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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数字素养教育的动因、目标与路径
———加拿大的改革探索与发展经验

王 远,陈 时 见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 北碚400715)

摘要:数字技术不仅驱动了加拿大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也推动了中小学数字素养教育的发展。加拿

大中小学数字素养教育发展的动力源于数字经济发展对数字人才的需要、社会公平发展对跨越数字鸿沟的

诉求以及数字化教育形态变革对数字化学习能力的要求。加拿大中小学数字素养教育以培养学生掌握基础

数字知识与技能为基础能力目标,以培养胜任全球竞争的数字人才为高阶能力目标,以建构数字社会的公共

理性为社会价值目标。在实现路径上,加拿大通过强化政策支持优化数字素养教育的实施环境,通过完善课

程建设保障数字素养教育活动有效落实,通过加强师资培养确保教师具备数字教学胜任力,以此推动中小学

数字素养教育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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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技术正系统性地改变社会生产与生

活的样态。数字浪潮已经引起教育领域对数

字社会变革以及这种变革推动的基础教育数

字转型的极大关注。当数字化的社会经济生

活形态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选择和不可逆转

的文明建设范式,那么学校教育就必须积极面

对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挑战,及时回应时代要

求。数字化社会的发展对中小学教育提出了

全新而富有挑战性的要求:不仅在学习形态上

实现智能化、数字化转型,更要把培养学生数

字化生存的基本能力作为重要的育人目标之

一,发展数字素养教育。数字社会对个体社会

化的新要求和个体数字化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共同形成了数字素养教育发展的内生驱动力。
加拿大中小学数字素养教育肇始于1994

年加拿大工业部(IndustryCanada)推动的《加
拿大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加拿大的信息通信基

础设 施》(TheCanadianInformation High-
way:Building Canada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Infrastructure)政 策 及 相 关

措施。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浪潮下,加拿大

各省也积极推进教育的网络信息化建设,重视

把信息通信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融入中小学

教育。21世纪以来,进阶发展的数字技术进一

步深刻影响了社会经济生活,劳动力市场对数

字人才的需求进一步对中小学教育形成了庞

大的外部性压力。为推进数字人才培养管道

的建立,加拿大各省和地区逐步将培养学生的

数字素养作为学校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并以

多样化的形式实现数字素养教育的课程化发

展。厘清加拿大数字素养教育发展的内在动

因、目标及路径,以为我国探索数字素养教育

实践规律、促进数字素养教育发展提供借鉴。

一、中小学数字素养教育的发展动因

数字技术的连锁式涌现、突破性发展和快

速普及应用是推动全球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

变革的驱动力。培养数字人才以应对经济发

展方式的系统性变革、跨越数字鸿沟以回应社

会公平发展的需要、支持数字化学习以应对加

33



拿大对教育形态的革命性转向,是加拿大中小

学数字素养教育发展的三大动因。
(一)应对经济发展对数字人才的迫切需求

当今,全球化不断推进,国际竞争日益激

烈,数字技术重塑了竞争模式,也引发了政治

和经济格局的变化以及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

新。以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为核心的新一

轮工业革命,是影响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

动能和影响国际产业竞争格局的主要因素[1]。
加拿大信息通信技术委员会(Informationand
CommunicationsTechnologyCouncil)在《下一

轮人才浪潮:引领数字化转型》(TheNextTal-
entWave:NavigatingtheDigitalShift)中指

出,以往的工业革命与其说是产业领域的革

命,不如说是产业领域的升级进化,它们以“净
积极变化”(NetPositiveChange)为特征,具体

表征为:以往每一次因生产力提高而导致的劳

动就业损失,大部分会被新产业创造的就业机

会以及产业升级后改善的就业机会所抵消,从
而促进劳动生产条件和社会生活水平整体提

高。然而,“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是真正的颠

覆性变革。在没有政府、产业界、教育界的超

前干预下,社会系统可能难以以足够快的速

度,帮助因自动化、智能化等数字技术应用而

被淘汰的工人把握新的就业机会而使自身重

新归于平衡[2]。社会生产变革对教育提出了不

同于以往的颠覆性要求———教育的反应速度

必须与影响社会生产范式转换的技术变革速

度相匹配。经济发展方式的系统性变革对数

字人才培养提出了要求,稳定的人才供给是支

撑数字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加拿大信息通

信技术委员会主张,应在基础教育阶段重视中

小学数字素养教育。联邦政府应通过与各省

教育部门、行业协商制定带有教案材料的国家

课程,促进计算机科学纳入K-12课程。此外,
行业、学校管理部门和政府应加大资源投入和

政策支持,增加教师专业发展机会,在中小学

招聘具有STEM 学科背景或具备一定数字技

能的教师[2]。

(二)满足数字社会发展的公平需要

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广泛应用,客观上让信

息获取变得更加便捷。数字技术工具和应用

成本大大降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弥合了阿特维

尔(PaulAttewell)所说的“第一道数字鸿沟”和
“第二道数字鸿沟”[3]。所谓“第一道数字鸿

沟”,是指“个人电脑及互联网拥有者与未拥有

者之间的人口统计学群体差异”,即“接入沟”。
“第二道数字鸿沟”则是指数字技术扩散后,用
户在数字工具的使用程度、数字技术的应用水

平、数字资源的选择倾向等方面存在的结构性

差异,即“使用沟”。换言之,具备同样的接入

条件,不等同于大家会以无差别的程度、方式、
习惯、兴趣使用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发展背景

