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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的持续推进,数据素养作为信息素养的拓展和延伸,已经成为教

师将教育数据转化为有意义教学信息的关键。教师数据素养评价指标作为引领和指导教师数据素养发展的

重要风向标,是评估我国中小学教师数据素养发展水平、评议教师数据素养的优势和薄弱点、探索教师数据

素养培养路径的重要工具。通过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共10个省份的3565名中小学教师数据素养的现

状进行调查发现,我国教师数据素养处于起步阶段,缺乏成熟的评价体系与实施路径,面临较多的现实难题。

为应对教师数据素养发展进程中面临的挑战,推进教师数据素养评价理念与评价方式的转变,我国教育部门

可从政策保障、标准引领、试点先行、项目推进等4个方面入手,助力教师数据素养水平的提升以及向“数据

主义”素养评价方式的转型,进而增强教师数据素养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精准性,同时为数据驱动教学时代

的整体改革提供先行经验,进一步坚定利用大数据技术促进教育评价变革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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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2018年4月,教育部印发的《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中提到:“全面提升师生信息素

养,推动从技术应用向能力素质拓展,使之具

备良好的信息思维,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要

求,应用信息技术解决教学、学习、生活中问题

的能力成为必备的基本素质。”[1]该文件还提出

了信息素养全面提升行动计划。由此可见,教
师信息素养的发展与提升已经受到国家的高

度关注与重视,政府试图通过提升教师的信息

素养来达到教育系统深度变革的目的已很明

确。与此同时,随着数据驱动教学时代的到

来,数据素养作为信息素养的拓展和延伸,更
加强调数据应用与数据价值[2]。数据素养能够

有效促进教师信息素养的发展,推进教师的教

育和教学从“经验主义”走向“数据主义”,进而

实现教育系统的深层次变革[3]。早在2017年

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善于获取数据、分析数

据、运用数据,是领导干部基本功。要加强学

习,懂得大数据,用好大数据,增强利用数据推

进各项工作的本领,不断提高对大数据发展规

律的把握能力。”[4]教育部教师工作司任友群司

长在《半月谈》的撰文中也提到:“以‘数据技

术’为基础的教育信息化2.0,将更需要数据领

域的人才,也更需要教师具备‘数据素养’。”[5]

2019年3月,教育部发布的《教育部教师工作

司2019年工作要点》更是明确提出要“举办全

国教师大数据高级研修班”[6],开展该项工作的

出发点便是要提升广大一线教师的数据素养

水平,以 支 持 数 据 驱 动 教 学 时 代 的 变 革 与

发展。
教师数据素养作为将教育数据转化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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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教学信息的关键,已经引起我国政府及各

级教育主管部门的高度关注与重视。国内研

究者围绕教师数据素养的构成[7]、模型[8]、指标

体系[9]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研究,以试图为提

升我国中小学教师数据素养水平提供理论支

持。教师数据素养评价指标是引领和指导教

师数据素养发展的重要风向标,是评估我国中

小学教师数据素养发展水平、评议教师数据素

养的优势和薄弱点以及构建教师数据素养培

养路径的重要工具。因此,教师数据素养评价

指标及体系的构建对制定教师数据素养的发

展标准、明确教师数据素养的发展方向具有重

大意义。基于此,本研究期望通过较大规模的

问卷调查和对部分学校的走访调研,来全面了

解当前中小学教师数据素养的发展现状与现

实难题,以期推动我国中小学教师数据素养的

发展和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具体研究的问

题包括:我国中小学教师数据素养整体发展水

平如何;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学校的中小学

教师数据素养发展水平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中
小学教师数据素养发展有哪些培训需求。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选取我国东

部、中部、西部共10个省份,不同学科、不同背

景(城乡)的中小学教师为研究对象,共回收

3565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3313份,有效率

为92.93%。样本覆盖我国东部(江苏、山东、
浙江)、中部(河北、河南、湖北)、西部(山西、陕
西、重庆、贵州)共10个省(直辖市)来自城区和

乡村的小学、初中、高中教师(见表1)。
表1 研究对象的样本分布情况

类别 项目 人数(人) 比例(%)

