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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技术不断成为教育领域重要的驱动因素，提升初中语文教师数字素养是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

软实力，是培养数字化教师队伍的重要环节。通过随机抽样乐山县区134名初中语文教师，调查分析初

中语文教师数字素养的现状。结果显示，初中语文教师数字素养整体水平较低；不同性别、不同教龄和

不同学历程度的教师的数字素养存在显著差异。针对调查结果提出了包括卓越师范生在内的乡村未来和

在职初中语文教师数字素养提升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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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technolog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ing factor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nd improving 

 

 

*通讯作者。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8312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8312
https://www.hanspub.org/


王双庆，李先锋 
 

 

DOI: 10.12677/ces.2023.118312 2103 创新教育研究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achers is the key soft power to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cultivating digital teachers. Through 
a random sample of 134 junior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achers in Lesha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igital literacy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achers was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The re-
sults showed that the overall level of digital literacy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achers was 
low.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teachers of different genders, dif-
ferent teaching ages and different educational levels.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future and in-service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achers in rural area, including outstanding nor-
mal school students, we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survey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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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年教育部开始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国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全面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到“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教育数字化” [1]。教育部发布关于

《教师数字素养》明确指出了教师数字素养框架 [2]，规定了数字化意识、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数字化

应用、数字社会责任、专业发展五个维度的要求。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教育强国提出要努力提升教

师数字素养，提高教师的多媒体互动交互教学能力。教师是改革的实施者，要加强数字时代的教师队伍

建设，多层次开展教师数字化能力培训工作，为教师职业发展赋能，为教学改革升级。《义务教育语文

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提到“语文教师要不断提高信息素养，合理利用网络资源 [3]”，而初中语文一

直是教学改革的前沿，教育数字化的发展随着今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成为教育热点，是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引擎和创新路径。因此，提升初中语文教师的数字素养不仅是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客观要求，

也是高等师范教育提升师范生应用新媒体的数字素养的要求。要全面提升数字素养，就需要了解当前初

中语文教师数字素养现状如何。然而，人们对初中语文教师数字素养的了解并不多，数字领域和语文学

科的结合关注甚少。对此，本研究通过随机抽取乐山市 134 名初中语文教师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式

对教师数字素养(数字化意识、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数字化应用、数字社会责任，专业发展)现状进行研

究分析，进而提出提升策略，为未来语文教师——师范生和在职语文教师数字素养提升提供建议。 

2. 文献综述 

教师数字素养如何确立？影响因素有哪些？可以说欧洲在这方面是处于领先水平，其数字素养框架

是比较成熟的。2017 年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发布《欧盟教育者数字素养框架》涵盖教师的 6 大域和

22 个具体指标 [4]。2019 年欧洲教育信息网发布《欧洲学校数字教育报告》，评估了欧洲 43 个国家的数

字教育政策，其中有 8 个国家制定了教师数字素养框架。爱沙尼亚把数字素养分为 5 个数字素养域和 20
个具体数字素养；克罗地亚分为 5 个素养域；奥地利则分为 8 个素养域；爱尔兰的《数字学习框架》分

为 2 个数字素养域和 8 个具体的数字素养。关于数字素养具体标准：王佑镁等认为工具性知识与技能、

高级知识与技能、应用态度 [5]。胡小勇等认为是知识基础、能力聚合、思维支撑、文化价值深化 [6]。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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炯等认为是技术(意识情感、本体知识、应用能力、技术思维)；教育(智能教育观、智能教育思维、智能

教学设郭炯等计、智能教学开展和评价)：社会(社会认知、社会责任、社会引领)  [7]。2022 年教育部发布

关于《教师数字素养》明确指出了教师数字素养框架，明确将教师数字素养分为数字化意识、数字技术

知识与技能、数字化应用、数字社会责任、专业发展五个一级维度，数字化认识，数字化意愿，数字化

意志，数字技术知识，数字技术技能，数字化教学设计，数字化教学实施，数字化学业评价，数字化协

同育人，数字安全保护，法治道德规范，数字化学习与研修，数字化教学研究与创新 13 个二级维度。 
对于数字化能力影响的主要因素：欧洲国家目前处于领先地位，对数字素养的发展形成了一些方向

