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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师是创新的引领者与激发者。随着教育数字化转型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要求驱动下，教师

的数字素养越发凸显其重要性。本文研究是在梳理国内外文献基础上，梳理创新创业背景下，中学教师

数字素养评价原则，采用专家咨询法、层次分析法，构建出关于创新驱动下中学教师数字素养评价指标

体系。并以此指标体系为基础，调查分析广西中学教师数字素养现状。并从“环境制约–观念引领–数

字学习–实践创新–考核激励”框架出发，提出了广西中学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策略，助力广西中学教育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实现“弯道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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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ers are the leaders and inspirators of innovation. With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
tion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era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the importance 
of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On the basis of combing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valuation principles of digital literacy of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n Guangxi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t con-
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digital literacy of middle school teachers in Guangxi in the 
new era with expert consultation an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This paper adopts the question-
naire survey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igital literacy of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n Guangxi. The last, starting from the framework of “environmental restriction-concept 
guidance-digital learning-practice innovation-assessment and incentiv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improving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n Guangxi to help Gua-
ngxi secondary school education achieve “overtaking the curve” i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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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数字技术对教育领域的冲击也越发显现。以大数

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将成为未来教学的主流形态[1]。从教学环境来

看，在线教育平台、数智教育平台成为教学的主要阵地；从教学参与者来看，不仅有教师、学生，还有

人工智能(AI)充当的教师助理、学上助理，人机协同教学、人机协同学习将成为新常态。教师是数字社

会的公民、领导者、设计者、促进者、协作者、学习者以及分析者，承担着培养面向数字社会人才的任

务。自 2010 年国家颁布了系列文件，将教育信息化被纳入到了国家的战略当中[2] [3] [4]。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到 2035 年，教师主动适应信息化、“AI”等

新技术变革，积极有效开展教育教学[5]。我国正在积极推动教育信息化发展与适应新时代的教师队伍建

设，数字素养已成为教育信息化时代教师的必备素养。 
同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下简称“双创”)成为新时代的方向指引之一。社会创新需求为教

师数字素养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重新梳理教师数字素养评价原则，拓展中学教师数字素养的内涵，从“双创”

视角构建新时代教师数字素养评价指标，探讨广西中学教师数字素养现状，并提出提升策略。这不仅能

应对数字技术发展给教育带来的挑战，培养数字时代合格的教师提供理论框架；还能确保教师能够运用

数字化技能促进学生的发展，助力广西中学教育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实现“弯道超车”。 

2. 教师数字素养的内涵 

素养是指使用基于情境的印刷和书面材料来识别、理解、解释、创造、沟通及计算的能力；素养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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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持续的学习，以使个体实现自身的目标、发展自身的知识或潜能并使他们能充分参与社区和更广泛

的社会[6]。我国《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中则认为，数字素养与技能是数字社会公民学习

工作生活应具备的数字获取、制作、使用、评价、交互、分享、创新、安全保障、伦理道德等一系列素

质与能力的集合[7]。Kasperski 等人认为教师批判性地使用设备、技术、软件，获取、管理、整合、评估

和交流各类数字信息，并在此基础上使用数字技术重组学习环境，加工和创造数字资源，将技术与教学

融合，促进课堂教学成效，进行知识创新的能力[8]。 
结合教师职业要求，整合已有研究成果，本文中教师数字素养是指在数字时代，教师适当利用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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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当前教师数字素养主要关注“数字能力”“技术融入学科教学实践”“技术创新教育教学”“终身

学习能力”“教师素养智能升级”五个方面[10]。结合我国国情，本文认为其内涵为数字化教学环境中，

教师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课程设计、教学方法改进、教–学组织及反馈评价等教学过程中体现出的数字意

识与态度、数字社会的信息道德与法律、数字教学知识与操作能力、信息安全及教师数字化专业发展，

而创新贯穿中学教师的全过程。 

3. 创新驱动下中学教师数字素养评价体系的构建 

对教师数字素养的内涵框架的探讨，经历了基于“促进教师发展”“促进教学发展”“促进学生发展”

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的代表为美国教育技术国际协会 2008 年发布的《ISTE 教师标准》；第二阶段