性别

年龄

地区

学校类别

年级

学科

男 1090 32.90
女 2223 67.10

18~25 361 10.90
26~30 494 14.91
31~40 1202 36.28
41~50 990 29.88
51~60 266 8.03
东部 549 16.57
中部 1335 40.30
西部 1429 43.13

乡村学校 1812 54.69
城区学校 1501 45.31

小学一、二年级 632 19.08
小学三、四年级 736 22.22
小学五、六年级 852 25.72

初中 951 28.71
高中 142 4.29
语文 1063 32.09
数学 897 27.08
英语 383 11.56
物理 75 2.26
化学 42 1.27
政治 98 2.96
历史 54 1.63
地理 44 1.33
生物 35 1.06
美术 78 2.35
音乐 91 2.75
体育 141 4.26
科学 126 3.80

信息技术 166 5.01
心理健康 20 0.60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系统分析了国内外教师数据素养

相关文献,以前期研究成果———教师数据素养

模型[10]———为指导,编制了大数据时代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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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数据素养现状调查问卷。为保证问卷具

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使问卷调查结果更具说

服力,本问卷的编制经历了原始问题生成、专
家意见咨询、初始问卷试测、修改删除个别题

目等流程。
本问卷包括基本信息、现状调查以及培训

需求分析共3个部分的内容。基本信息,具体

包含教师的性别、年龄等人口统计学信息;现
状调查,根据中小学教师数据素养模型将其划

分为4个维度,即意识态度、基础知识、核心技

能和思维方法,共计14道题目;培训需求分析,
分别从培训次数、培训形式、培训内容等方面

来调查中小学教师参加数据素养培训的意愿

和需求,为中小学教师数据素养培训课程的设

计等提供依据。问卷回收后,采用SPSS24.0
统计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主要包括

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方差分析。
(三)问卷信效度

1.信度

信度分析主要用来评价问卷的稳定性或

可靠性。本研究利用SPSS24.0统计软件对问

卷的信度进行检验。信度检验的核心指标是

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alpha)。α 系数介

于0~1,当α≥0.70时,属于高信度;当0.35≤
α<0.70时,属于尚可;当α<0.35时,则为低信

度[11]。数据分析发现,现状调查部分中各维度

的信度值分别为:意识态度,0.717;基础知识,

0.897;核心技能,0.923;思维方法,0.781。本研

究问卷各维度的信度系数均大于0.70,表明该

问卷的内部一致性较好,信度较高。

2.效度

在效度检验方面,主要包括内容效度和结

构效度的分析。本问卷的题目是基于教师数

据素养模型进行设计的,通过对国内外教师数

据素养研究文献的梳理和分析,进一步确定了

本问卷的题目,同时咨询了教育大数据研究专

家、教师专业发展研究专家以及中小学资深教

师等人士对问卷的意见,并根据专家和资深教

师的反馈结果对问卷进行了修订,最终形成包

括26道题目的中小学教师数据素养现状调查

问卷。专家审查能够保证该问卷较为全面地

反映中小学教师数据素养的基本情况,因此该

问卷具备较好的内容效度。探索性因子分析

发现,KMO值为0.967(>0.900),表示原始变

量之间相关性很强,Bartlett检验的Sig值为

0.000(p<0.001),并最终提取到4个因子,因
此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中小学教师数据素养发展水平现状

