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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师作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倡导者和数字人才的培养者,其数字素养水平直接关乎教育数字化

转型的进程和下一代数字人才的质量,也事关我国教育现代化和教育强国建设的推进。目前,各国在教师数

字素养培养方面普遍面临教师数字素养提升意愿较弱、教师数字素养培训方案不佳、教师数字素养评价难以

准确表征素养水平、教师的数字技能与教学融合不足等困境。针对这些困境,国际社会积极应对,采取引导

教师转变观念、优化教师数字素养培训项目、研发数字素养评价模式以及改善学校数字设备等策略,有效促

进教师数字素养培养。这些举措和行动启示我们,可以采取设置激励机制引导教师转变观念、建立反馈跟踪

机制优化教师数字素养培训、筛选数字素养评价者准确表征教师数字素养、协同多部门改善乡村学校数字设

备等措施,有效培养和提升我国教师的数字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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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时代的教师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数字

公民,又承担着未来数字人才培养重任。教师

的数字素养直接影响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以

及数字人才的培养质量,是推动教育数字化转

型的关键软实力和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

要支撑。因此,教师数字素养培养已成为国际

社会广泛关注的议题。各国和国际组织纷纷

制定一系列教师数字素养标准,以提升教师利

用数字技术优化和创新教育教学活动的能力,
确保教育数字化的可持续发展。我国教育部

于2022年11月发布《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

标准,旨在“提高教师在数字技术应用方面的

能力,以 更 好 地 适 应 和 引 领 现 代 教 育 的 发

展”[1]。然而,有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中小学教

师数字素养整体上处于中等水平,尤其在“专
业参与”“教与学”“评价”以及“提升学习者数

字素养”方面仍处于入门阶段[2]。如果教师数

字素养水平较低,教学范式将难以转变,教育

数字化转型的赋能和重塑作用也将难以有效

发挥。基于此,本研究拟通过对世界主要国际

组织和国家发布的政策文件进行系统分析,揭
示当前教师数字素养培养面临的困境,总结教

师数字素养培养方面的国际行动,为我国教师

数字素养培养提供有益参考。

一、教师数字素养培养的现实困境

在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将

日益普及。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需要教师具

备一定的教育理念和技术能力,以有效利用数

字化工具和资源支持教学活动。然而,传统的

教育模式通常更偏向于面对面课堂教学,注重

传授基础知识和应试技能,相对忽视新兴的数

字化教育方式和技术工具的应用,从而制约了

教师数字素养的全面提升,使教师的数字素养

培养面临一些现实困境。
(一)教师数字素养提升意愿较弱

教师的个人意愿和内在动力是推动其专

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教师的数字素养是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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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教

师个人意愿的影响。一项在德国进行的调查

显示,师范生的数字技能普遍较为薄弱,他们

在大学阶段极少使用数字媒体,并且在这方面

也缺乏积极性[3]。
教师提升自身数字素养意愿弱可能缘于

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第一,知识储备不足,
认知有局限。一些教师没有足够的数字技术

