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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故事 2023（英文版）》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World 2023） 

（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刘念才、冯倬琳、王琪主编） 

 

1. 本书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

党之大计。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因而对外传播真实的中国教育变得愈

发重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飞速发展，

取得了巨大成就，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然

而由于各国教育体系复杂多样，国外对中国

教育的研究至今缺乏系统、可靠、全面的数

据资料。因此，本书结合中国官方数据、国

内外可考数据来源，旨在为实现“中国特色、

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目标阔步前行提供智

力支撑，为中国和世界如何改进教育提出建

设性的思路，为实现更加优质的高水平教育

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2. 设计思路 

本书主要围绕中国教育故事展开，期冀

实现三个目标：传播品牌，讲好中国教育故

事，弘扬中国教育优势；取长补短，吸收世

界教育精华，提升中国教育质量；加强国际

交流，增进中外教育理解，加深中外教育友

谊。因此，本书既包括中国教育各学段的章

节，也包括世界教育热点的章节；既有覆盖

整体的面上情况数据，也有具有引领作用的

卓越指标数据；既有亮点数据、卓越指标等

来源权威的客观数据，也有最佳实践、动人

故事等影响广泛的感性案例；以中国教育情

况为主要内容，既有纵向的历史发展分析，

也有与代表性国家的横向对比分析；既有学

术领域中的研究重点与热点分析，也有实践

过程中的基础和近期政策分析。 

3. 主要内容 

全书由十二章构成，主要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按学段介绍中国教育，展示中国教

育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对中国教育与世界

代表性的优质教育国家进行比较，点明中国

教育的独特之处。第一章为导论章，主要介

绍中国教育的基本情况，通过官方权威数据

使读者快速了解中国教育的规模、资源、科

研、发展趋势等概况。第二章到第七章从六

个不同学段展开论述中国教育，包括中国小

学教育、中国初中教育、中国高中教育、中

国本科教育、中国研究生教育和中国专业学

位教育；第八章到第十二章聚焦五个教育重

点和热点问题，对比中国与世界代表性国家

的教育体系、STEM 教育、学生心理健康、

国际教育和卓越计划。这十一章针对不同学

段和教育热点简要概述了中国教育的发展历

程、历史成就、动人故事和实践经验，并通

过指标、数据与文字的方式比较了中国教育

与世界主要优质教育大国的异同，预测教育

发展的未来趋势，以期展现中国教育与世界

教育的真实图景。 

4. 主要结论 

中国小学教育：中国的小学教育覆盖的

学生人数远超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公立小学

的教育质量，在财政支出占国家 GDP 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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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毛入学率、结业