分析

针对回收的调查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

析发现,中小学教师数据素养在意识态度、基
础知识、核心技能以及思维方法等4个维度上

的平均得分(满分5分)分别是3.24、3.12、3.13
和3.06,总平均分为3.14。这说明当前我国中

小学教师数据素养整体处于中等水平,亟待提

升。调查结果表明:虽然大数据技术在教育教

学领域得到持续应用与推广,但中小学教师的

数据意识和数据理念仍有待加强;思维方法维

度的平均得分最低,体现出其作为教师数据素

养模型的最顶层,是提升教师数据素养发展水

平的重要维度;基础知识和核心技能维度的平

均得分基本相当且介于二者(意识态度和思维

方法维度)中间,说明当前中小学教师的数据

基础知识比较薄弱,数据处理与分析的核心技

能有待提升。根据数据分析结果,下面将详细

介绍中小学教师数据素养在各维度上的发展

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意识态度

中小学教师数据意识与态度主要包含两

个指标:“意识到教育数据的地位和价值”(M=
3.48,SD=0.96)与“规范合理地使用教育数

据”(M=2.99,SD=1.00)。调查结果说明:大
多数中小学教师数据意识相对薄弱,无法充分

认识到教育大数据的重要价值和作用,导致大

多数教师对数据素养仍缺乏足够的关注与重

视;多数教师难以规范和合理地使用教育数

据,这会为今后数据大规模应用、开放、共享等

留下安全隐患,存在泄漏学生个人隐私的风

险。因此,在设计教师数据素养培训内容时,
除了介绍教育大数据的内涵与价值等基础知

识外,还需要重点强调数据伦理与隐私保护的

相关内容,以有效提升中小学教师的数据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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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数据伦理。

2.基础知识

中小学教师数据基础知识主要包含5个指

标:“了解收集教育数据的方法”(M =3.47,

SD=0.95),“了解教育大数据的内涵与特征”
(M=3.22,SD=1.00),“了解数据分析的基本

方法”(M=3.00,SD=1.04),“熟悉不同的数

据应用 平 台 和 管 理 工 具”(M =2.95,SD=
0.98),“熟悉教学数据处理与分析的基本流程”
(M=2.94,SD=0.99)。调查结果表明,中小

学教师队伍整体上的数据基础知识储备存在

不足,特别是对不同数据应用管理平台和工具

以及数据处理与分析的基本流程缺乏认识。
随着教育大数据产品的发展和更新,教师需要

着重加强这两方面的技能,以便更加熟练地利

用各种教学平台和运用教育大数据相关产品

开展教学。此外,调查对象在其他3个指标上

的平均得分虽然介于3~3.5,但并不意味着其

在这3个维度上拥有较好的基础知识。需要强

调的是,数据基础知识是教师提升数据素养水

平的重要基石,教师要在这5个指标上进一步

强化,以促进教师队伍数据素养的整体提升。

3.核心技能

中小学教师数据核心技能主要包含5个指

标:“使用Excel或SPSS进行数据分析”(M=
3.43,SD=0.94),“恰当选择呈现数据的方法”
(M=3.19,SD=1.04),“对数据结果进行正确

