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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时代的推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已广泛地运用到各行各业的教育中，成为推动教育现

代化发展的中坚力量。现阶段，基础教育在信息化的基础上逐渐向数字化转型过渡。因此，关于我国如

何有效可持续地推进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成为本文讨论研究的重点。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全面

阐述了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发展特征，阐明了目前情况下转型存在的现状问题，以及在新的教育背景下，

通过实现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意义，最后依次分析了可持续推进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策略，给

我们教育工作者带来的深入思考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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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im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education in all walks of life and has become the backbone of education mod-
ernization. At present, basic education is gradually transitioning to digitization on the basis of in-
formatization. Therefore, how to effectively and sustainably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basic education in China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is paper. In this paper, by the wa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connotation and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re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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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und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re expounded,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basic education is analyzed in a new educational background. Finally, the 
strategy of sustainabl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basic education is analyzed, which brings us deep 
thinking and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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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目前，数字化技术已被全世界各国运用到各行各业中去，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入发展和应用普及，我

们的工作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育作为国之发展的根本，教育数字化的转型关乎着国家人才培

养和创新教育体系的建设，因此，近几年教育成为了数字化转型的重点实施对象。我国先后出台了相关

教育政策，在 2022 年启动国家数字化战略行动，国家中小学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在 2023 年正式上线运行

[1]。随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并强调“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和“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首次将“推

进教育数字化”列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中，以数字化驱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开辟基础教育发

展新赛道[2]。 
数字技术是一种蕴藏着巨大能量的教育资源，基础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基石，关于如何可持续

推进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数字化转型的未来方向，是我们接下来关注的重点。为了

进一步推进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我们需要对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行动有新认知。从“以学生为主体”

的视角，重塑能力结构；从“全人发展教育”的视角，理解评价的意义，重建评价体系；从“学生个性

学习”的视角，理解过程的结构，丰富学习活动；从“学习价值实现”的视角，理解场景的要义，设计

学习空间；从“证据支持决策”的视角，理解数据的价值，并创建有效的数据治理模式。如此，从国内

外基础教育转型的成功先例中，我们得以借鉴相关经验，持续优化教育顶层设计，从国家战略高度进行

系统规划和整体布局，不断完善与数字教育相适应的制度设置和发展生态，整体推动教育教学模式变革

数字化教育可以更好地践行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真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教育数字化道路。 

2. 对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认识 

(一) 数字化转型的内涵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指将传统教育教学通过数字技术进行创新与改革，从而全要素、全业务、全流程

和全领域地优化教育过程，实现教育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催生

出数字化教育，逐渐替代了一部分的传统教育，因此，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一种改进教育教学的策略和

方法，更是一种重构教育生态的过程与模式[3]。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数字化不等同于教育信息化，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教育信息化的一个特殊阶段，

教育数字化转型更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时代趋势。如今，教育数字化相比信息化更加突出满足学生个性

化学习的需求，提高教育效率和学习效果，促进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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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字化转型的特征 
1) 创新性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是信息技术的创新与应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技术

正在深刻改变着人类的思维、学习和生活方式，教育行业更是如此，创新技术在教师的教学方式、学校

的教学管理以及课堂的教学环境等环节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促使教育领域迎来一场数字化转型浪

潮[4]。 
2) 多元化 
教育数字化转型对教育一线的老师们产生了直接且巨大的影响，更丰富多样的教学资源、更全面多

维的评价体系以及更实时准确的教学互动，完善了传统教育的不足之处[5]。对于基础教育而言，教育数

字化转型更加推动校本课程特色化发展，使教师日常教学更加生动化、个性化。除此此外，教育数字化

转型还将校外教育教培机构以及教育相关部门含括进来，带动全社会教育建立起联系，实现了专业、服

务、设施等各方面资源最大程度的共享。 
3) 持续性 
教育数字化是建设教育资源最重要的一环，把数字化作为扩充教育资源、提升教育效率、促进教育

创新的重要途径或手段。从长远来看，教育数字化还包括教育理念的更新迭代、学生数字能力的培养提

高、教育发展章程的改革调整。因此，教育数字化转型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且这是一个持续

的、循序渐进的、螺旋上升的过程，为教育事业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和挑战。 

3. 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状分析 

当前，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中，教育部门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相关的理论研

究也随之完善、深入。然而，当理论进入实践研究时依然暴露出许多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育

教学课程的变革以及教学质量的提升。 
(一) 学校缺乏资金及配套支持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化工程，基础教育作为教育的底层阶段，是教育数字化转型最先

落实的领域，此前基础教育数字化尚未成熟，落地需要较长期的实践探索和经验积累，转型则更加依赖

于配套设施的数字化升级以及政策指导。随着经济时代的高速发展，一二线城市的教育资源比较丰富，

因此其数字化教育水平也相对成熟，在教育资源相对落后的地区，或者一些比较老旧的校区，资金、技

术、设施和人力都十分匮乏，因此数字化转型的动力不足，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提供更多的服务与保障。 
(二) 教师缺乏数字素养与技能 
数字化教育作为一种新生时代产物，它的出现必然会对师生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区别于以往传统

单一的教育教学模式，部分教师尤其是老教师由于自身知识结构老化、教学理念陈旧、学习能力停滞，

容易对新事物产生抗拒心理，长期以往优秀师资队伍的欠缺导致数字化转型受阻。与此同时，还有另一

部分教师掉入了“唯技术主义”陷阱，盲目推崇数字化技术，忽略了教育的本质，教育的主体是人，如

此本末倒置就失去了数字化转型的意义。所以，更新一线教师教育教学理念，提高对数字化教育转型的

认知是至关重要的。 
(三) 社会数字化体制有待加强 
随着数字化技术在教育行业的拓展深化，这对社会数字化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提高民众数字化认

