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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数据背景下，随着教育数据应用的普遍兴起，教师数据素养逐渐成为新时代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主题。

本研究从教师数据素养观察维度、影响因素、发展趋势等角度对2015年以来国内外SSCI、CSSCI来源期

刊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性分析，梳理了国内外有关教师数据素养实证研究结果。研究发现，实证研究

的文献量相对较少，研究关注应从教师数据素养的关注转向关注教师专业发展；另外需要不断提升教师

自身的教学技能和数据素养，不断创新和改革教学模式，以期有效提升教师的数据素养，从而促进教师

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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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big data, with the widespread rise of educational data applications, teacher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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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cy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core theme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This study conducted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relevant literature on SSCI and CSSCI source journals 
at home and abroad since 2015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observation dimensions, influencing fac-
tor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teacher data literacy. The results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teacher 
data literacy at home and abroad were summarized.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re is relatively 
little literature on empirical research, and research attention should shift from focusing on teach-
er data literacy to focusing on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eachers’ teaching skills and data literacy, innovate and reform teaching 
model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enhance teachers’ data literacy and promote their professional de-
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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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大数据时代，数据的价值凸显，教师数据素养作为大数据时代教师信息素养教育的新内容，引起了

国内外教育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大数据技术与教育领域深度融合是时代的要求，应用数据驱动教学方式

是教育改革的必然，这就要求教师具备数据素养，从而达到优化教学的目的。教师数据素养是教师有效

地了解和使用数据，并据之做出决策和执行的能力，它由一系列具体的技能和知识构成，帮助教育工作

者将教育数据转化为有用信息，最终转化为可操作的知识，具体包括如何识别、收集、组织、分析、总

结和处理数据，并基于数据制定、规划、实施和监督行动方案等方面的能力[1]。 
2015 年开启大数据应用元年，因此本研究对 2015 年以来国内外 SSCI、CSSCI 等来源期刊开展系统

性文献分析，尝试梳理教师数据素养的研究现状。本研究分别从文献发表情况、文献引用情况、作者分

布特征、研究对象与样本数量、研究方法等维度分析样本文献，旨在厘清教师数据素养实证研究的现状

和研究重点。当前，我国中小学教师数据素养整体水平不高，难以适应大数据时代教师专业发展的新要

求。基于此本研究试图分析以下研究问题：① 教师数据素养包含哪些维度？② 影响教师数据素养发展

的因素有哪些？③ 教师数据素养研究的发展趋势有哪些？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系统性文献综述方法。系统性文献综述旨在以明确的研究问题、全面的检索策略、清晰

的文献纳入标准与综合的数据分析，来得出可信的研究结果，可减少由传统文献综述方法带来的研究偏

倚。 

2.2. 文献检索 

为保证样本文献的质量，本研究选取 SSCI 和 CSSCI 数据库，分别以“data literacy”为英文关键词，

以“教师数据素养”为中文关键词，对 2015 年至 2023 年与数据素养相关的文献进行检索，共获得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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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篇，其中英文 132 篇、中文 69 篇。 

2.3. 文献筛选与编码 

为确保样本文献的准确性，本研究制订的文献筛选标准见表 1。 
 
Table 1. Literature screening criteria 
表 1. 文献筛选标准 

筛选标准 纳入标准 排除标准 
1 文献主题是否与本研究主题高度相关 是 否 
2 文献是否采用实证研究方法 是 否 

 
基于以上文献筛选标准，本研究对检索到的文献开展了两轮筛选，同时结合文献阅读以滚雪球方式

补充新文献 7 篇，最终纳入有效样本文献 26 篇。随后，从文献基本信息、内涵及框架、培养路径、评价、

现状调查等方面进行编码。具体筛选流程见图 1。 
 

 
Figure 1. PRISMA flowchart 
图 1. PRISMA 流程图 

 