的分析与解读”(M=3.06,SD=1.00),“利用

数据支撑教学决策改善教学研究”(M=3.08,

SD=0.98),“将数据用于多种用途实现价值最

大化”(M=2.91,SD=1.00)。调查结果表明,
中小学教师在数据核心技能维度上的各项指

标一般,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目前,中小学

教师数据核心技能最大的不足体现在3个方

面:教师数据结果分析与解读能力,利用数据

支持教学决策和改善教学能力,将数据用于多

种用途实现数据价值最大化能力。其中,数据

核心技能是教师数据素养水平最直接的体现,
贯穿于教育教学的方方面面,这些技能需要教

师在教学实践中不断训练和提升。

4.思维方法

中小学教师数据思维方法主要包含两个

指标:“拥有数据思维”(M=3.24,SD=0.94)
与“审核数据准确性”(M=2.88,SD=1.00)。
调查结果表明,当前大多数教师缺乏良好的数

据思维与方法,特别在辨别数据真伪和有效性

方面存在较大短板。思维方法是教师数据素

养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要求,位于教师数据

素养框架的最顶层。另外3个层面,即数据意

识态度、基础知识、核心技能,是保证教师形成

良好数据思维的重要基础和条件。此外,数据

思维作为教师数据素养培养的重要内容,在教

师专业发展及教育体系变革中具有重要价值。
教师需要培养运用数据科学、统计学相关知识

对数据进行分析、比较、应用,形成创造性地解

决教育问题的思路与方法的高阶思维能力。
(二)中小学教师数据素养发展水平差异

分析

准确分析我国中小学教师数据素养发展

水平的差异,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我国中小学教

师数据素养发展水平现状,以便从不同方面提

出更具针对性的发展建议。因此,本研究从年

龄、地区以及学校3个方面分析了我国中小学

教师数据素养发展水平的差异。

1.年龄差异

方差分析发现,不同年龄的教师数据素养

发展水平在意识态度、基础知识、核心技能、思
维方法4个维度上都存在显著性差异(P=
0.000,P<0.050)。进一步比较平均值发现,随
着教师年龄的增长,其数据素养各维度的指标

得分不断下降。调查结果表明,年轻教师的数

据素养水平普遍高于年龄较大教师的数据素

养水平。这可能得益于近年来我国教育信息

化战略的实施。因此,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在提

升教师数据素养发展水平时,可先从年轻教师

入手,甚至在师范生培养方案中增加有关数据

素养培养的内容,以此来提升教师数据素养的

整体发展水平。

2.地区差异

方差分析发现,不同地区的教师数据素养

发展水平在基础知识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05,P<0.050),而在意识态度、核心技

能以及 思 维 方 法3个 维 度 上 无 显 著 性 差 异

(P=0.082,P=0.374,P=0.209,P>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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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比较平均值发现,西部地区教师的数据

素养发展水平略高于东部及中部地区。本研

究通过对西部地区山西、陕西、重庆、贵州4个

省(直辖市)的教师数据进一步分析发现,贵州

省的教师在意识态度、基础知识、核心技能、思
维方法4个维度的平均得分分别为3.92、3.92、

4.06、3.81,明显高于教师数据素养整体发展水

平。究其原因,本研究认为这主要得益于贵州

省积极发展大数据战略,使得大数据理念被广

泛传播,而贵州中小学教师作为发展教育大数

据的核心参与者,其数据素养水平略高,从而

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的教师数据素养水平明显

高于其他地区。这种后发力、重发力的模式助

力贵州省在中小学教师数据素养发展上实现

了“弯道超车”,同时也给全国其他地区提升中

小学教 师 数 据 素 养 发 展 水 平 提 供 了 借 鉴 与

启示。

3.学校差异

方差分析发现,不同学校类型的教师数据

素养发展水平在意识态度、基础知识、核心技

能、思维方法4个维度上均无显著性差异(P=
0.239,P=0.093,P=0.397,P=0.328,P>
0.05)。进一步比较平均值发现,城区教师在各

个维度上的平均值略高于乡村地区,说明不同

学校类型的教师在数据素养发展水平上虽没

有显著性差异,但是城区教师数据素养水平要

稍高于乡村教师数据素养水平。
(三)中小学教师数据素养培训现状与需

求分析

开展教师数据素养培训是提升教师数据

素养发展水平的有效途径[12-13],对培训现状与

需求进行分析是明确教师数据素养专题培训

的目的与意图、提高教师数据素养专题培训有

效性的关键[14]。本部分设计的指标包括培训

次数、培训形式以及培训内容等,以此来调查

中小学教师参加教师数据素养培训的意愿和

需求,为各地开展中小学教师数据素养培训提

供参考。

1.培训次数

数据分析发现,表示“从未参加过教师数

据素养培训”的教师占58%,表示“参加过1~2
次”的教师占27%,表示“参加过3~4次”的教

师占10%,表示“参加过5次及以上”的教师占

5%。调查结果表明,当前大多数中小学教师

并没有参加过教师数据素养培训,这也能从侧

面说明集中培训的缺乏是导致当前中小学教

师数据素养较为薄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
通过对参加过5次及以上培训的中小学教师进