性的指导，并且通过层层传递，最终对教师个体数字化能力产生影响 [8]。印度阿纳布·昆杜博士认为如

果教室中缺少必要的技术设备，教师则难以开展基于技术的教学活动，也缺少通过应用与实践提高自身

数字化能力的机会。反之，学校的数字化技术设施能够提高教师技术、教学等多维度的数字化效能感 [9]。
安德鲁·托马斯博士认为即使教师本身对信息技术持有高度评价，专业指导的缺失也会使其无法充分发

展自身的数字化能力 [10]。豪尔赫·朱永田认为男性教师的数字化能力水平更高，但是也有认为女性数字

化水平更高，或者两者没有关系。硬件环境与文化不够友善 [11]，或归咎于教师的能力信念不足 [12]。 
21 世纪以来，当前国内外教师数字化能力研究整体呈现上升态势，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比如在政策

和组织层面进展迅速，但是大多数汇集在教师培训和提高教师数字化水平的具体策略之上，对于具体学

科语文的实际研究仍然存在空白，在数字化时代发展背景下对语文教师数字素养的高要求和语文学科领

域内教师教学能力的低效性形成了明显的反差，测量方式忽视了数字化教学能力中潜在的人格特质等关

键因素或者说结论存在不一致，对于教师年龄或者学历对数字素养的影响效果也存在争议。 
总之，目前从教师个体方面对具体学科教师的数字素养的研究还存在诸多分歧。故而，本次研究提

出：目前初中语文教师数字素养处于较低水平，不同性别、教龄、学历和初中语文教师的数字素养之间

具有显著的差异性。 

3. 调查设计 

3.1. 研究工具探索 

Table 1. Questionnaire dimensions and trust, validity 
表 1. 调查问卷维度与信、效度 

问卷内容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对应题号 信度 效度 

教师个人信息情况 性别、年龄、教龄、文化程度、任教年级 1、2、3、4、5 0.957 0.675 

数字素养 

数字化意识 

数字化认识 6、7 

0.901 0.838 数字化意志 8 

数字化意愿 9、10 

数字技术 
知识与技能 

数字技术知识 11 
0.894 0.925 

数字技术技能 12 

数字化应用 

数字化教学设计 13 

0.894 0.790 
数字化教学实施 14 

数字化学业评价 15 

数字化协同育人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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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社会责任 
数字安全保护 17 

0.900 0.891 
法治道德规范 18 

专业发展 
数字化学习与研修 19 

0.906 0.751 
数字化教学研究与创新 20、21 

总分  0.925 0.941 

 
本次研究综合 2022 年 11 月 30 日教育部发布的《教师数字素养》中的数字化意识、数字技术知识与

技能、数字化应用、数字社会责任、专业发展五个一级维度，13 个二级维度制定了初中语文教师数字素

养现状调查问卷(如表 1)。问卷共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教师的年龄段、性别、学历、

教龄、任教年级 5 项问题；第二部分为教师数字素养现状部分，包括教师数字化意识、数字技术知识与

技能、数字化应用、数字社会责任、专业发展五个一级维度，采用李克特(Likert)五级量表法，一共 16
个题目，如表，从“非常赞同”到“非常不赞同”，赋予“5 至 1”分，分值越高，代表初中语文教师的

数字素养水平越高。利用 SPSS 20.0 软件计算出问卷的信度为 0.925，各维度量表的系数在 0.6~1 之间，

说明问卷信度极好。利用 Bartlett 球形检验，采用 KMO 来确定检验系数，当 KMO 大于 0.7 时，说明问

卷整体效度较高。效度在 0.941，说明问卷的整体效度较高。 

3.2. 研究参与者 

本次研究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在乐山市县区随机选取初中语文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本次访