图 2 呈现了样本文献的来源分布和编码情况。从第一作者所在国家看，来自中国的样本文献超过二

分之一(14 篇)，其次为美国 7 篇，欧洲国家 5 篇。除美国中国有一定研究数量外，其他国家的研究较为

松散，未形成突出的研究团队聚类。从教师数据素养的研究主题看，内涵及框架的研究样本占 23%，培

养路径的研究样本占 57%，这表明教育大数据背景下，教师数据素养的培养路径研究已具备一定规模，

而教师数据素养内涵及框架研究尚在探索中。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21471


高丽娟，李娟 
 

 

DOI: 10.12677/ae.2023.13121471 9521 教育进展 
 

 
Figure 2. Sample literature coding results 
图 2. 样本文献编码结果 

2.4. 样本总体情况概况 

近五年(2018 年至 2023 年)的文献占 80%，说明教师数据素养的研究热度正在逐年上升；从载文期刊

看，所有样本文献分布在 20 种期刊中，涉及学科众多，其中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学科文献分布密集，计

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学科次之，总体分散；从关注的教师群体看，以中小学教师为研究对象的样本文

献占 27%，反映出中等教育学科教师仍是开展技术支持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主要对象。 
从样本文献的发表作者看，杨现民、李新合作群发文量最多，达到 8 篇，发文时间期间为 2017 到

2021 年，主要涉及国内外教师数据素养概念和内涵的解读以及我国教师数据素养模型建构，中小学教师

数据素养的发展路径、培养策略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等。陈敏、周驰和吴砥合作群发文量为 4 篇，发文

时间期间为 2020 年，主要关注“互联网+”时代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评估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研究等。

其它学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并不紧密，且研究内容和范围较单一，教师素养研究的核心群体有待增强。 

3. 教师数据素养实证研究的重点 

3.1. 教师数据素养的维度 

教师数据素养框架是认识教师数据素养关键要素、理解其整体结构的重要抓手。目前，国际上主要

有四种具有代表性的教师数据素养框架。一是马什和法雷尔构建的“数据驱动决策”框架；二是哈佛大

学博得特等人提出的“数据智慧改进过程”框架；三是技术教育研究中心提出的“使用数据项目”框架；

四是曼迪纳赫和加默构建的“教师应用数据”框架。而国内对教师数据素养框架的研究中，江苏师范大

学杨现民教授团队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他们采用文献分析法和德尔菲法构建了适合我国中小学教师的数

据素养框架以及指标体系，从意识态度层、基础知识层、核心技能层以及思维方法层四个层面观察教师

数据素养。 
综合以上观点，本研究认为教师的数据素养是教师在接触教育数据时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综合能力。

它包含数据意识与态度、数据基础知识、数据核心技能以及数据思维方法四个维度[2]。 

3.2. 教师数据素养实证研究的现状 

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对筛选的数据素养相关领域的实证研究文献从研究对象、研究结果两个方面

分析，梳理出教师数据素养实证研究的现状。对中文文献的系统性分析结果如下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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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hinese literature analysis 
表 2. 中文文献分析 

作者 研究对象 研究结果 

张黎[3] 中小学教师 
数据文化、数据协作、系统特征可正向影响教师数据素养；工具性支持

可正向影响数据文化、数据协作、系统特征；数据协作在数据素养的培

育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 

胡艺龄[4] 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师 在调节学习视域下中小学教师数据素养培养模式可以有效促进教师数据

素养发展。 

杨现民[5] 
我国东部、中部、西部

共 10 个省份的 3565 名

中小学教师 

我国教师数据素养处于起步阶段，缺乏成熟的评价体系与实施路径，面

临较多的现实难题。 

李新[6] 徐州地区的中小学骨干

教师 培训效果获得参训教师的高度认可。 

林秀清[7] 中小学教师 对 46 位教师进行小范围试用，验证了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与可靠性，

