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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何培养教师数字素养是21世纪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内容，高等学校教师是数字化教学改革实施

的核心对象，其数字素养培养是高等教育领域的关注点。本文以南非高校教师数字素养现存问题为切入

点，然后提出弥合数字鸿沟，完善数字教学基础设施，重视信息通信技术运用培训，建立持续性数字化

专业发展平台，完善教师数字素养评估评价体系的有效措施，为南非高等学校教师数字素养培养实践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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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cultivate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is an important trend and cont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Higher education teachers are the core object of digital 
teaching reform, the cultivation of digital literacy is the focus of attention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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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This article tak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digital literacy among South African higher 
education teachers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en proposes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bridge the digital di-
vide, improves digital teaching infrastructure, attaches importance to information and communi-
c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training, establishes sustainable digita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latform, and improves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teacher digital literacy,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practice of digital literacy training for South African higher education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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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师数字化素养是指是教师利用数字化信息技术获取、加工、使用、管理和评价数字信息和资源，

发现、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问题，优化、创新和变革教育教学活动而具有的意识、能力和责任[1]。 
考虑到目前全球教育发展趋势，数字化技术与高等学校教师教育深度融合是数字时代教师教育深化

发展的必然趋势，高等学校教师必须有效地将数字媒体作为与学生保持联系以及在线教学和学习的一种

方式，教师数字化素养[2]是南非教育改革的焦点议题。教师不仅要具备数字素养知识和技能，还要精通

现代数字技术设备，在课堂互动中有效地使用这些技能开展教学活动，因此，培养高等学校教师数字化

素养，促进教师适应信息化时代新技术教学意义重大。 

2. 数字素养与南非高校教师数字素养现状 

1) 数字素养的提出与内涵 
数字素养是由以色列学者 Alkalai 于 1994 年首次提出，并将其概括为理解及使用通过显示的各种数

字资源及信息的能力[3]。Gilster 在《数字素养》中将数字素养描述为获取、理解、批判与整合信息的综

合能力[4]。随着计算机功能的进步，互联网和相关应用的普及，数字素养的定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

为检索、处理和使用信息的平台的创新不断涌现来满足数字化教学需求，还包括广泛的能力、知识、态

度、行为和技能，这些都是他们利用和使用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台式电脑等数字设备所必需的笔记本

电脑和计算机作为一种技术网络，包括计算机素养、网络素养、信息素养、在线阅读素养、网络素养、

沟通协作素养，可以有效地完成任务[5]。 
2) 南非高校教师的数字素养 
南非政府为了将教育领域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教学，促使教育数字化转型，提高教师数字素养，2004

年南非发布《电子教育白皮书》指出优先考虑信息通信技术在教育部门整合，重点是为学校配备必要的

ICT 设备。电子教育白皮书概述了教师获得必要数字化知识和技能的计划，以便将信息通信技术整合到

学校。 
但是，南非高等教育数字化技术落后，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不足，教师数字化技术资源的缺乏，对

高等学校的教学产生了负面影响[6]。根据调查，南非东开普省学校教育质量令人担忧，学校缺乏基础设

施和资源，教师不具备数字社会所需的适当知识和技能[7]，大多数教师缺乏必要的数字素养，缺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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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技术知识和技能是有效教学的主要障碍，且缺乏对数字媒体技术的意愿[8]。许多教师缺乏必要的数

字技能来管理在线教学计划，教师数字素养的缺失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 

3. 南非高等学校教师数字素养的现存问题 

随着 2019 年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以来，南非高等学校教师开始采用数字化技术开展线上教学活动，

但教师数字教学能力缺失成为教师数字教学亟需解决的问题。 
1) 数字鸿沟制约教师数字化素养培养 
1994 年之前，南非的高等教育受种族隔离的影响，获得信息资源、技术的机会不平等，特别是在农

村地区[9]。白人少数群体接受了优质教育，而其他种族群体在没有配备现代技术的学校接受了低质量教

育，这导致了数字鸿沟，这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仍然是一个现实[10]。加上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再次加

