生活有蛮大影响的现象。根据目前预测•到2 00 0 

年，6 0岁和6 0岁以上的人数将比1 9 7 5年增长7 1 %。因此t那时世界上将有约 

6亿这一-组年龄的人，约占世界人口的10%，其中三分之二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这种 

变化在伦埋^社会、经济和X化方面都提出许多问题•也对教育带来多方面影响。看来• 

]K被-的是从现在起要重新考虑老年人的地位和社会作用*开展活动》不仅改#他们的生 

活条件、而J1能按最适宜的方式使其所属的社会能从他们的长期经验中受益。

成人教育多种多样的目标• Ü要大量各种各样的手段、方法和工作人员；这不同于 

学校敎育，尽管从终身教育的角度来看，这两种教育都需要互相补充，互相延续。成人 

-教育人员和形式的多样化构成了试验和革新的一-个蜇要因素》成人教育中可以表现出极 

为丰富的主动性.这是一项珍货的资本•应该通过广泛交流经验和情报使之取得成果。

目标和行动原则

这项计划的目标如下：

_ 一帮助建立和发展对于扩展成人教育活动所必须的机构和部门；为此将鼓励鰱立 

国家级和地方级的咨询和协调机构；

…-••促进情报和文献资料的搜集和传播，鼓励在国家和国际范围开展研究探讨活动, 

主要目的是深入了解成人学习的动机和特点以及必须克服的障碍。这些活动还 

应一方面有助于确定开展成人教育所需要的方法、方式、教育内容的类型及教 

材•另一 •方面有助于阐明成人教育与促进社会发展的其他活动之间的关系î. 

一一支持发展成人教育和提高成人教育质量所必需的人M培训活动•支持在这方面 

的经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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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1 . 耑要开展的活动将舟学科间的，它們将涉及教育本辟•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文化和交流。这些活动将以大会铝十九妬会议（1 9 7 6年）通过的关于发展成人教育 

的純议为指导思想，并将从1 9 8 6 — 8 7年起贯彻于1 9 8 4 — 8 5年召升的笫w届 

国阮成人教育会议的韙议。

2052 这驻活动将考虑到：

——目标的多样性和对象的多样性；

…-启f教育祁成人教胥之N的相互关糸；必须促进成人教育政策和规划与其他教 

育部门的政策和规划相协调的行动战略；

一一耑要促进制度、社会柞财政方面的措施•以便使成人能充分利用提供给他们受 

教育的机会》

分计划

205H 第一项分计划：成人教育和职业生活.其目的是帮助成人加入职业界，参加进修和

在就业期间变换工种，其主要办法是使学习阶段和职业活动阶段交替进行，以及在就业 

期间可以进行学习。将特别努力提高和改进符合成人崙要和动机的普通教育的可能性• 

作为专门化或将来进修的基础.并将努力提高和改进符合某些领域中特殊需要的专门化 

学习的可能性。同时还将鼓励发展关于教育与就业之间关系的情报》同样，为了使培训 

适应职业的需要.将鼓励成人教育机构、劳动者和职员组织之间的合作。

笫二项分计划.成人教育和公民权利和贵任的行使,将有助于促进成人居民了解公 

民的权利，使之觉悟应承抠公民的责任，从而有效地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应支持可以 

帮助理解新现象和理解对社会与个体生活有影响的重大世界问题的措施。由于大众交流 

手段在传播知识方面对人们的行为和所提供的可能性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要特别注 

意娓高传播节目的教育性。

笫三项分计划，成人教育和业余时间，目的是'促进研究和实施通过教育活动有助于 

以下方面的措施：个人的充分发展、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整个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为 

了鼓励个人的创造才能，发展他们的能力，促进有关文化作品的情报，扩大参与文化生 

活和接触艺术遗产的机会.应当开展特别的活动。在此还要鼓励建立成人教育机构和大 

众交流手段之间系统的合作。

第四项分计划，教育和老年人，主要阐绕以下四个主题：为老年所作的准备；为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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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开展的教育沽动；为老年人服务所需要的人员培训；依靠老年人所具有的潜力来满 

足社会上教育、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盥要。将与联合W系统有关组织合作实现这一分计划, 