行调查发现,这些教师并没有集中来自某个地

区,而是分散于河北、重庆、浙江、江苏、山东等

地,说明各地偶尔会组织和开展一些教师信息

素养或教师数据素养方面的培训活动,但可能

由于培训次数以及受训教师人数的限制,导致

只有部分教师参加培训。在未来,随着教师数

据素养培训的逐步推广,培训范围将更加广

泛,培训内容也将更加系统化、规范化,教师数

据素养的发展将有更加专业化的指导。同时,
师范院校也应将数据素养培训课程融入到人

才培养计划当中,以保证师范生在走上工作岗

位后能 够 迅 速 适 应 数 据 驱 动 教 学 时 代 的 新

要求。

2.培训形式

数据分析发现,最受教师欢迎的3种培训

形式分别是“线下实践操作”(60.70%)、“专业

系 统 培 训”(55.78%)、“网 络 在 线 学 习”
(53.21%),其后分别是“理论指导”(34.44%)
和“专家学术报告”(31.51%)。调查结果说明,
教师更愿意接受面对面讲授与网络在线学习

相结合的培训模式。因此,各地在开展教师数

据素养相关培训活动时,可以采用混合式的培

训模式,将线下面对面讲授与网络在线学习相

结合,提升参训教师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3.培训内容

培训内容是教师数据素养培训的核心,是
提升教师数据素养水平的关键。其中,“教育

大数据的应用实践”(81.92%)、“数据处理与分

析技能”(77.36%)、“数据结果分析与解读”
(67.16%)、“教 育 大 数 据 的 基 础 知 识”
(59.86%),是教师最期望学习的4项培训内

容。调查结果表明,教师对“教育大数据的应

用实践”最感兴趣,即如何利用教育数据变革

自身的教育教学;次之是关于“数据处理与分

析技能”“数据结果分析与解读”“教育大数据

的基础知识”等方面的内容。因此,各部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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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教师数据素养培训内容时,应充分考虑教

师的实际需求:通过理论讲授的方式普及教育

大数据的基础知识;通过案例介绍的方式重点

介绍教育大数据的应用模式与实践路径;通过

项目演练的方式提升教师的数据处理技能。
这样,便可将教育大数据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技