剧了南非数字鸿沟的严重性，数字接入和识字率继续扩大南非的不平等差距[11]。在后种族隔离时代，高

等教育系统的大众化，大学改善现代信息技术教学资源能力有限，高等教育机构面临着信息技术基础设

施不足、资金短缺，没有数字设备，缺乏互联网连接和数据的高成本等问题[12]，根据南非统计局的数据，

由于只有 37%的南非教师能够通过手机或电脑持续上网，东开普省只有 8.8%的学校配备了计算机，相比

之下，豪登省有 88.5%的学校配备了计算机，高等教育部门面临着不可能完成的数字教学任务[13]，南非

高校持续存在的数字技术设施结构性问题，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停电和缺乏网络连接，许多教师的社会经

济地位不平等，多数教师无法获得资源，这些问题扰乱了数字教学。南非农村和贫困城市学校的数字基

础设施严重不足，影响数字教育质量，私立学校或白人就读的公立学校的教育设施与黑人就读的农村和

其他学校的教育设施差别很大，后者通常数字资源不足。相比城市地区，在南非农村地区的某些学校中，

信息和通信技术落后，例如，姆普马兰加省的 School Net 计划和农村学校门户网站，建立校园网项目是

为了协调南非学校与互联网的连接，但由于一些农村地区没有电，这在农村地区的学校难以实施数字教

学[14]。疫情封锁迫使教师开展在线教学，但教师都意识到培训资源缺乏、网络基础设施不足、种族歧视、

缺乏信息获取渠道、教育水平存在差距加剧数字化鸿沟，数字化技能的可负担性限制了他们的在线教学

活动[15]，使教师进一步缺乏数字化素养。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数字教学的推动者，这是南非教育界势头越来越大的概念，使得教师开

始有意识地开展线上教学，但是教师必须接受专业的培训，提升数字化教学能力。与发达地区私立大学

相比，南非几乎所有公立高等教育机构都缺乏互联网设施和接入，Fort Hare 大学和博茨瓦纳博茨瓦纳大

学的互联网连接率和速度较低，一些教师不能将数字化设备用于教学环节过程中，并且许多高校教师不

适应可访问的互联网设施，课程内容开发、上传和实施的过程过于复杂，阻碍了数字教学的发展。 
教师数字化技术教学由于数字技术鸿沟的影响，使用的数字技术类型以及教学数字技术能力差异，

导致南非教师数字化素养整体水平难以提升。在数字鸿沟的时代，教师难以通过在线教学方法提供优质

教育，因此，政府和高等学校开需要进一步开展教师数字化素养提升，完善在线教学系统。 
2) 教师的数字化技术及数字素养缺失 
南非的 ICT 政策、计划和现实自 1994 年以来，将 ICT 纳入教学法一直是教育改革的一部分，豪登

省教育部政策实施缓慢且不协调可归因于缺乏资源和部门能力，南非 ePIRLS 管理部也报告缺乏 ICT 资

源，即使是在城市化程度更高的豪登省也是如此。祖鲁兰大学的教学恢复计划基于教师通过在线教学设

计专业知识为新的远程在线教学环境获取数字资本，然而，数字化教学技术培训体系不完善。 
在许多南非学校中，基于计算机的技术尚未得到探索，因为教师无法使用计算机并且缺乏基本的 ICT

能力[16]。教师数字技能严重缺乏，需要大规模的 ICT 实施和培训，面对新时代数字化教学，教师信息

通信技术的使用和掌握无法适应当下教学改革对于数字技能的要求[17]，南非的大学教师在课堂上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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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T 教学方面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能力[18]。 
根据在南非的调研分析，一方面，从客观条件来说，学校缺乏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和资源，电脑、

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的高成本，开发成本高的交互式数字学习资源，学校培训团队对教师的技能发展

