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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点和背景 

• 萨翁林纳市和海淀区已经签署了合作意向性协议。 

• 有史以来，无论处于何种社会中，教育始终都被认为是应

对各种挑战的最有力的工具。 

• 不仅学生需要学习，包括管理层在内的整个社会中的人们

都必须要学习，以此增进对各种知识的了解。 



孔子 

• 关于学习和理解最权威的言论，就是中国孔子说的： 

•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二十一世纪的方法 

• 此外，各种不同文化也能够让人们找到更多应对区域性和

全球性挑战的方法。 

• 二十一世纪面对的挑战——资源短缺、金融动荡、国家内

部和国家之间的差距、环境恶化——产生了一个明确的信

号，就是一切都无法像原来一样继续了。 

• 我们将来不得不找到一种教育管理和运营一体化的方法。 

• 未来我们将通过合作实现。 



二十一世纪的方法 

• 今天，我们正面临的是，要根据需求制定管理方案和具体

研究计划，合作学习的方案可以为更开放、更实用的课程

和学习奠定基础。 

• 二十一世纪的各项技能最重要的是要能够帮助二十一世纪

的人们开发新思路，并创造新的学习方法和工作方法，掌

握信息技术及通信技术对于人们将来的工作也至关重要。 

• 这当然包括教育企业。 



合作目标 

• 为了合作双方的利益，成立萨翁林纳海淀校区。 

• 为海淀区行政干部、校长、老师和学生提供在职进修的一

个新的渠道。 

• 牢记，我们的工作是为了年轻人的未来。 

•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积极推动学生交流。 

• 提高我们城市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友谊。 



合作目标 

• 提高两个国家教育者的能力，通过 

– 在制定学习计划和创建学习环境方面，使用芬兰的专业技术； 

– 秉承中国悠久的教育和文化传统； 

– 结合双方利益，采用二十一世纪的教学方法，获得更有效的

产出； 

– 借鉴芬兰和俄罗斯在教育合作的经验，促进国际交流访问。 

 

 



进修的实用课程 

• 学校教育行政人员（教学计划管理） 

• 校长（学校环境及管理学） 

• 先进骨干教师（方法学） 

• 学生（参观学校，学生交换项目，在家庭寄宿） 



对于未来规划的设想 

• 利用各种现有的学校课程（或其中一部分），创建一个有主题

的“知识套餐”，以及不同学科的横向一体化（科学，数学，

社会学） 

• 结合实际需求（如可持续发展：清洁的水，减少废物，清洁能

源，食品，旅游等） 

• 教学方法：ICT解决方案，作品集，项目，合作教学和合作学习 

• 进修所得学分将被大学认可 

• 来自大学和企业的专家和学者（联合教学，科研，信息和通信

技术解决方案） 

• 互助及国际项目，项目语言：英语 
 



学生的参与 

• 2016年4月将会对学生进行关于杜绝浪费与可持续发展的

问卷调查 

• 互联网采集数据 

• 九年一贯制学校和高中的学生 



举例：芬兰和俄罗斯之间的课程框架 
主题和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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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艺术 

 

 

 

 

 

古典， 

人文教育  

 

理科和
技术类 

创业 => 生态学 / 经济学  

可持续发展科学 

语言和文化 

建模 & 研究 

新时代的学习方法 



感谢大家的聆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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