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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说 ， 在 ５ ． 〇 社会中 ， 利用人工智能 、物联网和机器人等技术 ， 数据

％将取代资本连接并驱动万物 ， 并能不断帮助缩小贫富差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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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本迈向
“

５ ．０ 社会
”

的人才培养

文 丨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研究 中心 李冬梅

２０ １ ９ 年 １ 月 ２ ２ 日至 ２５ 日 的达沃斯

世界经济论坛上 ， 日 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他

的发言中抛 出 了
一

个
“

５ ． ０ 社会
”

的概念 ，

引 起了世界媒体的广泛关注 。 安倍说 ， 在

５ ．０ 社会 中 ， 利用人工智能 、物联网 和机器

人等技术 ， 数据将取代资本连接并驱动 万

物 ， 并能不断帮 助缩小贫富差距 ， 例如 医

疗服务 、商 贸交 易 、 在线教育等甚至可 以

覆盖到撒哈拉 区域的小村庄 ， 让那些没有

升学机会的女孩们看到更为广阔的世界 。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 ，
己经经历 了狩猎

社会 、
农耕社会 、 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 ， 那

么 接下来 的会是
一

个怎样的社会呢 ？ 日

本政府早在 ２０ １ ６ 年 １ 月 出 台 的 《第五期

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 中就提 出 了

“

５ ． ０ 社

会 （ Ｓｏ ｃ ｉ ｅ ｔｙ５ ． ０ ）

”

的概念 ， 并把它 直接

定 义为
“

超 智能社会
”

。 ２ ０ １ ８ 年 ６ 月 ， 时

任 日 本文部科学大 臣的林芳正 召 集 曰 本

学界 以及产业界有识之士 ， 经过 ９ 次缜密

探讨
，
并在文部科学省 各部门 的通力合作

研 宄下 出 台 了 《面 向 ５ ． ０ 社会 的人才培

养
——社会在变化 、 学习 也在变化 》 报告

书 ， 提 出 了人工智 能驱动 下
“

５ ． ０ 社会
”

中

日 本学校教育应当进行的变革措施 ， 是 日

本从教育视 角 出 发迎接人工智 能新时代

的顶层规划 。

“

５ ．０ 社会
”

什么样？

（

一

）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以及
“

Ｓ ．０

社会
”

的经济社会形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 ， 人工

智 能和机器人依据海量的知识储存和快

速的算法 ， 将取代人类从事许 多工作 ， 这

些被取代的工作往往具有定型化 、重复率

高 、 可数值化 、 规则清晰的特点 。 例如 ， 在

健康医疗领域 ， 今后将 由人工 智能先为病

人诊断查 实疾病 ， 再 由医生对病人进行具

体诊治 。

与此同时 ， 技术迭代的 日新月 异也将

带来产业构造 、雇佣形态以及工作方式的

变革 ， 劳动市 场对人才需求朝快速化 、 高

端化 、流动化方 向发展 ， 以往 由 企业根据

自身 需求对劳动者技能进行企业内 培训

．

的 曰 本型 雇佣机制将不复存在 。 人类业

务与机械业务 的重组将推进业务的 模块

化 ， 提升生产率 ？

， 信 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也

将催生移动化办公模式 ， 涌现许多 自 由经

营 的个体户 ， 而这种不受时 间与 空间 限制

的 自 由 工作方式又会进
一

步加快业务的

模块化发展与生产率 的进
一

步提升 。 未

来社会即便不用投入大量的人力劳动也

依然能够保证高效高产 ， 许多 人类将从
“

为 了生存
”

的劳动工作中解放 出来 ， 并愈

发朝着
“

实现 自我
”“

具备价值
”

的工作

方向发展 。

（ 二 ） 面向
“

５
．０ 社会

”

，
日 本需要突破

解决的问题

作为构建
“

５ ．０ 社会
”