并将此分计划纳入i 9 8 2年老龄问趱世界大会将要通过的闺际行动规划的范au

计划il.4 女肯年和妇女在教育方面的机会均等

茁然全世界妇女入学的人数有所增长.有些fâ家也采取了保证男女平等的教育政策， 

但妇女在M多圆家的教育系统中仍占少数。当然，各国之间与世界备地区之间情况各不 

相N，但i姆着教育水平的提尚，年轻妇女所占比例普遍趋于下降。

不付急迫的问题之一仍然是妇女的文盲问题^梱据1 9 8 0年世界范围的估计：15 

冷以上的妇女中3 m是文肓，男子则为2 。而教育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可以 

保证妇女在行使自己的社会权利与义务方面与男子有平等的地位。教育可以有助于改变 

思想状况，可以创造条件，使妇女在经济社会领域担负和男子同等的职责；可以普遍地 

I进耿合H妇女十年目标的实现。绝大部分妇女都在工作：在家庭、田野、企业里工作。 

由于技术进行以及需要可靠资历的雇佣劳动迅速发展，妇女和男子一样平等地接受教育 

就具冇更窗要的意义。妇女中的又盲现象对于今后各代年轻人可能产生特别不利的影响。 

母亲的钮育水平对儿童的健康、营养甚至平均寿命都可能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可以看 

到：一个社会中母亲受敎育的愈多，儿童，特别是女孩就愈有入学的机会。

因此，通过入学和扫盲普及妇女受教育的机会看来必须予以优先考虑，这是为了社 

公、纹济祁又化方_的原因，也是为了合乎公遊.因为妇女与另子相比几乎总是处于不 

利地位，但同时也因为任何有利于妇女的教育行动到一定时候会产生明显的增殖效果，

特别对于家庭和儿童来讲是如此。

女青年和妇女与男子完全平等地参与各级和各种形式的教育对社合来央的进步具有 

决定性的慈L这是伦理方面的要求，因为任何人，男人或女人都应该銥够具有充分发 

展的平等机会；而这同样也是一种实际需要，因为社会发展愈来愈要求妇女完全参与岁 

展專业的.各j方面，并扩大她们在社会内部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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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妇女基本上已经参与了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促成了社会的进步•她们大约占 

世界成年人口的5 %,工作时间总额的一半以上是她们完成的，尽管这些工作并不出 

现在正式统计中8她们在社会交流、文化遗产的传播和更新中的作用是主要的，尽管这 

一点还没有得到普谝的足够承认•此外她们还是主要的教育者，首先是作为母亲，因为 

在儿童社合化方面她们的彩响十分重大；其次是作为教I因为存某些级的教学人男中， 

她们占很大一部分，而且往往是绝大部分.

但是，对于妇女在人类全部活动中所起的实际作用以及能起的作用人们往往还很不 

了解，总之是被低估了，这可能是由于男女在社会中作用不同的固执传统观念，以及妇 

女在教育方面的不乎等所造成的.由于妇女入学人数比男子少，总的来讲她们学习时间 

也比较短；她们更经常地主动或被指引学习某些专业；由于接受科学、技术和职业敎育 

的机会较少，妇女一般活动的部门范围有限，从事的职业种类不多，而且大多担任下级 

职位；她们被提升到负责岗位上的前景往往有限•在很多国家，在可以通向高级公职的 

职务中，以及一般来讲使从事者具有社会影响和决定权力的职业中，妇女人数仍然很少. 

因此，即使在妇女占教师大多数的圆家中，她们在高等教育中的人数就少得多，而在教 

育系统的规划、行政和管理等职务中的人数往往也很有限.

这些情况，除了不平等外，还使大量的才千、精力、创造性等资本弃置不用；因此 

不能把这只看作是专门的“妇女”问题，这些情况是和整小社会有关的.

西标相行动原则

本卄划的0标如下：

——在围家、地区相国际范围，向公众輿论进行宣传，说明妇女和女青年在接受教 

育方面的不平等现象，以及这些不平等现象对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 

影响；

-—与会员国合作，制订并实施佣进女青年和妇女接受各级、各类和各种形式教育 

的政策；

——为伲进并更好地了解•妇女在正规和非正规教育中的作用诈出贡献.

这一卄划项下预定的活动是教科文钼织对联会国妇女十年贡献的继续，因此应该与 

参加实施《世界杆动计划》的政府和非政府国际组钥密切合作开展这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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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迚沽动并不代表本钼织为促进女青年和妇女教育的全都活动：在为此制订的所有 

各种计划屮，促进男女机会均等将始终如一地受到電视•本计划的主嬰职t之一就是促 

进和协调将要作出的努力，傕妇女的特殊处境在任何一项教育活动中都受到重视，并使 

这神处境所要求的措施得到实施，

最后，将特别重视促进针对处境非當困难的妇女所进行的教育活动，例如生活在农 

村地区或城市周围的妇女，移民，难民等等•

分计划

笫一项分计划将为奄明影响男女教育平等的障碍作出贡献，广泛的学料间活动将借 

助社合科举和人文科学，以阐明在不同情况下影响女青年相妇女接受和参与教育的出于 

经济、社会或文化根源的障碍，这些活动还力求更好地使人了解这些不平等现象在社会 

上诰成的后果，并弄清妇女在教学人员中所占比例的多少对教育活动本身的影响.