下,数字鸿沟已超越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的普

及和应用的差异。如今,数字鸿沟的内涵已发

展为关乎个体为实现数字化生存与发展所具

备的知识、实践能力等方面的差异[4]。数字化

背景下的知识获取与能力提升的差别,似乎已

经成为数字鸿沟的新样态,成为“第三道数字

鸿沟”,即“知识沟”。
作为信息化技术设施建设的先发国家,加

拿大在数字社会转型过程中,依然面临各种数

字鸿沟问题。例如加拿大原住民因地理位置

偏远、社会经济封闭以及基础设施发展滞后等

原因,与其他族群之间存在显著的分化发展问

题。原住民社区尚未跨越“接入沟”与“使用

沟”,成为一座被排斥在数字社会之外的孤岛。
玛丽安·布雷丁(MarianBredin)指出,第一民

族(FirstNation)①是亟须提升数字素养、适应

数字化生活的边缘群体,但困境在于,他们既

是最需要数字文化知识的群体,同时又是在数

字生产和消费领域参与度与购买力最低的群

体[5]。卡拉·布里森·博伊文(KaraBrisson-
Boivin)博士指出,加拿大数字社会发展速度越

来越快,特别是从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

开始,加拿大的教育、医疗保健、社会服务、食
品供应、金融等社会体系都不得不改变其运作

模式,应用更多数字技术,通过网络平台提供

服务。即使是像紧急避难所和社区中心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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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线组织,也需将更多的资源投入于组建网

络化的服务支持体系。这些变化加剧了数字

鸿沟带来的社会问题,给没有互联网接入的群

体带来了社会生存方面的挑战 [6]。“第三道鸿

沟”表征为数字素养的差异以及因此而导致的

在数字社会参与、劳动力市场竞争等方面的社

会不公。如今,社会公共活动大都是通过移动

互联网等数字媒介进行的,因此“离线”群体无

法有效参与加拿大的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

的公共生活,这些数字边缘群体的诉求也就更

无法为主流社会所认知和接受。此外,技术进

步也正在改变社会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数字

技术正在使更多的工作任务自动化,各行业开

始深度依赖数字技术。在转向这种新经济范

式的过程中,劳动力具备数字素养已被确定为

必要条件[7]。
数字素养已成为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关键

要素,因此,实施数字素养教育是关乎个体社

会化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必要举措。从数字素

养教育促进个体社会化发展的角度看,通过小

学和中学的正规教育以及通过自学和社交互

动等非正式教育途径学习到的数字技能,既是

奠定个体未来通过高等教育、职业培训实现专

业化发展的基础,也是促进个体具备在数字社

会中实现终身学习的能力的前提条件。从数

字素养教育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看,发展

数字素养教育将为所有加拿大人带来巨大的

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时也将为个人带来更多的

学习、就业和多元化发展的机会。数字素养教

育可以为转型发展的社会跨越数字鸿沟提供

支持,缩小公民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

的差距,尤其是缩小边缘群体如原住民、移民、
少数族裔族群化社区等融入加拿大数字化社

会生活的距离。
(三)适应数字化学习转型的教育变革

数字技术已成为教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分,并且正在改变当今学校教育形态。教育形

态变革内生两重递进式的发展诉求。
其一是实现数字化学习环境的建构。加

拿大21世纪学习与创新组织(Canadiansfor
21stCentury LearningandInnovation,C21
Canada)强调,数字化学习环境是21世纪学习