的代表为美国教育技术国际协会 2017 年重新颁布的《ISTE 教育工作者标准》认为数字素养不仅能促进教

师发展，还能从技术素养、计划与准备、信息化应用和学习与发展五个方面促进教学工作发展[11]；第三

阶段的代表为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于 2017 年发布的《欧洲教育工作者数字能力框架》及我国于 2022
年发布的《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前者从学生数字素养培养、教师专业能力和教学能力为核心，

将教师数字素养划分为“专业技能”“数字资源开发与使用”“数字教–学”“数字评估”“数字赋能学

习”“提升学习者数字素养”六大数字素养[12]。后者构建了数字化意识、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数字化

应用、数字社会责任、专业发展 5 个一级维度、13 个二级维度和 33 个三级维度的素养框架[13]。 
指标选取中存在以下问题： 
(1) 国内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截止发稿前，通过中国知网，以“主题词 = 教师数字素养”进行检索，仅有 99 条结果，进一步筛

选之后仅有 76 篇与主题相关性较大。教师数字素养评价，在评价内容形式方面，倡导基于教学实践情境

开展的客观教学成果进行评价，如教学设计、教学实录；在评价手段方面，借助智能设备[14]、大数据能

够客观、全面地开展教师数字素养的测评[15]，并提供个性化精准提升建议；在评价对象方面，杨爽等人

针对高校教师，从数字技术使用、数字信息管理、数字内容创造、数字社群构建和数字安全能力 5 个维

度[16]构建了高校教师数字素养评价指标体系；宋灵青等人针对我国东中西部六省初中生，从数字意识、

数字知识与技能、计算思维、数字社会责任、数字合作与交流、数字化学习与创新 6 个维度进行初中生

数字素养的测评[17]。 
(2) 通用框架标准，忽略经济发展水平、民族构成等因素的制约 
当前我国中学教师数字素养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较大。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整体布局中，粤港澳与

广西之间形成的“前店后厂”的格局，而广西作为“后厂”，其经济发展水平是广东的五分之一，加之

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其教育信息化发展明显落后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中学教师数字素养评价指标

选取应考虑地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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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师数字素养评价与“双创”人才培养尚未有机融合 
2015 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意见》此后，“双创”成

为时代发展的方向指引。我国的教育信息化在“双创”背景的推动下发展的势头日趋好。但目前的教师

数字素养的评估框架，尚未凸显创新创业的相关内容。 

3.1. 中学教师数字素养评价体系构建原则 

3.1.1. 以创新性与实践性为基础 
随着“双创”的快速发展以及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的到来，教师数字素养更多的关注教师数字技术

应用、数字内容创造、数字化教–学及数字化专业发展等具有较强实践性的技能。中学教师对数字化设

施的应用以及“双创”信息对中学教师教育教学的影响，都反映出广西中学教师在数字化教学上的实践

和应用基础。 

3.1.2. 以专业知识与数字教学为依托 
中学教师在接受师范教育过程中需要学习各种专业知识以及相关 APP 的使用。在“双创”的影响下，

以中学教师的专业知识为基础，结合数字化教学，创新课堂教学模式，更有助于学生对抽象知识的理解。 

3.1.3. 以促进学生数字素养与创新思维发展为导向 
培养数字时代合格的教师，其根本目的是确保学生在数字时代能全面发展发展，以应对数字时代的

挑战。因此评价教师数字素养，应以促进学生数字素养与创新思维发展为导向，数字化教学能力为核心

内容。 

3.1.4. 以客观评价与有效提升为准绳 
近年来，广西发布了《广西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2017~2020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普通高中教育发

展“十四五”规划》等文件，明确提出“实施广西‘互联网 + 教育’行动计划”，加快信息化基础环境

建设和教育教学设备更新，推进智慧(数字)校园建设。加强个性学习空间建设，增加公共开放学习空间。

加强“专递课堂”、“名师课堂”和“名校网络课堂”的建设与应用。为此，广西围绕基础教育阶段的

信息化发展，开展了基础教育信息化融合创新试验区和实验校的建设、教育系统信息化素养与教育数字

化能力提升专题网络培训、举办教育信息化优秀案例评选、举办师范生信息化教学应用大赛等活动以提

升本区基础教育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由此可见，广西教育信息化发展从宏观指导到实践，均有较强的