可作为评价中小学教师数据素养发展水平的参考测量工具。 

李青[8] 一线教师 通过小规模的试用，评估了 16 位教师的数据素养，验证了指标体系的科

学性和可用性。 

李青[9] 国外教师 开展教师数据素养教育需要政府、地区和学校多方面的支持和配合。 

郝媛玲[10] 上海地区高校教师 目前高校教师的数据态度和数据意识整体上呈现积极乐观趋势，但数据

知识和数据技能欠缺，亟待开展嵌入科研的数据服务。 

王学男[11] 全国 5434 名教师 
教师群体对大数据特征的理解东、中、西部教师没有显著差异；不同教

龄、家校距离、区域、任教学校类型的教师群体对教育大数据的积极性

存在显著差异。 

梅海莲[12] 宿迁市中小学教师 教师已经意识到数据的重要性及价值性，并有意识地在道德和法律规定

的范围内合理合法地使用教育数据，保护学生个人信息不外泄。 

傅妍[13] 杭州市中小学教师 从教师群体来看，杭州中小学教师群体在数据素养方面存在几点差异性：

城乡间差异、不同学科教师间差异、年龄层间差异、不同学历层间差异。 

 
通过对筛选的 11 篇中文实证研究文献分析发现，已有教师数据素养实证类文献中，研究对象主要集

中于中小学教师。通过德尔菲法、问卷调查法、访谈等对不同地区的教师进行教师数据素养能力的评估，

从而借助于实证研究的结果，分析教师数据素养能力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科学地提出教师数据素养的

提升策略。研究发现，我国教师数据素养能力水平存在一定差异，主要有城乡差异、不同学科教师之间

的差异、年龄层差异以及不同学历层差异等。因此，我国教师尤其是中小学教师亟待全面提升教师数据

素养，切实提高精准诊断、及时干预和个性化服务教师能力的水平。 
关注国内教师数据素养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也对国外英文文献展开了系统性文献分析，依据

主题文献筛选标准，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英文文献进行研究对象和研究结果的系统性分析，分析结果如

下表 3 所示。 
 

Table 3. English literature analysis 
表 3. 英文文献分析 

作者 研究对象 研究结果 

Konstantinos  
Michos [14] 

1059 名瑞士高中教

师 

超过一半的瑞士高中教师同意采用数据技术在他们手中，只有三分之

一的人表现出使用这些技术的明显倾向，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对用这种

方式改善教学有积极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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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崔宇路[15] 不同年龄层的教师 
经验丰富的 30 多岁和 40 多岁的教师表现得更高，而一些 50 岁以上的

教师表现得越来越差。教师的年龄、经验、学历和角色等其他因素可

能会影响其知识的不同方面，包括数据素养。 

李葆萍[16] 中国职前与在职教

师 

除了职前教师的技术使用情况外，职前教师和在职教师在大多数维度

上的 TRCs 体验都显著低于他们对理想 TRCs 的期望。职前教师对理

想物理设计的期望显著高于职前教师。 

Wilma B.  
Kippers [17] 