模式建构的先决条件。学校等教育主体必须

能够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体验条件,而数

字技术使之成为可能。在线学习、混合学习和

虚拟学校为学习者提供了多样化的自主学习

空间,增加了教育者、学习者的多边交流与协

作,同时也缩小了加拿大城市地区的学生与农

村和偏远地区学生在学习资源与学习机会方

面的差距[8]。加拿大中小学校正在利用数字技

术的进步,推进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释放学

生运用数字方式实现深度学习的潜力。新型

冠状病毒大流行促使加拿大学校加速采用数

字化教育手段,也迫使不熟悉数字教育系统的

学生和教育工作者,加速从传统的课堂学习过

渡到数字化学习,同时还验证了在线学习、混
合学习等数字化学习模式可大规模应用到基

础教育的最前沿[9]。
其二是有效应用数字技术促进学生的学

习。加拿大教育家迈克尔·富兰(MichaelFul-
lan)指出:“科技如果不配合有效的教学方法,
那么它就不能帮我们走得更远。数字工具和

数字资源能以超乎想象的方式扩展并加速学

习。但是如果‘教师教、学生学’这种传统教学

模型没有改变,科技上的投资就只能为知识传

授和基础技能的操练披上娱乐的外衣。”[10]数
字化学习是应对学校教育形态变革的必由路

径,它要求:从专注于课程知识内容和一刀切

的教学模式转向强调学习过程,让学生“学会

如何学习”;从教师是信息和知识的来源,转为

促进、指导和激活学生学习的角色;从教师作

为学生学习的唯一主管,转向教师引导学生自

主掌握学习;从呆板的、缺乏技术支持的课堂

教学模式,转向技术赋能并能延伸到课堂之外

的混合学习模式;从专业发展口径单一的教

师,转向运用数字技术与资源,实现自主、协作

发展的终身学习型教师。教育自身的这些结

构性变革,要求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要具备

较高的数字素养。中小学数字素养教育在数

字技 术 的 推 动 下,已 成 为 教 育 变 革 的 重 要

领域。

二、中小学数字素养教育的主要目标

加拿大中小学数字素养教育的目标是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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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人具备充分参与全球数字社会所需的

知识与能力。掌握数字知识与技能,是加拿大

中小学数字素养教育的基础素养目标,同时也

是学生适应数字化学习,进一步发展高阶能力

的要求。培养竞争型数字人才是加拿大数字

素养教育的高阶能力目标。而出于规约数字

社会行为与维护数字社会正义价值的需要,建
构数字社会的公共理性则成为内蕴于加拿大

数字素养教育的价值目标。
(一)基础素养目标:掌握数字知识与技能

让学生掌握基础数字知识与技能,是实现

学生在数字环境下自主发展和参与社会的必

经之路。基础性数字知识与技能的习得,是学

生利用数字技术在快速发展的数字社会中学

习、成长和发展的基础。
一方面,掌握基础数字知识与技能是加拿

大中小学生发展其他高阶能力的必要条件。
加拿大数字与媒体素养中心(MediaSmarts)在
《使用、理解和创造:加拿大学校的数字素养框

架》(Use,UnderstandandCreate:A Digital
LiteracyFrameworkforCanadianSchools)中
指出,数字基础设施和工具的开发是数字素养

教育的物质基础,数字知识和技能是支持各类

数字素养发展的底层架构。学生在应用层面

要具备使用数字工具和应用程序的技能,在理

解层面要具有批判性理解数字媒介内容的知

识和能力,在创造层面要具备与数字技术相结

合的专业知识和技能[11]。从认识与能力发展

角度来看,具备基础数字知识与技能是发展其

他数字素养的基础。计算思维、数字媒介意

识、数字化的自适应能力等高阶数字素养的形

成,也是以对数字知识与技能的掌握为前提条

件的。因此,促进学生掌握数字知识与技能具

有基础性和必要性。
另一方面,掌握基础数字知识与技能是加

拿大中小学生适应数字化学习环境的基本条

件。数字融合正在迅速推动加拿大K-12教育

变革,其中学习领域表现为六大方面的变化。
(1)学习资源的共享。学习者与教育者可平

等、便捷地获取最新资源。(2)课堂空间的拓

展。数字技术实现了教学与学习活动空间由

教室向校外以及虚拟空间拓展。(3)课堂活动

的互动性与参与性增强。增强现实、虚拟现实

等新兴数字技术使学习形式比以往更具互动

性和协作性。(4)自主学习环境的营造。数字

教育资源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了内容保障,数
字媒介为学生自主选择学习方式、融入学习共

同体提供了支持。(5)数字教学技术的普及和

应用。随着与教学相关的流程变得越来越数

字化,教师的教学越来越走向基于数字技术的

协作式、混合式学习。(6)教育者身份定位的

转型。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进一步推动师

生形成共学式伙伴关系[12]。这意味着,教师在

具备数字教学胜任力的同时,还要从师生共学

的角度定位自身的角色。教师要帮助学生在

数字融合的课堂中探索“自适应”学习路径,激
发学生去创造新知识,培养学生掌握学习进程

的能力。2021年,加拿大信息通信技术委员会

在《21世纪数字技能:能力、创新和课程》(21st
CenturyDigitalSkills:Competencies,Innova-
tionsandCurriculum)中指出,让学生学会如

何在数字场景中以数字思维进行学习活动至

关重要。数字学习样态的转变、教育者具备数

字教学胜任力以及学生掌握基础数字知识与

技能是并行的目标[12]。
(二)高阶能力目标:造就胜任全球竞争的

数字人才

培养公民的数字素养是加拿大在全球数

字经济竞争中不断创造优势的关键组成部分。
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培养胜任全球竞争的数