的关键要素 ， 人

工智能领域研宄开发人才奇缺成最大瓶

颈 。 在人工 智 能技术及其基础的 数学 与

信息科学研宄开发与教育领域 ， 目 前 日 本

均落后于美 国 。 近年来 ， 美 国大学中学 习

信 息科学 的学生人数逐年递增 ， 而 日本具

备信息科学及人工 智能领域高水平知识

与技能 的人才却十分有 限 ，许 多学生并未

接受过信息科学训练 。

当前 ， 谷歌 、 亚 马 逊 、 脸谱 网 等著名

企业积 累 了 ｋ 量的顾客信息 ， 可谓
“

数据

巨人
”

， 与它们相 比 ， 即便是 日 本数
一

数二

的龙头企业 ， 在数据 、 技术 、 人才等核心

要素方面依然处于劣势 。

一

直 以来 ， 日本

虽然在新技术 的创造与 引入阶段落后于

人
， 但在新技术的高水平应用 、构建绿色

可持续机制阶段均能 发挥重要作用 。 今

后
， 日 本应当 进

一

步发挥包括精 密完 美

的造物技术 、独特的文化创造力 、 能够深

刻感受并挖掘 日 常生活与 自 然界
一

切美

好的 美学 意 识等 日 本独有 的特色优势 ，

创造新价值 。

日 本迈向
“

５ ． ０ 社会
”

还需应对国 内

严峻的少子高龄化难题 。 按照 当前的少

子化进程推算 ，
到 ２０ ２ ５ 年 ， 日 本支撑起

一

位老年人的年轻人 口数仅为 １
．
８

， 届 时 日

本的经济规模与发展将面临空前挑战 。

并且
， 伴随老龄化的进程 ，

国 民 医 疗费爆

４６
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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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 性增长 ， 维持老年人 口 的健康 、控制 医

疗费过高等将成为难题 。 少子高龄化叠

加人 口减少 ， 带来的是地方社会人与人之

间关系的淡薄 。

信息技术的发展将进
一

步 削减儿童

的 自 然体验活动 。 现在 日 本学生参与 多

样化体验活动的 机会 已经 比较缺少 ， 今

后伴 随信 息技术 的进
一

步发展 ， 虚拟体

验将 愈发盛行 ， 在人 口不 断 向 都市迁移

的过程 中 ， 从未体验过大 自 然与农村生

活的孩子会越来越多 。 也就是说 ，信息技

术的发展会导致儿童 自然体验以及体育

活动 的减 少 ， 也 势 必会产生
一

系 列不利

影响 。

“

５ ．０ 社会
”

所需的人才及其相应的

学习模式

展望
“

５ ． ０ 社会
”