谈选取了不同性别、教龄、任教年级、文化程度的语文教师，对语文教师在数字化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进行总结与分析。 
问卷采用问卷星软件进行发放，共收集 134 份问卷，去掉 6 份无效问卷，得到 128 份有效的调查问

卷，有效率 95.5%。本次研究以 128 份有效问卷的实际数据为准。样本信息与访谈对象信息(如表 2)，性

别、年龄、教龄、学历和任教年级均覆盖。 
 
Table 2.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sample (N = 128) 
表 2. 样本基本信息(N = 128) 

人口统计学变量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27 21.09% 

女 101 78.91% 

年龄 

25 岁以下 84 65.63% 

25~35 岁 13 10.16% 

36~46 岁 14 10.94% 

46 岁以上 17 13.28% 

文化程度 

大专/师专 13 10.16% 

本科 98 76.56% 

研究生及以上 17 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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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龄 

1~5 年 87 76.97% 

6~10 年 8 6.25% 

11~15 年 5 3.91% 

16~20 年 9 7.03% 

20 年以上 19 14.84% 

任教年级 

七年级 69 53.91% 

八年级 30 23.44% 

九年级 29 22.66% 

访谈对象编号 性别 教龄 文化程度 

A1 男 20 年以上 师专 

A2 男 5~10 年 研究生 

B1 女 1~5 年 本科 

B2 女 20 年以上 本科 

B3 女 10~15 年 研究生 

3.3. 数据处理方法 

本次研究主要采用 EXCEL 2019 和 SPSS 20.0 软件进行数据的载入，整理和分析，对数据进行描述

性分析初中语文教师数字素养的水平情况，对性别、教龄、学历等影响因素采用显著性分析单因素方差

分析。 

4. 研究结果 

4.1. 初中语文教师数字素养整体水平偏低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digital literacy among junior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achers 
表 3. 初中语文教师数字素养描述性统计结果 

能力维度 N Min Max Mean S.D. 

数字化应用 128 1 5 2.363 0.88 

数字社会责任 128 1 5 2.285 0.941 

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 128 1 5 2.164 0.905 

专业发展 128 1 4.333 2.083 0.804 

数字化意识 128 1 4 2.056 0.713 

注：总 Mean：2.1482。 
 

通过对数据处理(如表 3)所示，可以看到，初中语文教师数字素养总分 5 分，平均分为 2.1482 处于偏

低水平，其中，数字化应用平均分居首位为 2.363，表示初中语文教师群体的数字化应用水平强，此后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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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为数字社会责任 2.285，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 2.164，专业发展 2.083，数字化意识 2.056，专业发展和

数字化意识低于平均值，而专业发展和数字化意识又是当前初中语文教师数字素养最脆弱的环节，说明

这两个维度的水平低从而降低了初中语文教师整体的数字素养水平。 

4.2. 初中语文教师数字素养差异比较 

为了了解到初中语文教师的数字素养影响因素，本研究利用 SPSS 20.0 软件对性别、教龄、学历和

任教年级和教龄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和方差分析方法进行分析。 

4.2.1. 初中语文教师数字素养水平男性教师高于女性教师 
通过数据分析(如表 4)，总的来说，初中语文教师数字素养水平男性教师高于女性教师。在能力维度

方面，性别对于样本的数字化应用，数字化意识共 2 项不会表现出显著性差异(p > 0.05)，对于专业发展，

数字社会责任，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共 3 项呈现出显著性差异(p < 0.05)。 
 
Table 4. An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of digital literacy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achers of different genders 
表 4. 不同性别的初中语文教师数字素养独立样本 t 检验 