字人才,因此,加拿大各省、各地区在能力目标

的设定上,注重数字胜任力与全球能力相结

合,即:通过增强数字胜任力提高其数字竞争

力,融合全球能力提升其全球竞争力。
随着公民数字适应能力的普遍提升,社会

发展对公民数字素养的要求层次进一步提高,
数字素养教育的重心也由基础扫盲转向高阶

能力发展。数字能力的发展更加凸显综合性

竞争的特点[13]。数字胜任力显然不仅仅指如

何使用设备和应用程序的能力,而是解决复杂

问题所需具备的知识、技能、态度、策略等的集

合[14]。例如《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数字素养框

架》(BC’sDigitalLiteracyFramework)就将

知识与技能的综合应用能力、问题解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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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思维能力等高阶能力作为K-12数字素养

教育的目标。在数字知识与技能的综合应用

能力方面,要求学生具备应用数字工具收集、
整合、评估和使用信息的能力。在问题解决能

力方面,要求学生能够运用批判性思维来规划

和开展研究、管理项目、解决问题,并使用适当

的数字工具和资源作出明智的决策。在创新

思维能力方面,要求学生对技术概念、系统和

操作有良好的理解,并形成计算思维能力,同
时具备创新意识和知识建构能力,能够使用数

字技术开发创新产品或生成内容成果。在数

字领导与协作能力方面,要求学生能利用数字

媒体和环境进行交流与合作,包括远程交流,
以支持个人学习并为他人的学习作出贡献[15]。
加拿大各省在注重培养学生数字胜任力的同

时,还强调融入全球公民教育,以提升学生全

球数字竞争力。加拿大教育部长理事会发布

的“泛加拿大全球能力”(Pan-CanadianGlobal
Competencies),倡议加拿大各省和地区教育部

门将全球能力融入其各自建构的K-12教育学

生发展能力框架。
(三)社会价值目标:建构数字公共理性

理性是一种理智能力、道德能力以及行为

方式。公共理性是公众对公共伦理领域问题

的理智思考方式。罗尔斯(JohnRawls)用“重
叠共识”来解释公共理性,认为公共理性的作

用是创造出一种“公共社会的框架”,“没有一

个确 定 的 公 共 世 界,理 性 就 会 成 为 空 中 楼

阁”[16]。理性之所以是公共的,就在于通过它,
公众才能够作为平等的人进入他人的“公共世

界”[17]。只有建构理性的社会关系,才能实现

有效的社会组织、合理的资源分配和最大化的

共识秩序。数字技术拓展了公共空间,但数字

空间并非公共领域的理想范型,这集中体现于

理性公开运用的限度[18]。数字空间的匿名性

和虚拟性特征弱化了其作为公共领域的理性

阈值,从而引发数字霸凌、隐私安全、虚假信

息、网络诈骗等问题。因此,加拿大中小学数

字素养教育将构建和强化数字社会的公共理

性作为目标,是规约数字社会行为与维护数字

社会正义价值的需要。具体而言,就是在数字

素养教育过程中,增强学生的公共道德意识,

树立学生的主体权责意识。
一方面,注重增强学生的数字公共道德意

识。加拿大在数字素养教育的目标中强调对

学生进行数字公民道德教育,包括倡导数字包

容、激发数字社会参与意识以及以道德的方式

使用数字技术。数字包容精神的形成既需要

能力层面的建构,也需要规范层面的引领。在

培养学生数字包容精神方面,加拿大一些省、
地区将包容性社会化作为课程目标。例如,魁
北克省K-12阶段的课程组织框架“魁北克教

育课程”(QuebecEducationProgram)将包容

性社会化作为目标三管齐下:(1)在经验得到

确证的知识世界里进行教学;(2)在多元化的

世界中使学生社会化;(3)支持学生适应和把

握不断变化的世界。同时以此为教育愿景,指
导学校的课程实施。随着数字边界的渗透性

扩展,社会化存在于多个领域和空间,还包括

防止被排斥和遭遇欺凌或伤害等[11]。在激发

学生数字活动参与意识方面,加拿大注重通过

培养学生沟通与交往能力引导其参与数字社

会的意愿。例如,阿尔伯塔省要求学生能够善

于以数字化的各种方式,实现全球性沟通。在

数字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的空间差序格局被打

破,年轻人在数字领域进行无边界的交流、创
造和合作成为常态。教育者要帮助学生强化

和规范在数字公民领域的公共行为能力[19]。
在倡导学生数字道德行为自觉方面,加拿大一

些省份在数字素养教育中设定了数字道德行

为规范目标,强调尊重隐私权、隐私信息获取

的正当性、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自由观点

等内容[11]。公共道德意识还包括遵守现有数

字法律的要求,以及负责任地、合乎道德地使

用技术。强调向学习者示范和制定安全、合
法、合乎道德地使用数字信息与技术的规范。

另一方面,注重培养学生的主体权责意

识。公民主体权责意识包括公民底线意识、权
利意识、责任意识。公共理性由众多个体所承

诺的权责的最大公约数汇聚而成,底线认知、
个体权利与责任共同支撑公共理性。第一,要