和指导不足，电力供应差，数字化设备差，互联网设施设备条件有限，高等学校教师难以使用信息通信

技术设施进行教学[19]，教师素质素养培养缺乏基础环境，另一方面，能够胜任 ICT 的教师很少，计算

机水平低，教师对利用 ICT 工具进行教学的教学知识水平很低，教师培训动力不足、缺乏意识、缺乏信

心是教师利用信息通信技术进行教学的主要障碍[20]。教学过程中没有足够丰富的数字化教学工具使用的

经验，加上没有经过系统化培训，并没有为他们自己使用技术发展他们的教学技能做好准备[21]，他们对

使用这些数字设备没有足够的自信，教师对提高教学质量和管理教学、科研过程所需的数字系统没有掌

握运用的方法，使得数字化教学素养严重缺失。另外，由于高等学校没有重视教师数字素养的培养，教

师数字化教学评估评价体系不科学，缺乏评估评价制度标准，教师也不具备将信息通信技术和电子学习

设施纳入教学中的能力，使得教师数字素养培养没有有效的激励机制。因此，将数字技术和数字素养评

估评价体系纳入教师数字能力培训，进一步推动教师数字化素养发展是南非高等教育在 21 世纪发展的必

经之路。 
3) 教师数字化教学专业发展计划欠缺 
在豪登省公立学校进行 ICT 整合两年后，并实施为教师发展的在线协作平台，它首先由 45 名教师组

成，他们参加了一整天的面对面介绍会议，以熟悉 Moodle 教学管理系统的工作，此后，教师们投入 6
周时间完成 24 门在线课程培训，但学校或家中时断时续或无法访问互联网，南非的数据成本高，学校工

作量太大，下班后没有时间在线工作，大多数教师尚未在教学中熟练使用数字技术教学，南非教师没有

像预期的那样参与数字教学专业发展计划。 
学校管理团队的培训政策制度不合理，没有为教师提供参加持续专业发展的数字素养计划。在新型

冠状病毒大流行之前，高等学校的大多数教师都没有接触过持续专业的在线教学计划，之后教师不得不

在没有资源、知识或支持的情况下开展线上教学，教师数字素养教学实践缺少范式，同时，许多南非高

等教育机构的电子教学计划存在缺陷，并且缺乏对学术研究实施和使用电子教学设施的技术和行政支持

[22]。之前，教学技术部门报告电子教学计划缺乏实质性支持和协助被报告为阻碍各种高等教育机构有效

和高效使用电子教学设施的主要障碍[23]。另外，教师没有获得实质性的专业教学发展以支持混合式教学

或充分应用在线教学，大多数教师不熟悉如何采用电子教学设备和教学计划管理系统的使用[24]，教师没

有参与数字教学计划内容开发，使得使用数字评估教学效果无法实现。因此，要把南非教师数字素养纳

入教师数字教学专业发展计划中，使教师运用数字化技术在教学方法、课程实施、组织管理活动和教育

评估的环节[25]。 

4. 南非高等院校教师数字素养培养的措施 

面对南非教师数字素养明显存在缺失和不足的方面，已经引起南非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高等学校、

政府机构、社会各界等相关部门正在积极提出相关解决方案。 
1) 建设与完善数字教学的基础设施 
面对南非学校之间存在越来越大的数字鸿沟，已经受到高等学校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提供足够的数

字教育资源对于提高教育质量至关重要。政府出台“南非连接”政策将加强教师的互联网连接定位为支

持获取和使用学习材料的必要条件，这些学习材料可以加强课堂教学并促进教师数字技能的发展。同时，

Waller 和 Maxwell 认为，尽管南非有这种良好的信息通信技术政策，但数字教学基础设施仍然落后[26]，
所以，高等学校应该为教师创造平等的数字教学设施使用环境，缩小不同地区学校数字不平等差距，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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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投资必要的数字教学基础设施，与 Vodacom、Telkom 和 MTN 等电信公司合作，投入笔记本电脑

或混合设备、投影机、基于云的工具和软件应用程序、学习平台等，指定技术导师提供数字设备支持，

营造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教育教学环境，为推动数字化教学转型提供支持，以增强高等院校的数

字化接入程度，促进高校教师对数字教学的认识和运用。 
政府应鼓励和采取激励措施，吸引国家、地方、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在高等学校投资与信息通信

技术相关的项目，投资低成本、高速、普遍可访问的数据传输基础设施，并建立监管框架，以支持学校

数字教学系统。政府还应该为数字化程度低的学校提供长期资金支持，使其能够升级和维护数字化设备，

加快数字化设备发展更新的速度，建立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智慧教育教学设施，为教师提供标准形式的嵌