能力维度 性别 N Mean S.D. T p 

数字化意识 
男 27 2.3185 0.91021 

1.784 0.084 
女 101 1.9861 0.63828 

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 
男 27 2.6481 1.13353 

2.524 0.017* 
女 101 2.0842 0.74522 

数字化应用 
男 27 2.6944 1.18145 

1.977 0.057 
女 101 2.1807 0.73919 

数字社会责任 
男 27 2.7222 1.26592 

2.161 0.038* 
女 101 2.1683 0.80087 

专业发展 
男 27 2.3827 0.89013 

2.213 0.029* 
女 101 2.0033 0.76376 

注：*p < 0.05。 

4.2.2. 初中语文教师数字素养教师年龄越小数字素养发展空间越大 

Table 5. One-way ANOVA analysis of digital literacy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achers of different ages 
表 5. 不同年龄初中语文教师数字素养单因素方差分析 

能力维度 年龄 N Mean S.D. F p 

专业发展 

25 岁以下 84 1.97 0.76 

3.72 0.013* 
25~35 岁 13 1.87 0.70 

36~46 岁 14 2.55 0.77 

46 岁以上 17 2.43 0.93 

数字社会责任 25 岁以下 84 2.11 0.78 8.99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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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5 岁 13 1.81 0.63 

  36~46 岁 14 2.96 0.87 

46 岁以上 17 2.97 1.29 

数字化应用 

25 岁以下 84 2.19 0.73 

6.352 0.000** 
25~35 岁 13 2.15 0.56 

36~46 岁 14 2.88 0.95 

46 岁以上 17 2.97 1.27 

数字技术知识 
与技能 

25 岁以下 84 1.95 0.75 

8.687 0.000** 
25~35 岁 13 2 0.58 

36~46 岁 14 2.71 0.87 

46 岁以上 17 2.91 1.25 

数字化意识 

25 岁以下 84 1.95 0.67 

4.063 0.009** 
25~35 岁 13 1.83 0.53 

36~46 岁 14 2.46 0.75 

46 岁以上 17 2.4 0.81 

注：*p < 0.05，**p < 0.01。 
 

通过数据分析可知(如表 5)，年龄样本对于专业发展，数字社会责任，数字化应用，数字技术知识与

技能，数字化意识均有着差异性(p < 0.05)，五个维度显著差异组别表现为“36~46 岁 > 25 岁以下；46
岁以上 > 25 岁以下；36~46 岁 > 25~35 岁；46 岁以上 > 25~35 岁”，可知年龄越大，差异越显著。 

4.2.3. 初中语文教师学历越高数字素养拓展空间越大 

Table 6. One-way ANOVA analysis of digital literacy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qualifications 
表 6. 不同学历初中语文教师数字素养单因素方差分析 

能力维度 学历 N Mean S.D. F p 

专业发展 

师专/大专 13 2.87 0.65 

8.402 0.000** 本科 98 2.03 0.8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17 1.8 0.49 

数字社会责任 

师专/大专 13 3.5 1.12 

15.623 0.000** 本科 98 2.19 0.85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17 1.91 0.57 

数字化应用 
师专/大专 13 3.54 0.88 

16.43 0.000** 
本科 98 2.26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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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17 2.07 0.47   

数字技术 
知识与技能 

师专/大专 13 3.38 1 

16.581 0.000** 本科 98 2.05 0.83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17 1.91 0.51 

数字化意识 

师专/大专 13 2.85 0.59 

10.39 0.000** 本科 98 1.98 0.7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17 1.87 0.51 

注：**p < 0.01。 
 

根据数据显示(如表 6)，对于专业发展，数字社会责任，数字化应用，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数字化

意识全部均呈现出显著性(p < 0.05)，比较明显的差异分组为“师专/大专 > 本科；师专/大专 > 硕士研究

生及以上”。 

4.2.4. 初中语文教师数字素养与任教年级无显著差异 

Table 7. One-way ANOVA analysis of digital literacy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achers in different teaching 
grades 
表 7. 不同任教年级初中语文教师数字素养单因素方差分析 