能结合起来,引导教师不断思考、实践与分享,
从而提升教师的数据素养水平。

四、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通过对中小学教师数据素养发展现状的

调查和培训需求的分析,本研究得出3个主要

结论:第一,我国中小学教师数据素养整体处

于中等水平,亟待提高;第二,不同年龄段的教

师其数据素养发展水平存在显著性差异,但东

中西部各地区之间以及城乡学校之间并无显

著性差异;第三,最受中小学教师欢迎的培训

内容是教育大数据的应用实践、数据处理与分

析技能、数据结果分析与解读,最受欢迎的培

训形式是线下实践操作、专业系统培训和网络

在线学习。
基于问卷调查和对部分学校的走访调研,

本研究还发现,当前我国中小学教师数据素养

发展面临4个现实难题。

1.教师数据意识相对薄弱,教育大数据的

潜在价值难以充分发挥

随着大数据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持续应

用,教育领域正源源不断地产生海量的教育数

据,如何将这些蕴藏巨大价值的教育数据转化

成有意义的教学信息,成为教师专业发展面临

的一大挑战。调查发现,教师数据意识和数据

伦理相对薄弱的问题影响着教师数据素养水

平的进一步提升,不利于教育数据价值的挖掘

与发挥。此外,教师虽然知道教育教学中存在

很多的数据,但是对数据的捕捉定位、价值获

取以及实践应用等关键问题缺乏全面的认识

与技能,难以准确地把握数据与教育教学的切

入点,导致教育大数据的价值难以发挥。此

外,教师对学生个人隐私的保护以及数据安全

的认识仅停留于概念层面,在实践中几乎没有

具体的应对措施,这给日后教育数据的开放与

共享留下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2.教师数据处理能力有待提升,部分教师

对技术带有一定的抵触情绪

数据本身并不会揭示教育问题,教师想让

数据“开口说话”,需要使用数据处理工具对数

据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和挖掘数据背后隐

藏的价值。然而,调查发现,当前教师掌握数

据处理与分析的能力较弱,大多数教师由于面

临着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与工作负担,不愿主动

学习数据处理的相关技术,进而也无法对数据

进行深入分析与解读。具体表现为:首先,教
师面对纷繁复杂的教育教学数据不知如何进

行简单的筛选和预处理,时常在数据的海洋中

“溺水”,导致无法精准识别有效数据和无效数

据;其次,教师对于Excel、SPSS等数据处理软

件不够熟悉,部分教师仅可以利用Excel软件

进行排序或简单的函数计算,但是无法对数据

进行深层次的相关分析、方差分析等;最后,教
师对计算机科学、统计学等与数据素养相关的

基础知识掌握不足,无法对数据分析结果进行

准确合理的解读,进而无法进一步挖掘数据的

价值。教师数据处理与分析技能是教师数据

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师揭开数据表象探

寻数据背后真相的关键。但是,目前教师在数

据处理与分析上的不足和对相关技术的抵触,
阻碍了对教育数据价值的进一步挖掘。

3.教师数据应用能力较弱,教师对数据利

用感到困惑与迷茫

数据驱动教学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教师利

用数据发现教学问题、监控教学进程、进行教

学决策以及预测学生发展趋势等将成为常态

化,数据将成为教育教学理念与模式创新变革

的“助推器”。然而,通过访谈部分中小学教师

发现,只有少量的教师能够基于日常教育教学

数据进行教育决策,大多数教师仍然是在借助

自身知识或经验的基础上采用传统的方式进

行教育决策,而这种决策往往缺乏足够的科学

依据,没有发挥教育数据的价值。目前,教师

利用数据驱动教学的尝试大多停留在数据监

控层面,主要是通过考试成绩来观测学生成绩

的变化趋势,进而判断该学生近期的学习状

态,但并没有对数据进行下一步的分析与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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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进而也不可能探索影响学生学习成绩波动

的各种因素。可以说,目前大多数中小学教师

在利用数据发现教学问题、监控教学进度、进
行科学决策、预测学生发展趋势以及开展个性

化教学等方面的应用能力比较欠缺,对数据价

值的认识比较浅表化。教师利用数据驱动教

学的变革是提升数据素养的核心目标。目前

教师的数据应用能力和数据驱动教学变革的

理念均有待提升,这意味着我国教师数据素养

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4.教师对数据素养缺乏足够的重视,不利

于教师自身的专业发展

教师作为数据素养发展的主体,其主观能

动性决定着自身数据素养的发展水平。调查

发现,当前大多数中小学教师对于提升自身数

据素养水平的主观愿望并不强烈。究其原因,
主要有3个:首先,大多数教师没有从根本上意

识到数据素养的重要性,不知道数据素养水平

的提升对教育教学的价值与意义,日常教学仍

然比较依赖传统的教学经验与方法;其次,教
师将大多数时间用于备课、上课、批改作业、教
学管理等工作,几乎没有额外的时间进行数据

处理与分析,以及研究与挖掘数据结果与教学

和学生之间的联系,而美国教育部门为了鼓励

教师基于数据进行决策,专门为教师提供时间

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最后,虽然大数据技术

的发展如火如荼,但是目前很少有学校能够营

造出浓厚的学习与应用数据的文化氛围,没有

特别强调数据与教育教学间的联系,也没有制

定相关的政策要求与考评制度,导致教师没有

足够的动力去研究数据。
(二)发展建议

发展教师数据素养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
要统筹各方力量协同、持续推进。调查发现,
目前我国教师数据素养处于起步阶段,缺乏成