知，建立健全的社会组织架构、政策规范以及应用机制，是推进校园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保障。然而，

目前社会数字化领导力还需进一步加强，基于校企协同的数字化建设和运营机制也面临着多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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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持续推进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意义 

深刻认识教育数字化的重要意义，教育与人的成长紧密相连，与文明发展共生相伴。纵观人类发展

史，每一次科技重大发展与创新、每一次产业变革与转型均深刻影响乃至系统重塑着教育。数字化是引

领未来发展的新浪潮，教育与数字化的碰撞，必将推动教育发生深刻变革。 
(一) 增强学生个性化学习体验 
数字化转型为在校学生提供了个性化的学习内容和学习路径，尤其是对于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而言，

学生年纪小，可塑性强，传统的教育模式会扼杀孩子个性发展，因此满足学生的学习兴趣与需求，让每

个学生都能得到适合自己的教育资源和学习方式是十分重要的。换句话说，教育数字化就是要以人为中

心，以学生主体，坚持以促进学生全面的、自由的、个性化的发展为目的，大力发展技术的育人功能，

在人机融合的基础上发挥出数字教育的最大价值和不可替代性。 
(二) 加强跨地域的学习和交流 
教育数字化可以打破时间、空间、地域和文化的限制，实现教育的开放化与共享化，线上教育平台

和资源更是促进师生实现零距离学习和互动，增加多元化学习经验。对于偏远地区和贫困家庭的孩子而

言，数字化教育转型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使基础教育更加公平公正。 
(三) 提高教师教学质量和效率 
随着中小学教育规模的扩大，在基础教育阶段，提升教育质量和效率成为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6]。

小学生的身心发展尚未成熟，认知能力和接受能力都比较弱，传统的口头讲解教学方式对于孩子来说枯

燥无味，知识点也晦涩抽象，因此数字化媒体的介入可以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符合小学生的理解水平，

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学生也更愿意投入到学习中去，有效提高了教学质量。同时，教师利

用数字化教学工具灵活进行教学组织、教学管理、教学评价等，可以极大解放了教师的时间与精力，教

师也可以更加专注于教学内容的设计，提高了教学效率[7]。 

5. 可持续推进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策略 

(一) 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数字化转型立体支撑体系 
教育新基建是数字化时代教育变革的牵引力量，是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有力支撑，

不仅包括网络、教室等“硬”基础设施环境，而且包括资源、应用等“软”基础设施条件，强调的是夯

实整个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数字底座，具有复杂性、多维性等特点。推进教育新基建，一方面要强化基础

的软硬件设施建设，优化升级新型基础设施，完善教育大数据仓，将网络教学环境建设纳入学校办学条

件标准，推进新一代网络技术的规模部署应用。推动各级各类平台实现横向融通、纵向贯通、数据共享、

用户统一和一站式访问，形成兼顾集约建设与各具特色的一体化教育服务平台建设体系[8]。另一方面要

坚持需求导向。强化“用户思维”，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聚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

立足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既量力而行又尽力而为，真正建设好、使用好和发展好教育新

基建，夯实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的基础条件。 
(二) 加强数字化资源共享渠道，打造基础教育数字化新生态 
数字化转型不应当是浮于表面的，它应当牢牢结合课程体系改革升级而展开，从理论研究深入应用

领域。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国家教育方针为主导，以服务的师生以及相关教育部门为主体，建立起切实

可行的教育资源共享渠道及高质量的数字化教育库，高效整合数字化教育资源，避免出现“信息孤岛”，

打造出复合多元、互联互通的教育空间。具体而言，全面建设数字校园、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实施数字

化新生态；完善数字化资源课程及评价体系，分学科搭建稳定的专题网站和交流平台；优化数字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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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稳固提升数字化设备与环境的应用效能；贯彻“新基建”思想并发展“数字基座”。 
(三) 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创新能力，转变学科教师教育理念 
作为新时代教师，我们应该更新自身对于信息时代的认知，跟随时代发展积极转变教育教学理念，

从“用技术学习”迈向“从技术中学习”[9]。只有教师提高了主观能动性，支持配合数字化转型，才能

带动学生、家长甚至是其他相关人员接纳新技术。更重要的是，教师还应充分利用数字化教育转型带来

的利好影响，积极学习适应新技能，比如网络教学平台的运用、相关软件教学工具的使用，从而将新技

术与教育理念结合创新，培养出较高的数字素养来驾驭数字化资源，科学设计数字化教学课堂，提升教

学质量。 
(四) 健全完善数字化系统机制，保障数字化教育转型有序开展 
基础教育数字化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社会体制的保障，任何一种教育制度的变革与创新都需要从全

局化的角度来看待，教育行业也绝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教育的发展和国家经济、政治有着强关联。因

此，教育数字化转型必须要服务社会建设，通过联合社会力量来完善社会教育体系，激发学校教育的创

新活力，重构教育生态系统，加强家校社协同育人。尤其是针对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以

及社会拓展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延续补充，弥补了校内教育的局限性，给予了学生们差异化、个性化的

教育服务支持，这样的教育才是有温度有形状的。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四十余年中，数字化转型一直处于一

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尝试阶段，虽然现阶段也取得了一部分的成功，但是现实条件的限制依然颇多。

所以，未来我们需要立足实际，调整好教育政策方针，全社会通力协作，致力于提高教育数字化在基础

教育上的成果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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