知识,对数字化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有效使

用数字技术也并不十分了解。一些教师对数

字化教育存在误解或偏见,错误地认为数字技

术仅仅是辅助教学的工具,而没有将有效利用

数字技术内化为一种思维观念,从而未能学会

通过创新数字技术重塑教学模式。第二,心理

或情绪上存在障碍。一些教师担心无法适应

快速发展的教育技术,会因为学习新的技术和

新的工具而感到紧张与不安。以俄罗斯高校

为例,不少教师年纪偏大,他们被称为“数字移

民”,对新兴的数字技术反应不敏感,不仅面临

技术上的难题,心理上也存在焦虑情绪[4]。第

三,工作压力较大。不少教师除了需要完成教

学计划和批改作业外,还要参与其他教学活

动,时间和精力都很有限。一项来自西班牙的

调查显示,教师一致认为时间短缺是阻碍其数

字技能提升的关键因素,它甚至超过了资金和

设备短缺[5]。在这种压力之下,教师会认为提

升数字素养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这

些资源原本可用于完成其他更为紧迫的工作

任务,因此可能会将提升数字素养的事项置于

次要地位。
(二)教师数字素养培训方案不佳

良好的教师数字素养培训方案一方面能

够促进教师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工具和资源来

支持和改进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积极

性,提高教学效果,另一方面还能够促进教师

之间的互动与共享,使其在培训活动中分享彼

此的经验和教学资源,相互借鉴最新的教育技

术创新应用。然而,当前不少国家的教师数字

素养培训存在“针对性不足”“实践性弱”“持续

性差”等现实问题。如,一些国家的教师数字

素养培训方案过于笼统,没有针对不同层次和

需求的教师制定和选择具体的培训内容与方

法。以德国为例,有73.4%的职前教师表示在

教师教育第二阶段,对于数字媒体如何影响课

堂教学的深入研究并未得到实践导向的培训;
到了第三阶段,仅有17.1%的职前教师参加过

数字化培训[6]。在中国的一些乡村地区,教师

虽然参与过相关培训,但其信息化教学能力与

城市地区和城乡接合部地区的教师相比,并无

明显提升[7]。
另外,教师需要将培训中所学的数字技术

知识应用于实际教学,但一些培训内容过于理

论化,忽视了教师的实际教学需求。有研究表

明,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初,有3/5的学校缺乏专

业资源支持教师使用数字教学工具[8]。即使在

经济发达、教育领先的地区,如中国上海,也存

在着数字素养培训形式单一的问题[9]。经合组

织的教师教学国际调查(TheOECDTeaching
andLearningInternationalSurvey,TALIS)显
示,大多数教师数字素养培训重点放在了理解

数字技术及其基本操作上,而忽视了对于教师

在实际 教 学 中 如 何 应 用 这 些 数 字 技 术 的 培

训[10]。此外,有学者指出,过去的教师信息技

术培训多以“短平快”的方式进行,以向教师传

授技术知识为主,教师很少有机会基于实际问

题或项目进行实践操作[11]。同时,一次性的教

育培训活动往往无法满足教师的持续性学习

需求。如果缺乏后续的跟进和支持机制,教师

很容易忘记所学知识或失去学习的动力,从而

严重影响培训效果。
(三)教师数字素养评价难以准确表征素

养水平

教师数字素养评价主要基于数据和指标

对教师在数字技术应用、信息处理、网络安全

等方面的水平进行评估。此项评价旨在提供

客观、量化的结果,能有效呈现教师的数字素

养现状,对于教师了解自身的优势与不足、针
对性改进教学实践、制定更加有效的教学策

略,推动教师在数字素养方面的精细化发展至

关重要。
目前教师数字素养评价主要存在以下问

题。首先,评价指标不全面。现有的教师数字

素养评价体系未能全面覆盖数字时代所需的

知识与能力,评价过分关注技术操作,缺乏对

教师在数据分析、信息安全、创新思维等方面

的素养评价。例如,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对初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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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相关评估标准包括17个一级指标和46
个二级指标,主要是要求教师具备使用数字技