求学生树立法律意识,增进学生对数字行为底

线的认知。青少年如果不能明辨哪些数字活

动是错误的、不道德的、非法的,就会造成两个

73



方面的问题。其一,淡薄的法律意识会导致学

生混淆自己的权益范畴,无法鉴别自身诉求与

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其二,数字法律知识的

欠缺会导致学生漠视自身和他人利益被侵害,
无法判断自身行为是否合法,意识不到非法行

为对他人、社会的危害性。树立法律意识有助

于学生形成底线思维。鉴于数字法律学习的

重要性,加拿大各省、地区将数字法律纳入数

字素养教育的目标或学习领域。例如,萨斯喀

彻温省2015年发布的《萨斯喀彻温省学校数字

公民教育》(DigitalCitizenshipEducationin
SaskatchewanSchools),将数字法律设为数字

公民九个核心要素之一,要求学校工作人员了

解最新的数字法,并将法律知识作为课堂教学

的一部分传达给学生[20]。第二,要求学生树立

数字权利意识,正确伸张和行使数字权利。联

合国 教 科 文 组 织 加 拿 大 委 员 会 (Canadian
CommissionforUNESCO)在《媒体和信息素

养:教育世界的挑战与机遇》(MediaandIn-
formationLiteracy:ChallengesandOpportu-
nitiesfortheWorldofEducation)中指出,具
备数字媒介素养对于公民理解和批判性地评

估各类媒介及信源方提供的内容,或是作为信

息内容的消费者或信息内容的生产者作出理

性判断和决策具有重要意义[21]。从公民数字

权利实践的角度来看,公民数字权利的伸张是

数字技术人化的过程,权利意识是数字技术人

化的基本动力。第三,要求学生承担数字义务

与责任,培植其社会担当意识。社会担当意识

不仅指对义务的履行,也包括对公共利益的自

觉维护。伸张权利与担负责任是一体两面的

关系,伴随数字权利而来的还有责任。在学校

教育领域,加拿大各中小学校通过制度管理和

行为规范培植学生的责任担当意识。例如,温
哥华的科基特兰43学区(SchoolDistrictNo.
43Coquitlam)发布的文件《学生的数字责任》
(DigitalResponsibilityforStudents)对学生

在校内外使用公共数字设备、资源进行了规

范,明确了学生在享受公共数字资源和服务便

利的同时所要承担的义务。文件还对学生使

用数字资源作出引导性规定:在公共资源使

用、隐私安全、数字礼仪、网络信息安全等方面

引导学生规约行为,强化责任意识[22]。

三、中小学数字素养教育的实施路径

为推进数字素养教育在中小学校的顺利

实施,加拿大政府、学校和教师教育机构多方

协作形成合力。政府通过强化政策支持,优化

数字素养教育的实施环境;学校完善课程建

设,保障数字素养教育活动有效落实;教师教

育机构优化师资培养,确保教师具有数字教学

胜任力。
(一)优化数字素养教育政策环境

第一,明确中小学数字素养教育的重要地

位。在2010 年 加 拿 大 议 会 的 “御 座 致 辞”
(speechfromthethrone)中,加拿大政府承诺

启动数字经济战略,推动经济的数字化转型。

2015年,加拿大工业部、人力资源与技能发展

部发布《提高加拿大数字优势:可持续繁荣战

略》(ImprovingCanadasDigitalAdvantage:

StrategiesforSustainableProsperity),进 一

步强调加拿大的目标是拥有世界领先的数字

经济,成为一个创造、使用和提供先进数字技

术和内容的国家,以数字化提高所有部门的生

产力[23]。2016年,加拿大创新、科学和经济发

展部(Innovation,ScienceandEconomicDeve-
lopmentCanada)发布《加拿大数字宪章在行

动:属于并为了加拿大人的计划》(Canada’s
DigitalCharterinAction:A PlanbyCana-
dians,forCanadians),指出发展公民的数字

素养是加拿大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创造优

势的关键组成部分。2016年,加拿大信息和通

信技术委员会发布加拿大首个国家数字人才

战略———《数 字 人 才:通 向2020后 的 未 来》
(DigitalTalent:Roadto2020andBeyond)。
该战略指出了加拿大数字经济面临的机遇和

挑战,强调了数字人才作为加拿大在全球经济

中的关键优势之一的重要性。该战略指出,加
拿大各省需要在K-12阶段加强数字通信技术

与STEM教育的融合,让数字技术能够更好地

赋能学生学习和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24]。
第二,保障中小学数字素养教育的财政供

给。其一,投资信息通信网络建设,满足广泛

的数字访问需求。新冠疫情的暴发再一次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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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了互联网接入等基础数字服务的价值,同时