能力维度 任教年级 N Mean S.D. F p 

专业发展 

七年级 69 2 0.77 

1.358 0.261 八年级 30 2.09 0.87 

九年级 29 2.29 0.81 

数字社会责任 

七年级 69 2.14 0.78 

2.897 0.059 八年级 30 2.27 0.96 

九年级 29 2.64 1.19 

数字化应用 

七年级 69 2.25 0.73 

1.265 0.286 八年级 30 2.44 0.92 

九年级 29 2.54 1.13 

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 

七年级 69 2.03 0.73 

1.99 0.141 八年级 30 2.23 1.05 

九年级 29 2.41 1.08 

数字化意识 

七年级 69 2.01 0.61 

0.445 0.642 八年级 30 2.08 0.79 

九年级 29 2.15 0.87 

 
通过数据分析(如表 7)，不同任教年级样本对于专业发展，数字社会责任，数字化应用，数字技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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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与技能，数字化意识不会呈现显著性差异(p > 0.05)，说明不同任教年级样本对于专业发展，数字社会

责任，数字化应用，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数字化意识全部均表现出一致性，并没有差异性。 

4.2.5. 初中语文教师数字素养教师教龄越高数字素养越好 
根据数据分析显示(如表 8)，不同教龄样本对于专业发展，数字社会责任，数字化应用，数字技术知

识与技能，数字化意识都会产生显著性差异(p < 0.05)，表明不同教龄样本对于专业发展，数字社会责任，

数字化应用，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数字化意识存在着差异性。以及具体对比差异可知，有着较为明显

差异的组别平均值得分对比结果为“11~15 年 > 1~5 年；20 年以上 > 1~5 年”，整体呈现“先上升，再

下降，再上升”的趋势。 
 
Table 8. One-way ANOVA analysis of digital literacy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achers of different teaching ages 
表 8. 不同教龄初中语文教师数字素养单因素方差分析 

能力维度 教龄 N Mean S.D. F p 

专业发展 

1~5 年 87 1.93 0.73 

4.031 0.004** 

6~10 年 8 2.04 0.77 

11~15 年 5 2.8 0.45 

16~20 年 9 2.07 0.83 

20 年以上 19 2.6 0.93 

数字社会责任 

1~5 年 87 2.05 0.75 

7.144 0.000** 

6~10 年 8 2.31 1.03 

11~15 年 5 3.1 0.74 

16~20 年 9 2.39 0.93 

20 年以上 19 3.11 1.22 

数字化应用 

1~5 年 87 2.16 0.69 

5.566 0.000** 

6~10 年 8 2.53 0.98 

11~15 年 5 3 0.64 

16~20 年 9 2.42 0.8 

20 年以上 19 3.05 1.28 

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 

1~5 年 87 1.91 0.72 

7.796 0.000** 

6~10 年 8 2.31 0.84 

11~15 年 5 2.9 0.55 

16~20 年 9 2.33 0.94 

20 年以上 19 2.97 1.2 

数字化意识 
1~5 年 87 1.9 0.63 

4.092 0.004** 
6~10 年 8 2.13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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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 年 5 2.52 0.5 

  16~20 年 9 2.22 0.81 

20 年以上 19 2.53 0.85 

注：**p < 0.01。 

4.2.6. 初中语文教师数字素养受到资金、硬件，评价体系和教师观念的影响 
第一，教育数字化政策落实不到位，资金投入不足。A2 老师表示目前政策的发布与落实到实处之间

还存在差异，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我们西部地区学校，缺少专家的指导和教

学资金的支持，影响了语文数字化教学的发展。 
第二，教学环境硬件软件不足。B3 老师表示学校对于硬件设备的检修与维护方面缺少专职人员，我

们也缺少相应的知识支撑，由于我们是公办学校，学校的大部分设备与平台属于政府统一提供的，教学

内容与资源比较匮乏，并不能很好的满足当前数字化教学发展，自身也就达不到国家对我们教师的要求。 
第三，缺乏评价体系。B2 老师表示良好的数字化教学评价体系可以激发我们教师的动力，但是大多