入式电子教学支持系统，为学校的教师启动数字技能发展计划，以确保他们获得更有效地利用现代数字

化技术开展教学的技能。 
社会应该提倡将数字基础设施转变为更灵活的方式建立，将数字化设施植入家庭、学校、社区中，

增加互联网访问设施、数字设备设施、电子教学应用程序配置，提供电力供应来源以及互联网接入设备。

同时，社会金融机构应该向教师提供软贷款，使他们能够拥有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或台式电脑。 
2) 重视教师信息通信技术运用培训 
如今，教育中的数字教学将现代电信设备和 ICT 资源整体整合到教育系统中是新时代教育的发展趋

势[27]。高等学校应设立专业培训社区，使教师能够协作和分享最佳实践，并将 21 世纪数字技能融入课

堂实践[28]。 
高等学校应该为教师提供在职培训，培训政策制定者应该为教师数字能力发展制定一套标准，鼓励

教师采用同伴式和协作式学习策略，数字培训专家协助教师在虚拟环境教学、课程设计以及混合式学习

和教学模式等领域提高数字技能和知识，他们需要将数字技术运用于教学、研究和社区服务，特别是将

数字技术嵌入特定学科领域运用。同时，高等学校教育资源中心与教育部合作提供更多在职培训机会，

组织关于在课程教学中应用电子学习资源的讲习班和研讨会，向教师讲授现代数字技术及其运用。 
政府需要设立数字化培训的总体规划，包括为教师配备数字教学培训课程体系，培训教师使用信息

通信技术，以及将信息通信技术融入教学方法。同时，出台信息通信技术教师培训政策，实施数字技能

发展的教育政策，为教师制定 ICT 培训框架，改善他们对 ICT 的教学整合，增加他们在数字领域的素养，

并促进他们之间创建数字实践社区，以传播新技能和教学方法。同时，政府有必要重新审视他们为教师

提供培训的质量，缩小培训课程与实践需求之间的差距，并推进教师数字素养培训工作科学化、制度化、

规范化。 
社会在当代高等教育数字课堂实践中，应该提倡教师接触多样性的数字化技能培训，把与每个教师

背景相关的多样化数字技能纳入创新型教学体系，重视教师培训需求多元化、专业化、特色化，不断巩

固教师多样化的数字教学模式，突出实用性和针对性，优化培训内容，制订操作性极强的培训计划，并

做好不同级别、不同层次培训的衔接，不断地探索数字化的教学方法和教学资源，助力教师娴熟运用数

字技术进行创造性教学[29]。 
3) 建立持续性数字化专业发展平台 
面对高等学校数字化教学专业发展计划的不完善，学校管理层为教师建立持续性数字化专业发展平

台，通过数字智能技术创建数字教学资源整合模式，搭建发挥群体智力效应的数字化教学网络交互平台，

构建教师数字素养培养共同体。由于教师数字素养是需要分阶段培养，数字化专业发展平台需要构建长

期且持久的体系化培养方案，根据教师不同的数字化教学需求，将数字技术与专业教学内容相结合，采

用创新的教学方法、策略，制定数字化教学专业发展计划，向教师提供持续性数字化专业发展的指导和

支持平台，组建教师团队开发和制作高质量的数字教学课程[30]，并制定战略以帮助教师改进他们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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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学实践，最终将技术融入他们的教学、科研等教育工作，使教师能够跟上当前的教学趋势，从而改

变他们的数字教学行为、态度和信念。 
政府要创建新的南非数字教育中心，连接各个地区持续性数字化专业发展平台，支持跨地域、跨学

校协作和共享数字教育资源，完善相关的政策制度，搭建教师数字素养框架，运用互联网平台制定一个

有效的实施行动计划，以课堂观察、书面作业、评估结果的诊断分析以及阶段会议的形式，确定教师持

续专业发展需求的工具，培养教师使用数字化技术设备，完善为教师提供数字能力和数字扫盲知识的数

字化教学专业发展计划。 
社会鼓励教师掌握正确的数字素养持续性数字化专业发展方法，支持尝试新平台并且通过数字平台

掌握创新教学方法，改进自己的教学实践，让教师拥有实现可持续的数字化教学专业发展的计划。 
4) 完善教师素质素养评估评价体系 
由于 COVID-19 大流行，高等教育环境被迫发生变化，教师数字素养评估标准应重新构造传统教育