也大大增加了对数字访问的需求,在线学习、
远程工作、社会联系、公民参与以及公共卫生

信息服务等,都对互联网接入提出了更高要

求。目前,加拿大互联网接入鸿沟问题依然显

著。早在2017年,加拿大只有37% 的农村家

庭能够获得50/10Mbps的宽带速度,而城市

家庭的这一比例为97%,原住民社区则仅为

24%。为此,加拿大政府设立了专项“宽带基

金”,以提高高速互联网的普及率。截至2021
年底,宽带基金已投入2.06亿美元,为170个

社区改善了互联网接入服务。同年,加拿大家

庭和企业的高速互联网覆盖率达到90% [25]。
其二,补充数字软硬件设施设备,满足基本的

教育数字化需求。加拿大从1993年以来一直

在实施“学校电脑”(ComputersforSchools,

CFS)项目。这是一项由加拿大工业部主导的,
以回收、翻新旧电子设备帮助加拿大的学校、
图书馆、非营利性学习组织和原住民社区补充

数字设备,帮助加拿大学生普及计算机应用技

能的长期项目[26]。其三,强化计算机编程课程

建设,满足数字技能教育需求。加拿大联邦政

府在2017年就提出了“加拿大创新和技能计

划”(Canada’sInnovationandSkillsPlan)。该

计划明确,为了应对数字发展所带来的挑战,
确保加拿大人拥有成功所需的数字技能,政府

将投入资金,以支持年轻和年长的加拿大人以

及在数字经济中代表性不足的群体的数字技

能提升。计划针对K-12阶段的中小学数字素

养教育,推出了名为“教孩子数字技能与编程”
(TeachingKidsDigitalSkillsandCoding)的数

字项目。项目计划从2017开始,在两年内提供

5000万美元支持 K-12阶段加拿大中小学学

生数字技能的发展。此外,加拿大联邦政府还

采取招标式竞争机制对项目实施补贴。如规

定提供数字技能培训项目的相关组织、机构,
可以通过特定的程序向政府申请资金支持,以
为更多的加拿大年轻人提供编程和数字技能

方面的培训[24]。
(二)完善数字素养教育的课程建设

加拿大各省、地区对学生数字素养的理解

和教育内容不尽相同,因此全国各省、地区中

小学数字素养教育课程实施方法也不拘一格。
随着数字素养教育的普及化发展,加拿大形成

了以数字素养分科课程、学科渗透式课程、综
合实践课程为支撑的立体式课程群。

分科课程模式是指以独立的课程形态将

数字素养教育内容进行整合纳入学校课程体

系,实现对学生信息通信技术相关技能的系统

性培养。加拿大各省通过设置多样化的课程

形式,推进K-12阶段数字素养教育,其中分科

课程形式在K-12教育中的高学段占据重要地

位。对数字素养教育内容进行学科分化和整

合,是推进数字素养教育纳入学校课程体系、
提高数字素养教育效率的实践策略。从数字

素养框架涵盖的知识体系来看,虽然数字素养

知识体系是一个多元的、涉及多学科领域知识

的复合体,但其核心知识属于ICT范畴。在分

科形式上,加拿大主要采用分流式、集合式和

模块式三种课程实施方式。分流式以学生未

来毕业取向和发展规划为依据,开设一系列针

对学生职业和专业发展的分科课程,以向学生

系统传授数字技术技能。以安大略省在十至

十二年级开设的“计算机研究”课程为例。十

年级开设的为统一的“计算机研究导论”(In-
troductiontoComputerStudies)课。从十一年

级开始实施课程分流,学校开设有大学预科课

程“计算机科学概论”(IntroductiontoComput-
erScience)和专业学院预科课程“计算机编程

概 论”(IntroductiontoComputerProgram-
ming),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业发展

规划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28]。
学科渗透式课程是加拿大中小学推进数

字素养教育与省级课程互嵌,从而促进学生数

字能力跨领域应用的主要实践样态。学科渗

透式的数字素养教育课程不是一门单独课程,
而是与其他课程融合、注重学生数字素养能力

在不同学习领域实现提升的发展性课程。学

科渗透式课程的实施主要采用注入式、跨课程

能力和离散分布式课程策略,旨在促进学生数

字技能的跨学科运用。注入式课程策略强调

将数字素养教育作为促进学生素养全面发展

的手段,因此数字素养教育要与其他课程在各

个阶段实现全面融合。在数字素养教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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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曼尼托巴省及西北地区所采取的注入式课