， 引 领社会发展变革

的
一

定是发现并 能创造出 技术革新与价

值创 新源泉的卓越智 慧型人才 ， 是能将技

术革新切实联系社会 问题并创 造相 应平

台的人才 ， 是能在不 同领域中最大限度运

用 人工智 能与 数据力量的人才。 上述 人

才所具备的特质包括 了 跨学科 、
跨领域 、

挑战新事物的创新创业能力 ， 兼具设计性

思维 、科学与 美学思维 ，
并具有追求真理

与美感的能力 ，
能够感染他人、 呼 吁大众

的领导者 ， 具有关怀他人 、尊重多样性 、追

求可持续型社会的价值观和伦理观 。

不论时代如何发展变化 ， 以知识 、 思

考 、判断与表达能力为基础的语言 、文化以

及超越时空的 自主性 、 自律性 、 向上好学的

能力 以及丰富的人性都将是永恒不变的核

心能力 。 具体来讲 ， 人们依然需要重视并

扎实掌 握 的有 ： 正确理解文章 和 信息 并

进行对话交流的能力 ， 进行科学 的思考 、

分析并加 以运用 的能力 ， 发现并创造价值

的感性认知 、好奇心 以及探究力 。

不久 的未来 ， 人工智能等尖端科技的

广泛普及将引 发教育和学 习 形态的变革 。

一

方面
，
人工智能将通过把握并分析学生

的学习记录 ， 包括学 习 履历 、 学 习评价 、学

习 成绩 、 健康状况等 ， 制订 出与每
一

名学

生相 匹配的学习 计划和教材
；
同 时 ， 通过

这种学 习 数据信息的不断积累 ， 还能为学

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援助 ， 实现学习 者与

学 习环境之间的高度 匹配 。 但另
一

方面 ，

也要注意到 ，每
一个孩子身上都会存在数

据信 息无法完全展现的多样性和可能性 ，

过度依赖数据也将无法全面并客观地评

价学生 的成长变化 。 因此在 日常教育 中

需要重视孩子们 的个性和隐私 ， 时刻冷静

分析大数据的不足 、

“

不能
”

与伦理问题 。

那么 ，

“

５ ．０ 社会
”

的学校会是什么样

子呢 ？ 首先
，
学 习 课程将发生变化 ， 从以

往整齐划
一

的授课形态变为让学生扎实

掌握阅读能力等基础学力 ， 同时根据学生

个人的进度 、能力和 兴趣点等提供不 同的

学习 内 容 。 其次 ， 学 习方式将发生变化 ，

在 以往同
一

学年的集体学 习基础上 ， 扩大

基于学 习进度和 学 习课题进行分组 的不

同年龄 、不同学年学生协同合作的学 习形

态 。 最后 ， 学 习 地点将发生变化 ， 学生不

仅可 以在教室里学 习 ， 还可 以在大学 、 研

究机构 、企业 、教育文化体育场所 、农林 山

村等大 自然环境 中体验 多样化 的学 习 项

目 。 总 之 ， 不论何时何地 ， 学生们都可 以

学习 的时代即将到来 。

迈 向
“

５． ０社会
”

的学 习变革 ： 三大

核心战略

（
一

）提供多样化学习机会与场所 ，
实

现
“

公平且个性最优化的学习
”

１ ． 开展能够实现个性最优化学 习 以

及跨年龄 、跨年级的多样化协同性学 习 的

先行领航项 目 （计划在全 国
一

定数量的 中

小学开展 ， 学校数量待定 ）

为 了 实现 基于每
一

名 学生 能力 及

特性的 个性最优化学 习 ， 需要充分运用

积 累 了 每
一

名 学生学 习 数据 的 档案袋

（ Ｐｏ ｒｔ ｆｏ ｌ ｉ ｏ ）
， 根据每

一

个人的学习 偏好 、

活动情况 （包含体 育 、文化 、 体验与实践 、

社团活动 、 志愿者服务等 ） 以及各学科单

元的特性开展实践型研宄与 开发 。 围绕

跨学年 、跨年龄 的协 同性学 习开展相应的

研 究与开发 ， 例 如根据 英语水平进行划

分 ， 开展不 同年龄 、不 同年级学生间 的协

同学 习 。 此外 ， 基于构建
“

团队学校
”

的

视角加强与地方人才的协作 ， 共同为学生

提供包含体验活动的 多样化学 习项 目 。

为了让学 习环境 、教育教学机制等更

好助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 鼓励推进跳级

入学 、提前毕业等措施 。 各大学可根据学

生进
一

步提升 自 我 的学习 需求 ，
允许学生

在
一

定时 期 内 休学 ， 到 校外 、社会甚至海

外拓展视野 、 积累知识和技能 ； 还可 以允

许学生 围绕不擅长 的弱势学科 ，
学习低

一

年级 的 内 容 ； 允许入学后成绩突 出 的优

秀大学生提前毕业等 。 今后 ，
日本政府及

教育机构将致力于收集并宣传全 国 范围

内 的优秀案例
，
推进 日本 中小学及大学等

实现适应个性最优化的教育教学 。

２ ． 推进运用 基于每
一

名学生学习 数

据积累的学习 档案袋

运用人工智 能 、 大数据等新技术
，
将

个人学习状况等学 习 数据存入学习 档 案

袋进行 电子化积累 ， 加快推进指导 与 评

价
一

体化 ， 同时便 于 学生 自 主运用 这些

学 习数据 。 今后 ， 日本政府将进
一

步完

善
“

全 国学 力学 习 状况调 查
”