数学校仍然没有形成一套有效的评价体系，进行的是传统与现代的杂糅，教师的积极性得不到释放，便

倾向于传统教学。 
第四，培训形式化严重，针对性差。A1 老师表示目前所接受到的培训形式单一，内容冗杂，不能够

进行因材培训，有时候不同水平的老师却学着一样基础的内容，过于流于形式，而且培训次数太少，无

法达到实际效果。 
第五，新老教师观念差别大。B1 老师表示作为一名新入职教师，对于这些先进的东西抱着极大的兴

趣，而且刚毕业没多久，在大学校园里对于教学硬件的操作也是得心应手的，相比之下可能培训周期就

比较短，产出成果高。A1 老师则表示自己对于数字素养已经有了一些理解和一套教学方法，再学习恐怕

很难适应。 

5. 研究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5.1.1. 初中语文教师数字素养整体水平处于较低水平 
5 个维度中数字化应用平均分居首位，表示初中语文教师群体的数字化应用水平强，此后依次为数

字社会责任，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专业发展，数字化意识，专业发展和数字化意识低于平均值，这表

明，初中语文教师在语文课堂中的数字化教学在具体运用方面能力较高，但是尚未树立数字素养正确意

识和良好态度的数字素养现状。 

5.1.2. 初中语文教师数字素养在性别，年龄和教龄方面差异较大且影响因素众多 
第一，初中语文教师数字素养水平男性教师高于女性教师，特别是专业发展，数字社会责任，数字

技术知识与技能 3 个维度呈现出显著性差异。 
第二，在年龄与教龄方面，25 岁以下的初中语文教师在 5 个维度方面的平均值均低于其他年龄段，

1~5 年的新任教师同样在数字素养 5 个维度方面低于其他教龄段教师，教师的年龄越小，执教时间越短，

数字素养发展的空间越大。同时在不同任教年级上初中语文教师的数字素养不存在显著差异。 
第三，初中语文教师数字素养目前受困于资金，硬件设施不足和评价体系未健全的影响。国家对于

不同地区的资金投入不同，多数地区缺乏足额的资金进行教学环境的完善与更新，教学内容与资源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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匮乏；初中语文教师数字素养的发展也受到新老教师观念差别的影响，新入职的老师比老教师更容易接

受，适应性更强；最值得关注的是对于初中语文教师数字素养方面的培训形式化严重，针对性差，尚未

建立明确的评价体系，无法激发教师动力，是致使初中语文教师队伍数字素养整体水平较低的一个重要

影响因素。 

5.2. 建议 

5.2.1. 促进初中语文教师数字素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本次研究发现，初中语文教师的数字素养整体水平较低，尚不能够认识到数字素养在语文教学中发

挥的重要作用，因此，要使得初中语文教师将数字素养进一步内化于心，教师要具有积极的态度和适当

的能力。第一，要在已有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初中语文教师要着重培养数字责任意识，数字技术知识与

技能和专业发展等方面，提高利用数字化资源与工具运用于实际语文课堂中的能力，加大对问题解决的

创新与创造，将数字素养 5 个维度与语文教学深度融合，形成系统的教育观念，破除传统的将数字手段

作为一种教学辅助手段的数字化认识。要认识到数字技术正在推动教育创新发展；意识到数字技术资源

应用于教育教学过程会产生教学理论、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方面的创新要求，以及可能出现伦理道德方

面的问题。第二，要加强初中语文教师对新时代“数字教师”的认同感，为教师建立相应的数字化环境

与应用平台，在国家政策指引下形成统一的数字教师价值观念，使得语文教师能够自觉在数字化意识，

数字化应用，数字社会责任，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和专业发展方面去提升自我数字素养。 

5.2.2. 加快提升对初中语文教师数字素养在专业发展和数字化意识的针对性培训 
进行教师培训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途径，数字化学习时代，教育者的教学不再是技术与教学的简

