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G/ME/ID/2013/025 – 原件：法文 

 

今年 9 月 21 日“国际和平日”的主题是和平教育。 

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这句话体现了

教科文组织的基本价值观。教育是持久和平的基石，是自由与宽容的原动力。它有助

于消除往往使分歧升级为暴力的无知与缺乏相互了解。教育推动解决冲突所必需的对

话文化。 

正因为此，教科文组织积极倡导不仅仅包括读写基本技能的全民良好教育。教育

应涵盖人权、共同生活以及尊重他人的教育。和平教育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

世界儿童都应该了解自己的权利并学习本民族及其他民族的历史– 从而能够理解所有

文化具有同等尊严并从过去的罪行与暴力事件中吸取教训。这种理念对于全球化时代

培育包容的公民意识至关重要。它要求大力培训教师并开发相应的学校课程。这些是

教科文组织所有工作，特别是在教科文组织大会和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文化和睦十

年（2013-2022 年）领域开展工作的指导原则。 

教育是一项基本人权，不得以任何理由剥夺任何人的这一权利。在努力发挥教育

在预防战争方面的作用的同时，我们应确保教育的质量和连续性，即便是在发生冲突

的情况下。这是教科文组织保护学校和教师以及为难民或流离失所的人们提供教育的

意义之所在。它也是教科文组织为未来和平奠定基础的手段。 

怀着这种期望， 我呼吁教科文组织所有会员国、各国政府和公民社会组织携起

手来，与我们一道努力使教育成为促进和平的力量。我们必须为后代人留下对话的文

化并通过教育构建一个更为连通、也更加团结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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