术的能力、具备指导学生使用数字设备进行学

习和与他人沟通的能力、具备查找和处理信息

等的能力[12]。其次,评价工具和方法相对单

一。当前评价教师数字素养的主要方式为问

卷调查和观察记录等,这些方式容易受主观因

素影响,导致评价结果可能存在偏差。最后,
时间有限,维护成本较高。准确的数字素养评

价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如培训评价执

行者、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等。然而,当前的

教育评价通常过于关注传统的教学方式和学

习结果,致使许多学校不愿花费更多时间去开

展教师数字素养评价。此外,数字技术发展迅

猛,相应的评价标准必须及时调整和更新,而
这势必增加评价标准的维护成本,同时也会加

大评价执行者适应新标准的压力。若评价执

行者无法快速适应这种变化,则可能会影响评

价的准确性。
(四)教师的数字技能与教学融合不足

数字媒体并非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最终目

标,而是应将其作为教学和学习的有效辅助工

具。当前,越来越多的教师尝试借助在线教育

平台、互动教学软件等教学资源和工具创造更

具吸引力和互动性的教学环境,同时也积极利

用数字工具提供定制化的学习资源和活动,以
期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

但目前教师数字技能与教学的深度融合

仍然面临诸多挑战。首先,学校基础数字设备

和网络设施不完善。2020年的一项调查数据

显示,全俄罗斯仅有15%~20%的一流高校具

备足够的数字化基础设施,此外,有41.3%的

高校缺乏完备的远程教学设施[13]。美国数字

联盟(DigitalUSCoalition)在2020年的报告中

指出,全美仍有大约1600万学生无法利用高

速宽带或电子设备进行学习[14]。其次,学校课

程安排太过紧凑,且评价体系过于关注传统的

考试成绩而忽视对数字技能和教学深度融合

的评价。这使得教师不愿意在数字技能的学

习和教学创新方面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最后,教师对在教学中应用数字技术的理解和

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存在差异。并非所有教师

都深入理解将数字技术有效应用于教学的重

要性和具备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合于教育教学

的能力。俄罗斯科学与高等教育部的一项调

查表明,即便是在引入数字服务系统的高校

中,能够充分利用数字服务系统进行教学和管

理的教师也仅占全部教师的23%[15]。

二、教师数字素养培养的全球行动

教师作为成人学习者,具有动机明确、经
验丰富、注重实用性等特点。为促进教师数字

素养的全面提升,国际社会针对教师的特点和

当前面临的困境,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举措和

行动。
(一)引导教师转变观念,激发其提升数字

素养的内驱力

如果教师缺乏利用数字技术优化和变革

教学活动的意识与能力,那么再好的技术供应

也不能保证其充分应用于教育教学。一些国

家和国际组织尝试通过定期组织教学研讨活

动和减轻教师工作负荷等方式,引导教师转变

观念,激发其提升数字素养的内驱力。

1.定期组织教学研讨活动

培养教师数字素养的首要任务是破除陈

旧观念,让教师认识到数字技术不仅仅是辅助

教学的工具,更体现为一种推动教学模式创新

的思维和理念。这种思维与理念的培养,可以

借助 示 范、案 例 分 享 和 研 讨 会 等 活 动 来 实

现[16]。这些活动有助于帮助教师更新知识、学
习新技术和教学方法,同时向教师展示提升数

字素养的重要性与价值,激发其学习兴趣。美

国的“教 育 者 互 联 月”(ConnectedEducator
Month)项目便是其中的典型案例。该项目覆

盖全美教师,以在线会议的形式开展,为期1个

月,为教师提供了一个分享经验、讨论教学技

巧和教育政策的平台,有利于教师完善自我专

业发展计划,促进教育工作者之间的合作[17]。
英国“赤足计划”(BarefootProject)则通过面对

面研讨会和在线指导等方式,向小学教师提供

优质数字素养课程[18]。此外,奥地利于2015
年启动了“移动学习”(MobileLearning)项目。
该项目旨在实现学校之间的同伴互助,通过让

数字技术发达的学校与基础较差的学校进行

合作,培养教师有效利用数字技术的教学理念

和策略[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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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减轻教师工作负荷

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均倡导科学、合理的

教学评价体系,以减少教师在行政方面的工作

负担,如简化报表填写、优化课程安排等。主

张将行政事务交给专门的管理人员或者采用

数字化工具进行自动化处理,给教师留出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学习数字技术知识和提升

数字素养。英国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使用数

字技术进行教学可以有效减轻教师的工作量。
例如,在埃塞克斯郡的帕斯莫尔斯学院(the
PassmoresAcademyinEssex),管 理 者 通 过

Piota小程序,为每一名教师成功减少了每周2
到3小时的处理家校互动事务的时间。此外,
“ShowMyHomework”应用程序还允许教师

在线设置和自动标记作业,从而为每一名教师

每天节省了25分钟的工作时间[20]。俄罗斯的

中小学则通过创建“数字教师助手”服务项目

帮助教师批改学生的家庭作业,极大减轻了教

师的工作负荷[21]。
(二)优化教师培训项目,确保精准提升数

字素养

系统和细致的培训项目对于促进教师数

字素养提升、教育质量提高和学生需求满足都

至关重要。针对目前教师数字素养培训方案

不尽如人意的困境,一些国家及国际组织提出

和采取了以下优化措施:

1.明确教师应具备的数字技能

提升教师的数字技能不仅是教育数字化

转型的关键目标之一,也是确保教育数字化转

型成功的基础条件。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的

快速发展和数字化改革,一些国家及国际组织

要求教师具备应用数字技术获取、处理、利用

和交流信息的技能,具体包括能够识别虚假网

络信息、熟悉常用的办公软件和管理系统的数

字工具,并能够在日常教学和学校管理中应用

这些工具。美国于2021年发起了“数字素养加

速器”(DigitalLiteracyAccelerator)计划,旨在

帮助教 师 识 别 和 处 理 数 字 空 间 中 的 错 误 信

息[22]。此前,美国已于2015年发布《为未来作

准备的学习:重塑技术在教育中的角色》(Fu-
tureReadyLearning:ReimaginingtheRoleof
TechnologyinEducation),强调教师在技术变

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需要掌握构建技术环境

所需的知识和技能[23]。英国于2022年更新了

《数字英国战略》(UKDigitalStrategy),旨在

改善学校的数字教育,培养实体经济所需的高

级数字技能,其中包括超级计算、识别网络陷

阱和数据分析等技能[24]。西班牙教育部也要

求职前教师具备根据教学目的恰当选择并高效

使用数字教材、数字工具和教学策略的技能[25]。

2.设计有效的培训内容

我国教育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编办等八

部门在2022年发布的《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

划》中提出要“深化精准培训改革”“优化培训

内容”[26]。要求发挥国家教师发展协同创新实

验基地建设的示范作用,采取建立标准、项目

拉动、转型改制等举措,推动各地构建完善省

域内教师发展机构体系;优化培训内容,打造

高水平课程资源,创新线上线下混合式研修模

式,提升中小学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科

学素养。欧盟在2020年为教师提供了ICT(信
息与通信技术)培训,其中包括设备专项培训、
基于ICT的教学法课程以及针对具体学科的

ICT应用培训[27]。英国在2018年发布了《产
业战略:人工智能领域行动》(IndustrialStrate-
gy:ArtificialIntelligenceSectorDeal),强调人

工智能时代教师发展的重要性,宣布投资4.06
亿英镑用于教师的技能发展,重点是开展有关

数学、数字化和技术教育等的培训[28]。要求培

训内容应具体、实用,并紧密结合教师的实际

教学情境。在培训过程中,应使理论与实践有

机结合,让教师能够更好地将所学知识运用于

实际教学。德国各州也为在职教师提供了相

关培训,目的在于让其能够熟练地运用数字媒

体以及相关的教学方法;大约70%的德国师范

类院校已将数字媒体技能纳入教师数字素养

培训内容,大约1/3的师范类院校已将数字化

内容融入教学法课程[29]。

3.采取多样化的培训形式

除了传统的面对面培训,一些国家及国际

组织还创新培训模式,采用更为灵活的在线学

习平台、虚拟实验室和翻转课堂等方式,鼓励

教师根据适宜于自己的时间和地点开展更加

灵活的自主学习。例如,为改善教师培训条件

不佳的国家的现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20
年与津巴布韦中小学教育部开展合作,推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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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3个阶段的“教师开放式、远程和在线学习

快速 培 训”项 目 (Rapidteachertrainingon
open,distanceandonlinelear-ning)。该项目

的前两个阶段主要为所有省份的个体教师提

供在线培训,进入第三阶段则以学校为单位实

施培训[30]。西班牙在2020年为教师提供了多

种形式的数字化在线培训与学习项目,例如

“未来课堂”“远程教学”和“远程学习评估”等。
这些项目旨在增强教师在虚拟环境中设计、教
学、评估和创建数字资源的能力[31]。法国创建

的“Viaéduc”是一种有效的教师线上交流平台。
该平台不仅节省了教师跨校交流的时间和交

通成本,减少了教师培训的物质投入,提高了

教师培训的灵活性,还有助于教师将在培训中

所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应用于教育教学实践[32]。
(三)研发数字素养评价模式,明确教师发