程策略的思路是,以信息通信技术能力的提升

赋能学生综合素养发展为核心路径,将数字素

养融入课程并贯穿所有课程体系。其一方面

强调了应用数字工具赋能学习的重要价值,另
一方面明确了学生全面的素养发展与数字素

养教育之间密切的关系。在魁北克省和不列

颠哥伦比亚省及萨斯喀彻温省实施的新课程

中,数字素养教育是培养学生跨课程能力的重

要组成部分。跨课程能力策略与注入式课程

策略有相似之处,也将数字素养作为学生学习

探究过程中的基础能力贯穿于整个学校课程

体系,但更加强调数字素养在学生跨学科学习

中的媒介作用和在学科交叉中的桥梁作用。
安大略省和育空地区的数字素养课程则采取

了离散分布式的课程实施策略,即:将数字素

养的各个方面分散嵌入不同的学科教学之中,
强调数字素养教育内容的呈现必须顺应所依

附学科的教学逻辑和视角[11]。
活动课程以其生成性的课程目标、灵活开

放的课程内容和跨学科的组织方式,支持学生

通过实践发展数字素养。以不列颠哥伦比亚

省的“应用设计、技能与技术”(AppliedDesign,

Skills,andTechnologies,ADST)课程为例。该

课程以学生的生活经验为核心,课程主题的设

置和活动的开展充分体现个体与社会发展、生
活实践的联系。数字技术不仅是 ADST课程

有效实施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ADST课程的

重要内容。ADST课程针对不同学段学生的学

情,设置了渐进式发展的课程结构。六至九年

级可 以 选 择 融 合 计 算 思 维 (Computational
Thinking)、计算机和通信设备(Computersand
CommunicationsDevices)、数 字 素 养(Digital
Literacy)等内容的活动课程。十至十二年级

的ADST课程体系中,进一步细分出计算机信

息系统(ComputerInformationSystems)、计算

机编程(ComputerProgramming)、数字通信

(DigitalCommunications)、平面制作(Graphic
Production)、媒体设计(MediaDesign)等数字

素养教育相关主题的活动课程。学生可以选

择专注于某一特定领域的学习,也可以对继续

探索更广泛的数字领域保持兴趣[29]。

(三)建构教师数字素养的教育体系

随着中小学数字化建设的不断完善,中小

学教师必须具备较高水平的数字素养以保障

数字素养教育的有效落实。加拿大在教师教

育实践中,强调从5个方面培养和提升教师的

数字素养:(1)重视未来教师计算机应用水平

及资格等级;(2)注重培养未来教师应用数字

技术的意识;(3)强化未来教师数字技术的综

合应用能力;(4)增强教师教育者技术应用与

教学实践的融通能力;(5)创新数字化教学方

式,以学徒式教学方式支持职前和职后教师数

字素养的培养与提升[30]。
在职前培养阶段,注重提升教师教育专业

学生的数字素养水平。加拿大教师教育机构

日益重视在教师职前培养阶段强化对教师数

字素 养 的 培 养。蒂 埃 里 · 卡 森 蒂(Thierry
Karsenti)等学者指出,如果职前教师在学习阶

段即获得数字素养教育,具备更好的信息搜索

和处理能力,那么这些具备较高数字素养的教

师不仅会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更容易开展信息

化教学,而且在专业发展过程中也能够充分利

用信息资源实现自我发展[31]。加拿大教师教

育机构对职前教师数字素养教育的课程形态、
课程内容等不断进行改革创新,以适应时代发

展和教师自身发展的需要。例如,安大略理工

大学(UniversityofOntarioInstituteofTech-
nology)充分利用信息领域前沿的数字增强资

源,创建开放的数字化教育环境,灵活运用传

统面授课堂教学形态与在线同步或异步会议

(Online Synchronous/Asynchronous Mee-
tings)的信息化课堂教学形态,促进学生开展

混合学习。在整合技术与学科教学知识方面,
安大略理工大学开设了“数字环境下的学习”
(LearninginaDigitalContext)、“课堂心理健

康”(MentalHealthintheClassroom)、“编程

与通信”(CodingandCommunication)、“数学

思维与行动”(MathematicalThinkingandDo-
ing)等4门教师教育课程,以帮助教师实现多

维知识的嵌合式建构[32]。
在入职阶段,设置有关数字素养技能的职

业准入门槛。加拿大各省和地区在教师招聘

环节,即确保新入职的教师具备基本的数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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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并能够将数字技术整合到对学生的素养教

育当中。例如,在师范教育专业认证方面,不
列颠哥伦比亚省和一些高校开展了合作,规定

只有通过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奥卡纳干分校

(UniversityofBritishColumbiaOkanagan)、
北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ofNorth-
ernBritishColumbia)、维多利亚大学(Univer-
sityofVictoria)等13所大学教师资格认证的