熟的评价体系与实施路径,面临较多的现实难

题。与此同时,教师数据素养的评价也从“经
验主义”走向“数据主义”。“数据主义”的评价

理念与评价方式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3个方

面:一是教师数据素养评价将基于教师教学过

程所产生的各类数据展开,包括教学数据、管
理数据、评价数据等,这将有助于增强教师数

据素养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精准性;二是教师

数据素养的评价将更加强调教师对教育教学

过程性数据的采集与分析,基于教师在课前、
课中、课后所搭建的数据流体系,这能更好地

体现教师数据素养评价的过程性,有利于开展

发展性评价;三是教师数据素养评价能为数据

驱动教学的改革提供先行经验,进一步坚定用

大数据技术促进教育评价变革的信心。
为应对教师数据素养发展进程中的挑战,

同时推进教师数据素养评价理念与评价方式

的变革,本研究借鉴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成

功经验,尝试从政策保障、标准引领、试点先行

以及项目推进4个方面提出综合性的发展建

议,以促进我国教师数据素养的发展以及评价

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1.政策保障:颁布教师数据素养发展 规

划,实施教师数据素养提升工程

政策保障是推进教师数据素养发展的关

键。为进一步提升教师的信息素养,国家从顶

层设计的角度出发,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

2019年4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实施全国中小

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2.0的意

见》,强调要着力推动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

术应用能力的提升,构建教师信息素养发展新

机制。为此,针对我国中小学教师数据素养发

展现状,亟须国家颁布教师数据素养发展规

划,以明确我国中小学教师数据素养的发展目

标、实施路径以及保障机制等。首先,教育部

门要组织教育大数据研究专家、教师专业发展

研究专家以及中小学资深教师等教育界人士

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编制教师数据素养发展

纲要,明确教师数据素养的基本内涵、构成要

素、指标体系以及实施路径等关键问题,为我

国中小学教师数据素养的提升提供指导;其
次,在政策制定上要将教师数据素养纳入教师

资格证制度中,在教师资格考试中增加教育大

数据理论知识的考核,比如教育大数据的概

念、特征、价值等内容,并在专业技能考核环节

增加简单的数据处理与分析的考核,比如数据

导入、数据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以及图表可

视化等内容;最后,为各地发展教师数据素养

提供落地支持,包括经费、资源、人才等保障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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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鼓励各地开展教师数据素养研讨会与专题

培训等活动。

2.标准引领:研制教师数据素养评价 标

准,制定数据素养考评制度

标准引领是推进教师数据素养教育快速、
科学发展的重要基础。调研发现,目前我国中

小学教师数据素养缺乏系统成熟的评价体系,
无法为教师数据素养能力的考核和评估提供

指导,这将严重制约教师数据素养的发展。首

先,要研发教师数据素养发展水平评价标准与

工具,确定详细、可操作的评价方法,为教师数

据素养评价考核服务;其次,根据教师数据评

价标准进一步明确教师走上工作岗位前应具

备的基本数据素养,比如教育数据理念、数据

获取能力以及掌握数据工具的技能等,这样有

助于新任教师更好地适应数据驱动教学时代

的新要求;再次,建立使用数据改进教学与管

理的激励机制,从根本上提高教师的主观能动

性,增强教师对数据素养的重视程度,让更多

的教师敢于、乐于使用数据来解决教育教学问

题;最后,在教学实践中逐步培养教师的数据

意识、数据思维和数据习惯,从而有效提升教

师的数据素养水平,进而推动教育教学逐步从

“经验主义”走向“数据主义”。

3.试点先行:加强教师数据素养教育,建

立四级贯通的数据素养培训机制

试点先行是促进我国中小学教师数据素

养发展的有益探索。教师数据素养在我国处

于起步阶段,缺乏成熟可借鉴的发展模式,因
此可以采用由点及面的发展模式。教师培训

作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可以率先

在我国东部发达地区试点,开展教师数据素养

的专题培训,不断积累经验,然后再向全国大

范围推广应用[15]。在制订培训方案时,可以从

以下3方面入手:首先,将数据素养纳入中小学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体系,在部分地区

建立国家级、省级、区县级以及校级(四级)相
衔接贯通的数据素养培训机制,面向师范生、
普通教师、骨干教师、教研员等不同人群设计

开发不同类别的培训课程,并根据教师的评价

反馈不断优化培训课程,在提升中小学教师数

据素养整体发展水平的同时,形成一套能够较

大范围推广和应用的培训课程体系;其次,部
分师范院校在师范生培养方案中可以率先提

出增设教师数据素养教育课程内容,在实习环

节提供开展数据驱动教学的实践机会和场所,
在广泛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一套切实有效的培