展方向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数字环境的演变,传统

的评价方式已无法适应新的变化和要求。为

了更准确地评价教师的数字素养,为教师提供

更加有效的发展支持,促进其专业成长,一些

国家及国际组织基于教师的多维化、个性化发

展以及评价的客观性、准确性等要求,研发了

具有创新性的教师数字素养评价模式。
在评价标准的设定方面。科学的评价标

准可以为教师数字素养的培养提供明确的指

导方向,也可以作为教师数字素养评价的基本

依据。一些国家及国际组织提供政策指导和

支持,推动评价标准的改革,将“数字技能与教

学深度融合”纳入评价体系,体现了对教师数

字技能的高度重视。例如,欧盟开发的有关教

育者数字素养的“技术增强的教学自评工具”
(TechnologyEnhancedTeachingSelf-Assess-
mentTool),从数字教学、数字内容使用与制

作、数字沟通与协作和数字公民4个维度评估

教师的数字教学能力。每个维度均涵盖多个

领域,每一领域由多项具体的教学能力组成。
根据不同的水平,每项能力被划分为初学者、
入门、上手、精通、专家5个等级[33]。俄罗斯于

2018年开发了俄罗斯教师数字素养在线测评

工具“DigCompE-du”。它不仅帮助教师和管

理人员清晰了解应该具备何种素养以及需要

达到何种程度,还可对教师的数字能力进行分

析,并提供能力提升建议[34]。
在评价指标的优化方面。虽然许多国家

都已制定教师数字素养标准并提出了教师应

该具备的数字素养域,但为了避免数字素养域

过于宽泛导致评价模糊不清,一些国家进一步

细化了数字素养域。例如,日本在2018年发布

的《第3期教育振兴基本计划》中,研制了教师

ICT指导能力评价量表,以进一步细化其评价

指标。具体的评价指标包括教师利用数字技

术授课的能力、教师对数字办公系统的熟练程

度、数字安全指导的能力等[35]。
在评价方法的采用方面。许多国家为了

更全面地掌握教师在实际工作中所展现出的

数字素养,将单一的评价方式改变为综合评价

方法。除了传统的问卷调查外,还结合课堂观

察、实际操作、项目作品等多种评价方式进行

综合评价。西班牙于2017年开发了教师数字

素养自评工具“自拍”(SELFIEforTeachers),
教师通过自行上传其在数字素养方面取得的

成果以及支撑性材料(如课程、项目、奖项、出
版物、教学设计等),可获取数字素养的水平认

证[36]。2020年,西班牙又基于《教师通用数字

素养框架》开发了“教师数字素养档案包”,以
帮助教师进行数字素养水平认证[37]。欧盟基

于《欧洲教师数字素养框架》开发了“教师数字

素养诊断”(DigCompEduCheck-In)评估工

具,通过让教师回答两部分问题(一部分为自

我评估,另一部分是根据《欧洲教师数字素养

框架》编写的相关问题)来诊断其素养水平[38]。
(四)改善学校数字设备,提升教师数字教

学能力

在数字时代,教育者的教学已不再是技术

与教学方法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在更为复杂

的学习环境下,技术与教学的深度融合和创

新[39]。为了推动这种融合,帮助教师有效提升

数字教学能力,一些国家及国际组织主要从两

个方面采取了一些行动。
一方面,更新学校数字设备,拓展数字服

务功能。不少国家加大了对学校数字设备的

专项拨款力度,以使学校能够购置适用的计算

机、提供互联网接入和建立数字资源中心或实

验室等,满足教师探索新技术、制作教育课件

以及与同行分享最佳实践等需求。例如,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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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打造了“数字教育内容图书馆”平台,计划到