学生才初步具备教学资格。根据不列颠哥伦

比亚省教师委员会(BCTeachersCouncil)制
定的教师教育计划审批标准,师范生必须具备

数字化教学能力,并能够指导学生安全、负责

任和高效地使用数字技术。这是成为不列颠

哥伦比亚省教师的必要条件。在此后的教师

认证和招聘中,也突出了对候选教师数字素养

的考核[33]。如安大略省在招聘环节即对教师

资格进行严格把关,只招聘通过安大略省教师

协会(OntariocollegeofTeachers,OCT)认证

的教师,并确保教师候选人能够开展数字素养

课程教学,同时还会对其线上教学能力和线下

教学能力进行合理评估[34]。
在职后阶段,开展系统的数字素养技能在

职培训。加拿大大多数省主要通过入职阶段

教师培训和在职教师专业技能资格考核,促进

教师专业能力提升。其中在职教师接受信息

技能培训,已纳入加拿大各省教师教学及专业

能力考核评估标准。教师培训机构也向教师

提供各类数字素养提升课程。例如:曼尼托巴

大学(UniversityofManitoba)常年开设为期

12周的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在线培训课程,帮助

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提升使用互联网技术的能

力[35]。魁北克省教育主管部门也在其官网上

发布针对教师数字素养的在线开放课程和数

字学习资源,以帮助教师发展自身的数字技

能、提升数字化教学水平,支持教师通过创新

教学实践培养学生数字素养的能力[36]。社会

力量的积极参与也为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提

供了支持。例如 MediaSmarts等数字素养教

育组织,即为加拿大教师、学校提供了有关数

字素养教育资源开发和方案设计方面的服务。
在为教师数字素养培养提供支持上,加拿大的

数字素养教育组织除了为教师提供丰富的数

字化教学资源和工具指南外,还为其提供“加
拿大教育者数字素养培训计划”(DigitalLiter-
acyTrainingProgram forCanadian Educa-
tors)[37],以帮助教师解决在数字化教学实践和

对学生 进 行 数 字 素 养 教 育 过 程 中 所 面 临 的

问题。

四、结语

新的技术范式正在重构全球社会存在样

态和经济发展格局。未来的全球竞争必将是

一场“数字人才的竞争”。教育的各个层次和

领域,也都将依赖数字技术装备以及基于大数

据资源的数字化治理手段。教育场景、教育思

维以及治理方式的数字化,对学生数字素养的

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加拿大数字素养教育

实践折射出数字社会转型与开展数字素养教

育的内在逻辑关系,也为认识数字素养教育具

体实践方式提供了视角和行动参照。加拿大

中小学数字素养教育实践,顺应了数字社会转

型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要。数字时代背景下,
学生必须具备数字素养,以适应复杂的数字化

生存环境,并有效应对和解决各种问题,而学

校教育是发展和提升学生数字素养的核心渠

道。从数字素养教育与数字社会转型发展的

关系来看,加拿大中小学数字素养教育不仅强

调促进个体对数字化社会的顺应和适应,同时

也蕴含对强化和赋予个体改造数字社会的意

愿与能力的要求。加拿大中小学数字素养教

育内蕴对社会的接受与改造的辩证逻辑,因此

表征出对数字社会的顺应和适应,以及引领和

改造等多维取向。在实践方面,加拿大通过优

化政策环境、形成多元化课程模式、建构系统

性教师数字素养教育体系等措施,推动中小学

数字素养教育的普及与全面发展。我国中小

学数字素养教育发展可借鉴加拿大的有益经

验,为数字时代全民数字素养提升以及教育全

要素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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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theMotivations,GoalsandRealizationPathsofDigitalLiteracyEducationinK12Schools:
InsightsfromCanadasReformExplorationandDevelopmentExperience

WANGYuan,CHENShijian
(Facultyof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DigitaltechnologynotonlydrivesthereformofsocialandeconomicstructureinCanada,but
alsopromotesthedevelopmentofdigitalliteracyeducationinK-12education.Thedrivingforcesbe-
hindthedevelopmentofdigitalliteracyeducationin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sinCanadaarethe
urgentneedfordigitaltalentsindigitaleconomydevelopment,thedemandforbridgingthedigitaldi-
videforsocialequity,andtherequirementforcultivatingthedigitallearningabilitiesofstudentsin
thechangingformsofdigitaleducation.DigitalliteracyeducationinCanadianprimaryandsecondary
schoolsaimstocultivatestudentsbasicdigitalknowledgeandskillsasabasicabilitygoal,totrain
competentdigitaltalentsforglobalcompetitionasahigh-levelabilitygoal,andtoconstructthepublic
rationalityofadigitalsocietyasasocialvaluegoal.Intermsoftherealizationpaths,Canadaoptimizes
theimplementationenvironmentofdigitalliteracyeducationthroughpolicysupport,ensurestheef-
fectiveimplementationofdigitalliteracyeducationactivitiesthroughimprovingcurriculumconstruc-
tion,andstrengthensteachertrainingtoensurethatteachershavehighdigitalteachingliteracy.In
thisway,digitalliteracyeducationinCanadian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siscontinuouslypromo-
ted.
Keywords:digitalliteracy;digitaltalent;digitallearning;K12schools;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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