， 引入基于

电脑 的测试方式 ， 并且通过对每
一

名 学

生学 习 基础 的诊断 ， 持续把握学生基础

学力 及信息活用 能力 等的 习 得状况并迅

速提供相应反馈 ， 以此确立用 以完善评

价的循环机制 。

３ ． 运 用新技术提升教育质 量 ， 完善

学习环境

一

方面 ， 大数据 、 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

不仅能对学生学 习进行援助 ， 还能通过助

力教师工作方式改革及年级运营等 ， 全面

提升教育质量 。 但另
一

方面 ， 需 要围绕信

息技术环境构建 、活用大数据相关的个人

隐私保护 、新技术 的
“

能
”

与
“

不能
”

等 问

２０ １ ９年 １ ０月 

１ ０日 Ｉ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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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 举全社会之力共 同探讨 ，
提 出 有关最

大限度活用 新技术的综 合性对策方案 。

与此同 时 ，
探讨如何建设数据收集 、共享

及活动相关的平台 。 今后 ， 为 了更好运用

数字化教材 ，推进 引入基于 电脑的测试机

制等 ， 需要加快构建信息技术教 育和学习

环境 ，
加快培养并录用信息技术人才 。

（二 ）让所有学生掌握阅读埋解能力 、

数学思考能力等基础学力 以及信息活用

能力

１ ． 帮助学生扎实掌握新
一

期 《学习

指导要领》 中规定 的学 习 内 容

日 本 自 ２ ０２ ０ 年起实施的新
一

期 《学

习 指导要领 》 强调 ， 学生需扎实掌握的基

础学力包括词汇理解力 、把握文章结构 的

能力 、 读写能 力 、 计算能力 以及数学 思考

能力 等 ， 这些 能力 也将在全 国 学力测试 、

大学入学共通考试 、学力 的基础性诊断 中

被重点考查 。 为此 ， 日本学校需尽快完善

教学指导方法 ， 开 展个性最优化的反思型

学习 ， 加快配备相应教材 ， 构建信息技术环

境 ， 引入人工智能及大数据等尖端技术 。

２ ． 帮助学生掌握信息活用能力

日本政府正 在探讨在 ２ ０２ ４ 年启动 的

大学入学共通测试中添加考查
“

信 息
”

这

一

科 目 。 此外 ，将进
一

步完善贯通中 小学

的数据科学及统计教育 。

３ ． 完善教师资格证制度

与初 、高中 阶段相 比 ， 小 学阶段的教

师录用 率持续低迷 ， 即便在初 中和 高中 ，

拥有诸如技术科 、信息科等特定学科教师

资 格证的教师也十分稀缺 。 基于 强化教

学指导机制的视 角 ， 日 本今后将变革教师

资 格证制度 ， 例如允许教师同 时取得不 同

学校种类 、 不 同 学科的 资格证 ， 允许基 于

教师的教龄经验及专业、 专长等授予特定

学科的资格证等 。

（ 三 ） 文理分科将不复存在

１ ． 推进文 理兼学 的 高 中 大学 衔接

改革

在高 中教育改革方面 ， 今后十年 ， 曰

本高 中将不再分成文理学科 ， 而 是致力

于培养文理兼学的 大学入学志愿者 。 具

体 来讲 ， 确保每
一

名 学生扎实 掌握 新
一

期 《高 中学 习指导要领 》 中强调 的各学科

领域 中 均通用 的 统计 、 编程等数据科学

基础
，
以及理科 、 社会学科等基 础领域 ，

还会为想 要进
一

步提升学 习 的髙 中生提

供微积分方程式 、代数统计 、 数据挖掘等

学 习 内 容 ， 致力 于培养文理兼顾的 综合

型人才 。

在此过程 中 ， 日 本政府将把包含美

国大 学预修课程 （ ＡＰ 课程 ） 在 内 的 高水

４８ Ｉ２０１９年１ 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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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且多样化的学 习 内容 、学习 项 目等进行