2030年底,所有师生均能免费获得经过验证的

数字教育内容和服务[40]。德国联邦教育部于

2023年启动了第一个 MINT数字教学能力中

心,旨在推动教师的数字化培训顺利开展[41]。
维也纳大学在联邦家庭青年部的协助下,新建

了奥地利首个未来学习实验室,教师可以在这

里使用数字工具进行实验和训练[19]。法国在

“教育数字领地”(LesTerritoiresNumériques
Educatifs)项目中,提出为教师提供多种数字设

备、资源和培训,以促进远程学习和混合学习

的顺利开展[42]。
另一方面,探索自适应学习系统,提升教

师的数字教学能力。在数字设备数量满足教

学要求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这些数字设备成为

数字素养培养的关键。基于此,各国及国际组

织积极探索构建面向教师的自适应学习系统,
提升教师的数字教学能力,促使其积极主动地

应用数字技术进行教学设计、教学实践和合作

育人,使数字化有效赋能教学全过程。
在数字技术融入教学设计方面,欧盟在

2021年发布的《高等教育数字与在线学习的未

来》(TheFutureofDigitalandOnlineLearning
inHigherEducation)中指出,教师需要依据课

程主题、教学目标和课堂活动选择和使用最佳

的数字技术。此外,教师还需要更主动地利用

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新技术设计

课程,逐步实现这些新技术在未来教育中更高

效、更恰当和更具包容性的应用[43]。经合组织

于2021年 发 布 的《数 字 教 育 展 望》(Digital
EducationOutlook)中强调,教师的数字技能

不仅包括掌握技术的能力,还包括将数字技

术、工具和数字资源融入教学活动的能力[44]。
在数字技术融入教学实践方面,一些国家

及国际组织通过定期组织线上和线下的活动,
提供演示课、教学案例和教学模拟等形式的资

源分享,以促进教师之间在数字教学最佳实践

方面的交流,进而推动教师的数字素养与学科

专业能力、教育教学能力的提升有机结合。欧

盟在其发布的《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
年)》[DigitalEducationActionPlan(2021-
2027)]中,明确提出要创建新的欧洲数字网络

交互平台,以连接各个国家(地区)数字教育计

划的参与者,使其能共享数字教育资源,同时

解决通用标准、互联性和操作性等问题,从而

构建教师数字化学习共同体[45]。美国于2022
年发布了“促进数字公平和转型的教育工作者

培养计划”(EducatorPreparationProgramsfor
Digi-talEquityandTransformation,EPP)。该

计划致力于夯实教师数字素养的知识基础,完
善教师的数字知识体系,使教师理解如何通过

数字技术改变学科知识的呈现方式,解决教学

中的 难 题,并 更 好 地 应 对 数 字 化 教 学 的 挑

战[46]。德国法兰克福歌德大学于2021年通过

资助“优质教师教育”(QualitätsoffensiveLehr-
erbildung,QLB)项目帮助教师综合运用数字

媒体,创造新的学习环境和教学模式,提升教

师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47]。
在利用技术育人方面,新加坡于2023年发

布了《2030教育科技总体规划》(EdTechMas-
terplan2030),强调教师应该不断提升数字技

能,以利用技术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和多样化

的学习体验,并促进学生主动参与和自主学

习。同时,通过数据分析,教师可获取有关学

生学习过程和学习成果的详细信息,从而为学

生提供 更 加 精 准 的 反 馈 和 更 具 针 对 性 的 支

持[48]。日本于2018年修订了《教师ICT应用

指导力量表》(教員のICT活用指導力チェック
リスト),鼓励教师利用数字技术改进教学方

法,并将其有效应用于教学过程,以增强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动力[49]。

三、结语

如何有效提升教师数字素养是一个全球

性难题,普遍存在教师数字素养提升意愿较

弱、培训方案不佳、评价难以准确表征素养水

平以及教师的数字技能与教学深度融合不足

等困境。国际社会采取的一些有效行动策略

为解决教师数字素养培养中的实际问题提供

了可操作的思路和方法。在我国,教师数字素

养培养面临与全球同样的问题和挑战,同时还

需要注意到我国教育环境的特殊性。在借鉴

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应探索适合我国实际的行

动策略,使教师在数字时代的教育教学中有更

好的适应性和创新性,促进教学升级和教育整

体变革,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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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引导教师转变观念方面,除了要

