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本文系 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发展核心素养的科技类综合实践活动
设计研究”（项目批准号：15YJC880047）阶段性研究成果。

教育目标系统变革视角下的核心素养 *

刘新阳

摘要 核心素养作为 21 世纪教育目标的集中体现， 反映出人们对于教育目标内涵的全新认
识，昭示着教育目标领域的主导性思维方式正在发生着由分析还原到系统综合的转向。 本文
从教育目标系统变革的视角出发，以欧盟核心素养框架为主要参照，针对我国当前核心素养
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运用系统思维，将核心素养置于以素养为核心概念的新型教育目标系统
之中进行考察， 揭示了核心素养在教育目标系统中的定位及其与各层级教育目标的关系，提
出了用于分析和表述核心素养内容与结构的理论框架，以期深化对核心素养及相关问题的认
识，推动核心素养在我国教育理论与实践领域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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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的发布，［1］“核心素养”已成为当下
我国教育界的热门话题。 尽管围绕核心素养的讨论观点纷呈，但由于系统性视角
与一致性理论框架的缺失，大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核心素养不仅是 21世纪
教育目标的具体体现，更昭示着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终身学习以及全球化浪潮等
时代背景下教育目标系统的“范式转换”。核心素养所触发的教育目标系统变革是
多维度的，既有思维方式上的转变，又有系统层次结构的调整，还涉及内容与结构
的表征。 因此，教育目标系统变革为我们深入理解核心素养这一概念提供了一种
有效的研究视角。 笔者试图以上述三个维度的变革为线索，以对教育目标系统影
响最为直接和广泛的欧盟核心素养框架为参照，对我国当前核心素养研究中的主
要问题进行系统反思，以期获得对核心素养更为清晰和全面的认识。

一、核心素养：触发教育目标系统变革的催化剂

（一）教育目标系统的量变引发质变：核心素养的产生
教育目标的变革反映了社会发展对人才规格需求的变化。 20 世纪中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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