统筹 规划 ， 创设
“

世界学 习 （ Ｗｏｒ ｌ ｄＷ ｉ ｄｅ

Ｌ ｅａｒｎ ｉ ｎ ｇ ） 联盟
”

。 学生可根据 自 身的兴

趣 、爱好与特性 ， 从联盟的学 习平 台 中进

行选择并攻读相应的学 习 项 目 。 今后 ， 各

都道府县将 以每 ６ 万 名学 生对应
一

所联

盟学校为基准 ， 指定 相应的 国 、公
、私立高

中作为据点学校 ， 让所有经过
一

定选拔的

高 中生可线上或线下开展学习 ， 让更多的

日 本高 中生通过该联盟 的学 习 升学 到欧

美 、 中 国 、 印度等 国外的顶尖高校 ，进而培

养 国 际化卓越人才 。 此外 ， 将把 日本高 中

与海外姐妹校之间的短期与 长期交换留

学变成
一

种持久 的常态化项 目 ， 不断吸 引

海外高水平人才 ，
让 日 本高 中生与 留学生

一

同用英语上课 、 开展探究活动等 。

在大学 教育 改革方面 ， 大学 内 的各

个院 系学科均应不拘泥于 自 身所属 的学

科领域 ， 为学生充分提供 Ｓ ＴＥＡＭ 教育 、设

计思维 教育 ， 不断完 善 教育 课程 。 具体

来讲 ， 将在所有学科领域 中扩大并强化

数理教 育 以及数据科 学教 育 ， 包括指 定

重点推进学校 、制订标推课程计划等 ， 鼓

励构 建大学 间 、大学 与企业间 协同合作

下 的重点推进联盟 ； 对于重 点致力于 完

善数理教 育 、 数据科学教 育 相 关教 育课

程项 目 的大学进行重 点财政倾斜 ； 引 入

“

学位项 目
”

， 开展跨学科 、 跨院 系 教 育 ，

例 如 开设
“

某
一

专业领域 ＋ 人工智 能或

大数据
”

的学位课程 ； 开发 并落实基于产

学协作的实践型教 育课程 ， 运用
“

慕课
”

开展专 门 职业在线讲座 。 此外 ， 今后 日

本政府还将探讨 如何进
一

步激发产业界

的投资热情 。

２ ． 让学生们 了解并学 习 家乡社会 ，

培养能够为地方社会做贡献的人才

高 中可谓 是地方政府协同高等教 育

机构 以及产业 界的 绝佳阵 地 ， 可 以通过

在高 中创建福利 、农林水产 、 观光等领域

的学 习 环境 ， 推进培 养 当地人才 。 为稳

步推进 由 当地社会主导并为 了促进当地

社会发展的高 中 改革 ， 将创设
“

扎根地方

社会的 高 中
”

。 在此类地方高 中 ， 构建当

地市 町村 、 高等教 育机构 、企业 、 医疗 养

护机构 、 农林水产行业等共 同构 成的 大

联盟 ， 通过开展致力 于解 决 当地课题 的

探宄 型学 习 ， 将当地产业与文化相关 的

特色科 目 作 为必修学科 ， 以 此将高 中作

为地方创生的 核心 基地 ， 将高 中 转变 为

学生们 能 够发现并找到
“

自 己 想做的 事

情
”

的教育机构 ， 让学生了 解并学习 当地

社会的方方面面 ， 培养为 当地社会做 贡

献的人才 。

２０ １ ９年 １ ０与 １ ０曰 丨

４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