大力宣传数字化教育的重要性、提高和增强教

师的数字意识和数字责任感之外,教育部门和

学校还应通过建立相应的奖励机制和激励措

施,如设立专业发展奖励基金、荣誉称号、晋升

机制等来鼓励教师积极参与数字化教学研究

与实践。通过奖励和认可,教师将更加深刻地

感受到自身努力的价值和重要性,从而更有动

力进行持续的观摩、反思和实践,逐步形成具

有自身特色的数字化教育教学模式。
第二,在优化教师数字素养培训方面,可

以建立反馈和跟踪评估机制。数字素养的培

育和提升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教育培训部门在

培训过程中应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及时了解

教师的学习进展和困难,并提供针对性支持和

指导。同时,培训部门还应对受训教师进行持

续的跟踪和评估。例如,可以让教师在3个月、

6个月或1年后提交反馈,描述自身实际应用

学习内容的情况。持续评估教师数字素养的

提升情况,及时调整培训方案,可以最大限度

地提升培训效果。
第三,在数字素养评价者选择方面,可以

通过与教育领域的其他相关机构、专家及从业

人员合作,建立专门的评价团队或专家委员

会,负责制定和审核数字技能深度融入教学的

评价方案,收集反馈意见,定期修订和更新评

价体系,以适应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同时,这
些专家也可以参与到评估过程中,为确保评价体

系的科学性和公正性提供专业意见和建议。
第四,在改善学校数字设备方面,应加大

对乡村学校的数字化教育设备和资源的支持

力度,提高乡村学校数字化教育普及率。同时

积极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地区数字化

教育建设,全力解决城市和农村、东部和中西

部地区之间的教育资源差距较大的问题。此

外,在国家层面还可为全国的乡村学校建立一

个覆盖各个学科和年级的数字化资源库,资源

库包括各类教师自制的教学课件、学习资料、
图书、视频等,以促使乡村教师及时跟踪和了

解最新的教育技术,从而不断改进教育方法和

教学策略,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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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ngTeacherDigitalLiteracy:PracticalDilemmaandGlobalInitiatives

CENYu
(InstituteofInternationalandComparativeEducation,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

Abstract:Teachers,asadvocatesofeducationaldigitaltransformationandcultivatorsofdigitaltalent,
haveadirectimpactontheprogressofeducationaldigitaltransformationandthequalityofthenext
generationofdigitaltalent.Thisalsorelatestothestrategicimplementationofmodernizingeducation
andeducationpowerhouse.Currently,manycountriesfacechallengesincultivatingteacherdigitalli-
teracy.Thesechallengesincludealackofwillingnessamongteacherstoimprovetheirdigitalliteracy,
inadequateteacherdigitalliteracytrainingprograms,difficultiesinaccuratelyassessingteacherdigital
literacy,andinsufficientintegrationofteachersdigitalskillsintotheirteachingpractices.Toaddress
thesechallenges,foureffectivestrategiesareproposed:guidingteacherstochangetheirmindset,opti-
mizingteachertrainingprograms,developingdigitalliteracyassessmentmodels,andimprovingthe
schoolsdigitalequipment.Wecantakemeasuressuchassettingupincentivemechanismstoguide
teachersinchangingtheirmindset,establishingfeedbacktrackingsystemstooptimizeteachertraining
ondigitalliteracy,selectingqualifiedassessorstoaccuratelyassessteachersdigitalliteracy,andcol-
laboratingwithmultipledepartmentstoimprovedigitaldevicesinruralschools,inordertocultivate
teachersdigitalliteracy.
Keywords:digitalliteracy;teacherdigitalliteracy;teacherdevelopment;digitaleducation;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责任编辑 邓香蓉 蒋 秋

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