养路径,以提升我国师范生的数据素养发展水

平;最后,建议较为发达地区的教育部门尝试

与高校科研机构进行合作,积极开展涵盖教育

大数据基础理论知识、案例应用、教育数据处

理与分析技能实训等内容的教师数据素养专

题研讨活动,重点介绍大数据技术与教育教学

的融合应用与创新,以有效提升教师数据素养

发展水平。

4.项目推进:创设数据驱动教学与管理的

环境,营造校园数据文化与氛围

项目推进是促进各地教育主管部门提升

教师数据素养发展水平的重要举措。以项目

推进的方式为学校创设数据驱动的教学与管

理的环境,营造校园数据文化与氛围,有助于

提升教师的数据素养理念与数据意识。首先,
以开展项目的方式支持和激励教师以新的手

段利用时间和资源,将教师从传统繁重的工作

负担中解脱出来,给予教师更多的时间使用数

据、分析数据;其次,引导企业基于教育教学实

际需求通过项目包装的方式,研发易用、好用、
有用的教育大数据产品,打消教师技术抵触情

绪和恐惧心理,支持教师开展数据驱动的精准

教学与管理,培养教师数据驱动教学的意识与

理念;再次,学校通过组织教育大数据专题活

动来加强师生的数据伦理与道德教育,为全校

师生营造安全的数据环境,保证教师和学生的

数据不被侵犯、泄露,以提高数据的真实性、安
全性和有效性,使教师可以安心地获取数据、
使用数据;最后,利用各地建设数字校园与智

慧校园的契机,快速提升学校的信息化应用水

平,借助网络学习平台持续搜集学生的学习数

据、日常表现数据等,从而为教师提供大量的

可操作、易于获取的原始数据,以便基于数据

分析来推动教育决策、教育评价以及教育管理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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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urrentsituation,evaluationandsignificanceofdata
literacyof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teachers

YANGXianmin1,LIXin2
(1.CollegeofSmartEducation,JiangsuNormalUniversity,Xuzhou221116,China;
2.FacultyofEducation,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

Abstract:Withthecontinuousdevelopmentofeducationinformatization2.0actionplan,dataliteracy,
astheexpansionandextensionofinformationliteracy,hasbecomethekeytowetherteacherscan
transformeducationdataintomeaningfulteachinginformation.Asanimportantindicatortoguidethe
developmentdirectionofteacherdataliteracy,teacherliteracyevaluationisanimportantwaytoeval-
uatethedevelopmentlevel,strengths,weaknessesandpathconstructionofprimaryandsecondary
schoolteachersdataliteracyinChina.Throughtheinvestigationofthedataliteracystatusof3565
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teachersintenprovincesintheeast,middleandwestofChina,itis
foundthatthedevelopmentofteacherdataliteracyinChinaisintheinitialstage,lacksamatureeval-
uationsystemandimplementationpath,andfacesmanypracticalproblems.Tocopewiththepracti-
calproblemsexistinginthedevelopmentprocessofteacherdateliteracy,andpromotethetransfor-
mationofteacherdataliteracyevaluationconceptandevaluationmode.Departmentsatalllevelsin
ourcountrycanpromotetheimprovementofteacherdataliteracyandthetransformationof'dataism'
evaluationmethodsfromfouraspects:policyguarantee,standardguidance,pilotadvanceandproject
promotion,soastoenhanceobjectivityandaccuracyofteachersdataliteracyevaluationresults.At
thesametime,itprovidesadvancedexperiencefortheoverallreformofdata-driveneducationevalua-
tion,andfurtherstrengthenstheconfidenceofbigdatatechnologytopromoteeducationevaluation
reform.
Keywords:bigdata;teacherdataliteracy;developmentstatus;practicalproblems;developmentsug-
gestions;competenceevaluation;Data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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