在笫二项分计划普及女青年和妇女接受教育的机会的范围内,本组织将与合眉国合 

作，协助其制订政策，以减少妇女文盲的数量，在初级教育中增加妇女人数并减少退学 

者，实施为过早辍学的女青年和妇女制订的教育计划#

第三项分计划的同的在子伲进女青年和妇女在接受科学敎育及各级技术职业教育方 

w的机会灼等.根据这一计划，将支持加强国家教育与职业指导机物，举行试办项西和 

制订措施，帮助女青年和妇女获得更加多样化的职业培训，牿别是随着科学桉术#近的 

进步而产牛的斩职业培姻；

韻后，第四项分计划将努力促进妇女在社会中的教育作用.这一分计划的目的一方 

面是保证在校内外教育计划中加入有关儿童教育问题的启蒙知识，pj帮助母亲抠负其家 

庭教育者的职责；另一方面促进妇女在各类教育A昂中具有比较均衡的代表性，尤其是 

在高等教t和妍努工作等职业中以及教育、规划、行政和f理等活动中的代表性《

计划n .5 普及和改进农村地区教育

在许多®家#别是在发展中围家，大部分居民都生活在农村地区•在农村世界广大 

地区里，教育事业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不足，这对每个国家以及国际社合来说都是一个 

严的问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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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地区中，学校很少，往往又远离多数学生的住处，因此学生每天都得走一段 

很长的路程去上学；不少学校的学制不完善，初等教育还远未普及，农村地区入学平均 

年齡往往比城市高.辍学情况为数也更多•许多国家的文盲率还相当高•中等学校数量 

少，大学一般都集中在大城市里.青年人为了继续求学，只得离开农村.教育人员的资 

历较低.农村地区的教育质量往往低子城市，教育的目标和内容又没有充分考虑地方的 

需要•农村地区的儿童和肯年并不能经常通过所受的教育了解向他们提供的可能性、他 

们的权利和贵任，不能了觯可以使他们更好地掌握环境、更好地进入社会、更充分地参 

与地方集体相民族本身的发展的手段•学校本来可以是改变劳动生产率低、生活条件石 

安定的农村世界的促进因素，然而上学的结果往往是完全脱离农村.为了使教育机A存 

内容和方法上更接近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看来有必要进行曹大改革•不过，问题在于 

促讲'|通教育：为了避免农村焐民和城市姐民之间的深刻差异，也f畏说使他们都受到 

同样质量的教育，普通教育要向他，们传授共同的基础釦识和道德标准，同时根据不同的 

环境并考虑某些学科教学中的特殊题材另加内容•由于社会正义和国家统一的迫切要求， 

在任伺情况下都应排斥把教育分为“城市教育”和质景较低的“农村教育”，这种区分 

将使农村青年失去接受中等加髙等教育和取得成功的均等机合，损害他们平等地参与囿 

家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活的机会•为了使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一样銥充分感到 

学校在变革农村世界中能发挥的作用•为了傕离开举抟的青年能充分地参加农村的变革， 

麥斗教汾制廋应予#新考虑.

在许多国家中，特别是由于某些类型的教育，主要是农业教育和技术与职业教育没 

地位，因而教宵制度对农村地区发展所作的贡献还很微弱.另外，校内外教育 

活动并没有按要求做到培养学生对发展事业、特别是农村发展事业采取有利的态度，也 

没有充分面向实际问题的解决•似乎有必要作出巨大努力，以发展旨在广泛传播适合于 

改善生活条件和农村经济的知识的普及活动《

H标和行动原则

本计划的@标如下K

―-通过旨在普及初等教育和发展青年和成人扫盲的双重行动，并通过发展其他水 

平和类型教育的措施，以消除农村地区在受教育方面的不平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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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高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使之具有与城市教育同等的质量，并充分考 

虑到农村环境的特点和农村地区居民所关心的问题；

一一鼓励教育课程和类型的多样化，特别是鼓励最适于促进农村地区犮展的教育课 

程和类型；

—一与科学技术有关的活动相结合，促进引入和掌握能改善居民生活条件的新技术 

(介绍傕用简单的机器，更好的农业劳动方法，某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生 

物气体》太阳能、风力）等等）•

本钼织的行动遵循下列方针和原则：

~ —考虑各国教育制度的特殊性；

—一支持合S国为了帮助有关的居民集团参与确定为他们采取的教育措施所作的努 

力；

促汫教育活动与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的协调.

