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14国教育行政人员在蓉探讨STEM教育经验

近日，来自“一带一路”沿线14个国家的教育行政人员齐聚成都，参加一场以STEM教育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此次活动
旨在通过分享各国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教育领域的经验与实践，深化教育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区
域教育协同发展。成都作为中国西部教育重镇，凭借其在科技创新与教育资源方面的优势，成为本次研讨会的理想举办地。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围绕STEM教育的课程设计、师资培养、教学方法创新以及跨国合作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来自新加坡
的代表分享了其国家在STEM课程整合方面的成功案例，强调通过项目式学习激发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性。马来西亚代表则
介绍了如何通过政府与企业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多实践机会，从而提升STEM教育的实际效果。来自巴基斯坦的参会者表示
，STEM教育在培养未来科技人才、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师资不足和设备短缺的挑战，
亟需国际合作与资源支持。 中国作为东道主，展示了近年来在STEM教育领域的显著成果。成都本地多所学校通过引入智
能实验室、机器人编程课程以及校企联合项目，为学生提供了多样化的学习场景。四川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四川近年来
积极推动STEM教育改革，通过建设区域性教育资源中心，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经验借鉴和技术支持。此外，中国
还提出通过线上教育平台与沿线国家共享课程资源，帮助欠发达地区提升STEM教育水平。 与会者一致认为，STEM教
育不仅是培养科技人才的关键，也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沿线国家可以通过教育合作
，共享优质资源，缩小教育差距。例如，泰国代表提出，希望通过与中国高校合作，引入更多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相关课程，培
养适应未来产业需求的人才。哈萨克斯坦代表则建议建立跨国STEM教育联盟，通过教师互访、学生交换等方式，增强各国
间的教育联系。 此次研讨会还探讨了如何通过STEM教育促进文化交流与理解。来自印度的教育官员表示，STEM教育
不仅关乎技术，更应融入跨文化元素，让学生在学习科学知识的同时，增进对不同文化的尊重与理解。会议期间，成都本地学
校还组织了文化展示活动，让各国代表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如书法、茶艺和川剧，增进了彼此的友谊与信任。 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研讨会还达成多项合作意向。部分国家表示将联合开发STEM教育课程，探索建立区域性的教育资源共享机制。此外
，成都本地高校与多家国外机构签署了合作备忘录，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开展教师培训、课程开发和学生交流项目。这些举措将
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互联互通，为培养全球化视野的科技人才奠定基础。 会议最后，与会者共同发表了
成都STEM教育合作倡议，呼吁沿线国家加强政策协调，共同应对STEM教育中的挑战，推动教育公平与创新发展。这不
仅为“一带一路”教育合作注入新动力，也为全球STEM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成都作为本次活动的主办地，再次展现
了其在国际教育合作中的重要角色。未来，四川将继续发挥桥梁作用，深化与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助力构建更加开放、包容
的教育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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