动力。广西中学教师数字素养评价，需要既能客观反映其现状，亦要鼓励其采取因地制宜的提升策略。 
 

   
Figure 1.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图 1. 教师数字素养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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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and weight of digital literacy of high school teachers in Guangxi new era  
表 1. 新时代广西中学教师数字素养评价指标及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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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构建过程 

3.2.1. 理论框架 
“双创”带来的机遇激励中学教师通过数字化教学手段实现教学创新优化。因此，课题团队结合“双

创”时代背景及广西实际情况，围绕数字化教–学活动的开展，结合《ISTE 教育工作者标准》《教师数

字素养》遴选指标，初步构建了教师数字素养评价理论框架(图 1)。 

3.2.2. 指标修订 
根据理论框架，经过三轮迭代完善并形成了教师数字素养评价指标体系(表 1)。第一、二轮采用专家

咨询法，邀请了广西区内 19 位专家，分别是 6 位各学科学领域专家、11 位中学教师、1 位教育学专家、

1 位心理学专家进行了第一轮专家咨询迭代。第三轮修订，对广西 465 名中学教师进行调研，以验证和

修订评价指标。 

3.2.3. 评价体系确定 
三轮迭代后，项目组构建了由 5 个一级指标、12 个二级指标、33 个三级指标构成的广西中学教师数

字素养评价标准，并再次采用专家咨询法和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邀请 19 位专家对各指标项权重

进行赋分。通过层次分析法来确定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权重(表 1)。 

4. 广西中学教师数字素养现状分析 

根据以上构建的教师数字素养评价标准，针对广西中学教师，设计了《新时代广西中学教师数字素

养调查问卷》，进行抽样调查。发放问卷 500 份，收回 465 份，回收率 93.18%。经 SPSS 分析，问卷的

克隆巴赫 Alpha 系数为 0.804，大于 0.7，表问卷的信度较高；各题项的 KMO 值均大于 0.6，巴特利特球

形检验显著性为 0，小于 0.05，表明问卷效度可靠。 
从性别比来看，男性较女性占比小；在年龄结构上，40 岁以下的教师占比超过了 80%，说明中青年

教师占比多；从教龄来看，工作未满五年的教师占比为 54.6%，6~15 年的占比为 26.3%，在 16~25 年之

间的有 16.1%，在 26 年以上的有 2.9%，可以看出中青年教师是中坚力量；从教师职称上看，高级职称占

比仅为 3.4%，中学一级教师占比为 26.8%，中学二级教师占比为 37.6%，未定级教师占比 32.2%。 

4.1. 广西中学教师数字意识与态度现状 

数字素养评价标准之首是意识与态度，广西中学教师是否具备数字意识及其对数字化的态度是教师

适应数字时代教育变革的重要基础。调查显示：广西中学教师超过 70%的中学教师都有较强的数字意识

(图 2)。教师能有很好地分辨信息对教学活动会否有积极作用的意识。绝大部分教师能够判断信息的价值，

同时能辨识其真假。在关注教育教学的最新消息、通过使用数字技术对教学进行优化创新、在克服数字

化教学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方面，有超过 50%的中学教师能够做到“很强”或“强”，但有 20%的教师

选择“很弱”。中学教师能够积极地看待意识对数字化的激励作用，具备在课堂教学中运用数字手段进

行改革创新的意识。 

4.2. 广西中学教师数字社会责任现状分析 

数字道德在广西中学教师数字素养中选择“很强”或“强”的占比超过一半(图 3)。由此可见，广西

中学教师在数字道德和安全方面的感知度较高，在尊重知识产权与不浏览有害信息等方面都做的很好，

教师教育活动的根本在于立德树人，具备良好的数字道德和信息安全意识是合格教师必须具备的，尤其

是在知识数字化快速发展和“大众创新”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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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不浏览和传播有害信息”层面，各个年龄阶段有部分教师表现出较差的能力，说明部分教师

在浏览的传播有害信息层面还不具备很强的判断和自控能力。在“保护知识产权，正确引用他人观点”

指标中，未评定教师选择“很强”及“强”的占比 66.66%，说明未评定教师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有较强