单相加，而是面向一种更复杂的学习环境的技术与教学的融合式创新 [13]。本次研究表明，当前初中语文

教师在专业发展和数字化意识 2 个维度差距过大。所以加强这两个方面的培训是当前的重中之重，需要

进行专项培训。第一，对于专业发展，着重培训教师利用数字技术资源持续学习，利用数字技术资源支

持反思与改进，参与或主持网络研修以及针对数字化教学问题，利用数字技术资源支持教学研究活动，

利用数字技术资源不断创新教学模式、改进教学活动、转变学生学习方式；能够根据个人发展需要，利

用数字技术资源开展学习。例如：利用数字教育资源进行学科知识、教学法知识、技术知识、教育教学

管理知识的学习。第二，对于数字化意识，可以增强教师理解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及教育发展中的价值，

认识数字技术发展对教育教学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让他们有主动学习和使用数字技术资源的意愿和能够

战胜教育数字化实践中面临的数字技术资源使用、教学方法创方面的困难与挑战，坚信并持续开展数字

化教育教学实践探索，要能够战胜教育数字化实践中面临的数字技术资源使用、教学方法创新方面的困

难与挑战，坚信并持续开展数字化教育教学实践探索，这是一个动态的复杂过程。 

5.2.3. 坚持统一指导与分类协同相结合的原则 
针对初中语文教师性别，年龄，学历的不同导致的数字素养水平差异的情况，实施分类协同。第一，

要打造语文教师国家级数字素养交流平台，每个区域由于对数字素养的理解不同，培训力量和内容各具

特色，而且有时候为了教学任务，许多老师并不能及时参加培训，这样的培训效果只能是大大折扣，况

且根据调查，初中语文教师对于参加培训的意愿是极其强烈的。因此教育部要统筹资源，制定明确的培

训目标和评价标准，进行全面精准的数字化素养提升培训，从整体上提升初中语文教师数字素养；同时

要从 5 个一级维度，13 个二级维度以及 33 个三级维度发力，第二，对于女性教师要加强专业发展，数

字社会责任，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方面的培养。第三，对于新入职的教师要加强数字素养的培训，可采

用老教师带新教师的结对帮扶，整体提升教师数字素养。同时学校内部层面可以根据语文教师不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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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特点进行分组培训，组内异质以便达到优势互补；也可以通过校校合作，学校与学校之间针对某一共

同问题展开培训。外部可以同师范高校合作，邀请资深教授，专家提前针对校内语文教师在数字素养中

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提高针对性。 

5.2.4. 建立符合初中语文教师数字素养发展的终身学习体系 
数字素养是当前教师一种重要的专业素养，更是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重要的教师能力，面对当今

数字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初中语文教师必须能够终身学习，随着时代的发展，年龄与教龄的增加不断发

展自身数字技术与能力，提升数字素养，建立周期性，动态化的评估机制。同时可通过全校千兆光线 wifi
覆盖、教室交互式多媒体教学环境、保障基础条件；在软件上，除了依靠国家中小学智慧教学平台，还

可以购买学科网等优质数字化教学资源，强大的“数字化资源库”是语文教师备授课的首选。教师要正

确处理好数字化教学与发挥教师教学作用之间的关系，数字化教育资源并不是“用过即焚”，更重要的

是要留下使用过的痕迹，教师要进行个性化的加工与打磨，譬如根据校本资源制定相应的标准，来适应

语文学科，将资源分章分节上传至学校资源平台，实现共建共享共用。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初中语文教师

队伍高质量发展。 
对于未来语文教师——师范生的数字素养提升，可在教师教育初期，就强调其数字技术的使用、反

思和总结。而对于那些面向乡村教育培养卓越教师的高等师范学校，更要注重不断提升师范生的数字素

养，从而为乡村教育提供优质师资，更好引领中学语文教育数字化。 

6. 研究不足与展望 

在研究样本选取上，本次研究是以一个地区作为研究，研究对象具有地区性和局限性，无法代表整

个语文学科领域整体数字化教学情况；对教师进行的，不能够覆盖所有初中语文教学的具体情况，并且

集中在新教师行列中，具有资深教学经验的语文教师在样本中体现不足；男女教师比例偏差过大，就可

能影响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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