观念和方式，促进南非教师教学数字化转型，实现南非数字化教育系统改革的有效成果。Nielsen 和 Molich
于 1990 年提出，启发式评估是评估在线教学系统可用性的最广泛使用的方法之一，21 世纪新时代数字

化教学评估的方式应考虑如何激发教师数字化教学意识，促进教师数字教学能力提升，不断提高自我效

能，促进自我数字教学专业水平发展，增强评估系统的有效性，使教师可以使用教学应用程序有效地实

现既定教学目标的程度。 
随着知识的快速迭代变化，教师的数字化教学已经成为新时代教学能力发展的趋势，高等学校工作

绩效评估委员会运用教师素质素养评估新方法要适应数字教学环境。教师数字素养综合评价指标的建立，

应利用数字化智慧教学评估系统、教师线上课堂教学传感系统，全过程收集教师在数字化教学过程中产

生的师生行为、思维认知、情感动态等多模态、多维度数据，建立以数据为中心的数字素养评价模型，

实现跟随性评价、过程性评价以及结果性评价有机结合的教师评价方法论，形成一套科学客观、公平合

理的数字素养评价流程体系，不断跟踪评价和反馈教师数字素养的现实情况，以帮助教师改进数字教学

实践过程中的不足之处，培养教师数字意识、数字智慧能力，因此，高等学校管理层制定教师评价标准，

重点强调数字素养多维度、多层面的评价体系，对不同层级的高等院校教师提出不同的数字素养培养要

求。 

5. 小结 

南非高等教师数字素养培养是南非高等教育现代化改革的重要途径，通过对南非教师数字素养现存

问题分析，结合相关理论依据和南非高等教育的特点，构建南非高等学校教师数字素养培养策略，在一

定程度上提供理论研究支持，同时，也为南非高等学校教师数字素养提供实践参考，得出南非教师数字

素养培养的实践成果。第一，继续完善数字教学基础设施。南非社会各界努力加快数字教学技术基础设

施搭建，进一步支持教师开展数字化教学，特别是数字设施条件落后的地区，推动教师教学数字化转型。

第二，制定教师数字素养培训相关标准框架。教师数字通信技术培训要从教学数字化意识、掌握数字技

术知识与技能，提高数字化教学，并深化数字教学培训项目。第三，推进教师数字化专业发展平台。利

用专业的数字素养课程，为教师提供专业化的线上教学个性化服务，建立教师数字教学发展平台，促进

教师自身专业发展。第四，搭建教师数字素养评估体系。构建数字教学能力本位的教师数字素养指标评

估体系，能够为教师数字素养的培养和测评提供评估支架，为教师提升数字化教学实践能力提供参考依

据。综上，南非教师数字化培养路径的探索是南非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本论文从高校、政府、社

会角度提出南非高等学校教师数字化素养培养的可行性措施，推动南非高等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实践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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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南非高等学校教师素质素养未来展望 

我们应继续在以下方面完善和推进发展南非高等学校教师数字素养的行动。第一，继续为教师营造

数字平等的教学环境，完善落后地区数字教学设施设备，第二，开发高等学校教师教学数字化培训项目，

尤其是不断加强与发达地区教师教学数字化交流与学习；鼓励专家、学者交流，开发更为精准的教师数

字化培训课程；第三，积极整合社会各界教育资源，让教师共享可持续的数字化专业发展平台；第四；

以评估带动数字化教学，借助信息技术手段系统全方位收集教师数字化教学数据，筛选高价值的数据进

行分析是提高教师数字素养测评精准度的重要举措。 
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定，本研究调查对象的样本量相对有限。南非高等学校教师数字素养具体表现没

有进行对比分析。因此，选取的研究对象不一定具有代表性。本文研究忽视了一些宏观的社会背景因素，

包括南非高等学校文化背景、高等学校信息通信技术制度等因素对教师数字素养的影响，但这些也是本

人以后研究要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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