分计划

第一项分计划的目的是促进农村地区教育的普及，为此要普及初等教育，开展青年 

和成年人的扫盲活动，为平等接受其他水平和类型的教育创造条件.计划中某些行动的 

S的主要是改善大、中、小各级学校的位置，使之靠近农村青年的住处•

第二项分计划的目标是促进提高农村地区教育质量，提高教育效率，提高符合居民 

条件和銜要的针对性，这种针对iSS居民更好地在环境中扎根^预计的行动涉及教 

育人s的招聘以及任职前培训和持续培训，使他们今后能参与农村环境中的教育工作. 

这些行动还包括制订普通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要特别重视支持会员国为了把生产劳动 

纳入教育过程和发展科技教育所作的努力.

第三项分计划的苗的是使教育为农村地区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为此应使教育课 

程和类型多样化，发展诸如农业教育和技术教育，因为这一切都对生活相劳动条件、对 

提高生产率和实出农业现代化有直接影响•行动的目的是鼓励各级教育面向解决农村地 

区的实际问题；在诸如农艺学、食品、营养、卫生和住宅等领域里，广泛传播实际知识; 

介绍使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生物气体^太阳能、风力等）.

2070

2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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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11.6 —促进特殊集如受教育的权利

2072 逬年央，各丨Ü政府，.广大公众和# + 际社会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在递义上和 

和物质上有责任满足某些特殊集团的需要。本鉬织已为残废者、难民、民族解放运动和 

移民劳动者进行了若千活动•这些特殊集ffl各自有其特点，他们的数量不等.造成他们目 

前状况的各种因素其性质也各不相同.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在教育方面都处子 

不利地位。其中有些集闭在参与社会生活时可能遇到各种类型的困难.他们都需要有专 

门的措施，使他们能充分行使教育的权利，而这些特殊措施不应成为他们与教育、职业 

或社会环境相结合的障碍.最后，为了对这些特殊集团采取有效的行动，国际社合的援 

助看来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本计划的®标是通过在围家范围和国际上采取措施，并向 

公共舆论进行宣传，从而伲使提供给上述有关集闭的教育得到显著发展.

目标和行动原则

2073 本计划的@标是克服由子各种原因妨碍某些集R1充分行使受教育权利扮种种障碍（不 

论是車受教食机会的障碍还是取得成功机会的障碍）.将力求做刭#广大公众了解这些 

集团的特殊问题；促进采取有助于满足这些集团的具体教育需要的措施；并加强针对这 

些集闭已经开展的活动•为这些集团制订的教育计划，根据其性质，往往需要不同国家 

或机*采取一致行动，并需要大力开展国际合作.

分计划

2074 分计划有利于残废者的行动将以发现和预防残废的活动为基础，目的在于使人们考 

虑到残废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特性，更好地了觯他们的各种问題•将特别注意下述 

各方面：向残废儿童的家长汫行教育；使广大公众了解安插残废者对个人和社会带来的 

h题及其懈决办法；针对每个分集ta相每小小人的特点和需嬰采取因人施教的方法.

第二项分计划涉及有利子难民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行动.尽管一些国家为接纳一定数 

量的难民（全世界一千万，其中非洲五百万）同慈作出了努力，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 

K办事处（uimcK )联合围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等国际组织仍需对几乎所有 

难民给予保护，并向他们提供生存手段•在本分计划项下，教科文钼织将继续与近东救 

济和工程处合作，实施面向近东巴勒斯坦难民的教育计划，教科文钼织负责该计划的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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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靣，近东救济和工程处负责其行政方面•教科文组织将向难民辱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的难民教育活动携供技术支助，并鼓励东道®政府在其教育体系范围内实施针对难民的 

特种教î计划•将加强教科文组织对非洲统一组织承认的各民族解放运动和阿拉伯国家 

联盟承认的巴勒斯坦解放绍织提供的教育援助，这种援助首先将致力于实现受教育的权

利.

分计划有利于移民劳动者及其家庭的行动所涉及的重大教育问题，是使移民的笫二 

代适应东道国的生活环境，特别是要掌握该国的语言，并帮助他们最终返回本国•将特 

别注意下述各方面：教授母语，采取有助于在东道国莸得学业成功的社会性或教育性措 

施，通过相互承认学位和文凭的协定，还将开展活动，使移民子女得以接受待殊教育， 

使他们了解-本国的文化价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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