率等多项指标上已与多数发达国家的水平相

当，而在生均教育经费投入和持有研究生学

历的教师占比等方面仍落后于发达国家。此

外，中国小学教育在教育公平、教育道德、

减轻学生负担、促进学生的健康和全面发展

等方面为中国基础教育贡献了夯基固本的力

量。 

中国初中教育：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

初中教师队伍的整体师资水平较高，学生在

数学、科学、阅读等方面具有卓越表现，但

仍存在学习时间偏长、学业负担较重等问题。

中国相继出台了如“双减”政策、教师轮岗

制度等一系列教育政策制度，在提升初中教

育普及率、提高初中教育质量、缩小地区差

异、促进教育公平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中国高中教育：中国高中教育虽因人口

基数等原因在人均教育资源上较代表性发达

国家有劣势，但已在师生比、拥有大学本科

或以上学历的教师比例、教师流失率、可使

用网络的学校比例等方面达到或优于国际平

均水平。中国学者近来关注的高中教育主题

主要集中在核心素养、课程改革、素质教育、

创新素养、智慧教育手段等方面。 

中国本科教育：本科教育在中国高等教

育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基础地位，四十年来在

规模、质量、效益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一流大学建设虽取得了长足进展，

但一流本科院校占优质本科院校的比例仍偏

低。中国政府近年来在一流本科教育方面出

台了一系列政策，朝着“中国特色、世界一

流”的方向迈进。 

中国研究生教育：与发达国家相比，中

国研究生教育虽然整体规模不断扩大、位居

世界前列，但现有劳动力人口中获得研究生

学位的比例依然具有较大差距，仍待有序扩

大。中国高度重视构建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

体系，通过一系列措施激发学位授权点的办

学主体作用、提升研究生导师水平、提高研

究生分类培养质量，实现“质”与“量”的

双重提高。 

中国专业学位教育：近年来中国积极扩

大专业学位招生规模与毕业比例，与世界代

表性国家相比，比例相对均衡且稳步增长。

世界排名前列的中国高校整体而言在卓越指

标的多个维度上都表现优秀，综合得分与世

界一流大学持平。过去十年该领域的研究主

要关注应用学科和职业学科，致力于优化专

业学位课程建设和培养方案改革，探索适应

新时期的专业学位教育模式。 

教育体系国际比较：中国教育系统在政

府财政的教育专项拨款比例、师生比等方面

表现优秀，并建立起以数据为导向的基础教

育检测体系；但中国对教育系统的财政投入、

基础教育年限、教师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比

例等方面还有待提高。近年来中国在教育系

统现代化方面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策。 

STEM教育国际比较：中国 STEM教育

的卓越指标表现居各样本之首，在中等教育

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都取得了世界领先的成

绩，并在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培养了大量

的 STEM毕业生，但中国中学生对 STEM的

职业期待和实际从事研发工作的人员比例有

待提高。中国的 STEM研究和政策聚焦于创

客教育、新媒体和人工智能等中学阶段的信

息技术使用，以及大学阶段吸引拔尖学生投

身 STEM相关专业和职业领域。 

学生心理健康国际比较：根据数据分

析，中国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和支持与代表

性国家大致处于同一水平。中国学者近期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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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的心理问题有抑郁、焦虑、外化行为、欺

凌、网络成瘾；家庭因素是最被关注的人际

影响因素。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内在成长越来

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中国是少数出台

必修心理健康课程政策的国家之一。 

国际教育比较：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

学生出国留学和国际学生来华的数量一直在

稳步增长，中国有效地促进了国际教育和国

际研究合作的发展，并在海外机构、交流项

目、国际合作论文、国际教师比例、国际学

生比例和学生流动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随着相关政策的不断完善、监管机制的不断

加强以及中国国际交流战略的逐步深化，中

国国际教育在推动国际化人才培养、促进中

国与世界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卓越计划国际比较：数据分析显示，中

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规划了长远的建设年

限，其资金投入和数量规模远超多数国家，

同时还强调兼顾国家需求和全球共益。从建

设成效来看，当前中国一流大学的全球排名

整体提升显著，硬指标普遍能够达到国际标

准，未来需要着眼于质量内涵建设，加强中

国特色、动态管理和统筹协调。 

5. 本书特色 

本书针对不同学段和教育热点，选择由

权威机构公开发布的、有代表性和国际可比

性的数据，进行中国与世界代表性国家或地

区的对比分析，通过这些面上数据的梳理，

向读者直观展示中国在该教育领域的情况。 

本书以保持长期引领为原则，原创设计

出反映各教育领域卓越性的代表性指标，这

些指标具有客观性、可获取性和国际可比性

等特征，通过数据的搜集、整理和分析获得

指标得分，通过在国家层面、城市层面或学

校层面进行的对比分析，向读者展示中国在

该教育领域的卓越程度。 

本书甄选优秀的教育案例，对其中值得

推广和借鉴的教育理念和实践进行提炼，本

书还选取了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感动教育人

物，对他们的事迹和经验进行升华，向读者

生动展示中国在该教育领域的鲜活案例。 

本书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和德国施普

林格（Springer）出版社分别在海内外出版，

以全球开放获取的形式，向国内外学者、记

者和公众讲述中国教育的故事，传达中国教

育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