由教师、学校领导

和数据专家组成的

团队 

教育工作者的数据素养显著提高。不过，还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例

如，教育工作者努力制定一个合理、足够具体和可衡量的数据使用目

的。 

Marieke van Geel 
[18] 1182 名教育工作者 

教育工作者的数据素养有了显著提高，拥有硕士学位的教育工作者与

受过高等教育的教育工作者之间的知识差距已经缩小，就像教师与学

校领导之间的差距一样。 

Samuel Merk [19] 职前教师 数据素养测试的前测后测比较显示了干预的巨大而显著的影响。 

Katherine L.  
Miller-Bains [20] 新教师 参与数据素养干预大大降低了评估与教学无关的看法。然而，并没有

发现参与者报告的评估改善教与学能力的显著改善。 
Cynthia A. Conn 

[21] 早期职业教师 评估素养和数据素养往往被视为同义词。 

Beck, J. S. [22] 12 名初等和特殊教

育教师候选人 

研究结果揭示了参与者对形成性和总结性数据的误解；认识到与教学

数据素养相关的挑战，包括时间、数据理解、可靠性和有效性；以及

考生对真实数据素养教学的偏好。 

Karen Dunlap [1] 教师 干预后调查的结果表明参与者的回答有几个主题：干预前的信念，理

解和分析数据，课堂数据和教学实践，以及数据的上下文使用。 

Ailie McDowall 
[23] 澳大利亚在职教师 

模型能否有用的教师教育课程更新针对日益增长的要求教师要有数据

素养，建议对模型进行修订，从一个线性方法，而不是以数据使用为

中心的数据素养的核心。 

林如意[24] 629 名 K-9 教师 ICT 态度对数字化教学能力无显著影响，ICT 技能对数字化教学能力

有显著预测作用，但 ICT 态度和技能对学生赋权均无显著直接影响。 

 
综合上述对中英文文献的分析发现，对数据素养的实证研究主要运用问卷、访谈等方法开展，也有

通过德尔菲法、实验研究、分层抽样调查、随机抽样调查等方法进行相关的研究。研究的对象有国外教

师、高校教师以及中小学教师，但主要集中于中小学教师。综合以上研究结果发现我国教师数据素养实

证研究相对较少，利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开展教师数据素养研究的文献相对有限，教师数据素养能力存在

一定的发展空间。 

3.3. 教师数据素养的影响因素考察 

有研究者认为，挖掘影响教师数据素养发展的主要因素，构建中小学教师数据素养的影响因素假设

模型，通过实证研究对其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影响中小学教师数据素养发展的 4 个主要因素：系统特征、

数据协作、工具性支持、数据文化。 
还有研究者认为，数据文化、数据使用氛围对于教师数据素养的发展与数据协作可能具有影响作用。

例如，Sutherland 指出，数据文化关涉教育数据采集、存储、分析、利用等多个方面，尤其是学校领导者

通过为教师提供分析与利用数据的机会，并建立一种与使用数据有关的探究型文化，能够有效推动教师

之间进行数据使用合作。此外，相关研究表明，技术的稳定性及技术支持(如培训、指导、帮助与支持)
对于教师克服技术使用阻碍、建立技术使用信心等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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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项研究报告称，教师在使用数据做出决策时感觉准备不足，并且始终表现出低水平的知识、技能

和能力。因此，通过专业发展建立人类使用数据的能力已成为最近研究项目的目的。最近的研究也探讨

了教师对数据使用的信念和态度。虽然一些研究是更基本的，并强调开发工具来评估这些信念，但其他

研究探索干预对这些态度的影响或在横断面研究中调查态度和数据使用行为的相关性或调节效应。 

4. 研究结论 

通过对教师数据素养的系统性文献分析结果，可以从教师数据素养的研究关注、研究内容以及研究

方向三个方面得出结论。 
(一) 研究关注 
在大数据时代，学校教育越来越重视利用数据来呈现学校组织的行动图景与发展现状，在学校范围

内建立一种“数据文化”对于优化学校决策、改善教师教学、促进学生发展的现实意义愈发凸显。已有

的相关研究中，实证研究的文献量相对较少，研究关注应从教师数据素养的关注转向关注教师专业发展，

站在教师专业发展的角度形成职前职后一体化的培养。 
(二) 研究内容 
数据素养对于新教师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他们必须每天收集、分析和使用大量的学生数据。国内外

学者对数据素养教育研究聚焦在教学实践、教学能力以及数据素养教育社会效应等方面。在不断提升教

师自身的教学技能和数据素养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改革教学模式，从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三) 研究方向 
结合实证研究的研究结果分析发现，有关教师数据素养的研究正逐渐朝着如何运用数据的方向发展，

这样的发展趋势对数据素养能力薄弱的一些教师来说是一个挑战。尽管使用数据作为改善教学的手段很

重要，但关于如何支持职前教师培养对使用数据的积极态度和适应，实验证据有限，需要展开进一步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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