的认知力，能够在尊重保护知识产权上做的较好。在“注意保护自身和他人信息”维度，各个职称的教

师做的较欠缺，没有特别优秀的表现。在“预防计算机病毒”维度，随着教师职称等级的加高，教师预

防计算机病毒意识就越强。 
 

 
Figure 2. Current situation of digital consciousness of middle school teachers in Guangxi 
图 2. 广西中学教师数字意识现状 

 

 
Figure 3. Current situation of digit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middle school teachers in Guangxi 
图 3. 广西中学教师数字社会责任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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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广西中学教师数字化教学技能现状分析 

数字化教学技能是教师数字素养的核心能力表现，直接体现教师对数字化教育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

调查结果显示，广西中学教师的数字化教学知识薄弱，大部分教师的数字软件及技术操作能力、数字内容

创造能力、数字化教学设计与实施能力、数字化学情评估与分析能力、数字化协同育人能力等均不足(图 4)。 
“了解数字化教学知识”、“掌握数字化教学的基本操作”指标中，教龄在 5 年以下的教师相比的

教龄在 26 年以上的教师对信息化教学的应用现状和掌握教学的基本操作的了解程度较高。 
 

 
Figure4. Current situation of digital teaching ability of middle school teachers in Guangxi 
图 4. 广西中学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现状 

4.4. 广西沿边地区中学教师数字化专业发展现状分析 

 
Figure 5. Current situation of digita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n Guangxi 
图 5. 广西中学教师数字化专业发展现状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9395


陈慧蓉 等 
 

 

DOI: 10.12677/ces.2023.119395 2697 创新教育研究 
 

专业发展作为本研究的评价标准之一，在广西中学教师数字化素养调查现状中体现出来的，教师对

专业发展内容的掌握程度以“很强”、“强”或“一般”为主(图 5)。其中在“双创”教师利用信息技术

辐射教学影响力方面的掌握度高于其他几个层面。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社会技术也在不断进步，因此，

中学教师也需要跟紧时代发展的脚步，坚持不懈地提高自己的专业发展能力，确保教师信息素养的提高

有不竭动力。 

4.5. 小结 

综上，广西中学教师在教学中具有较强的数字意识，也对数字化教学持积极态度，拥有知识产权意

识，能够正确引用他人观点，具备较高的信息安全意识。但在数字化教育环境中，开展抄袭检测的能力

不足，大部分中学教师数字化教学知识薄弱，数字软件及技术操作能力、数字内容创造能力、数字化教

学设计与实施能力、数字化学情评估与分析能力、数字化协同育人能力等均不足。数字化教学能力是教

师数字素养的核心，数字创新意识是教师在数字化教学环境中成长的内生动力，因此，提升中学教师数

字创新意识、加强数字化教学能力培训是广西中学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关键。 

5. 广西中学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策略 

教师数字素养是教师在数字化教育实践中养成的，因此提升教师数字素养应遵循“环境制约–观念

引领–数字学习–实践创新–考核激励”框架。 

5.1. 环境制约：更新教育数字化设备 

教学环境是教师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之一。教学环境向数字化转型，为了能开展教

学活动，教师必然会致力于数字化教学知识的学习、数字化教学软硬件操作练习、基于数字化的学情分

析、数字化教学内容的创造及数字化教学活动的设计与实施。因此，大力支持教育数字化软硬件更新，

建设一批数字化地理教室、虚拟教室、智慧教室等，鼓励教师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直播教学、虚拟现

实等教学，以此驱动教师数字素养提升。 

5.2. 观念引领：提高中学教师数字创新意识 

中学教师需要进一步提高数字创新意识，随着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的到来，教师的创新意识的提高

能有效促进创新型教师队伍的建设。教龄较长的教师在数字意识层面的表现较弱，可针对此对教龄较长

的教师加强意识维度的培养。同时，中学教师可以通过建设“创新创业”教育的教学氛围，有效提高中

学教师对“双创”数字化教育教学方法的理解和认同，加强中学教师在数字应用和数字化教学模式变革

的意识。 

5.3. 数字学习：加强中学教师数字化教学知识学习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经济不够发达，教育资源差距明显的地区，依靠数字化教育平台，如中

国大学慕课网、爱课程、学习通、云班课等提升教师数字素养是最快最便捷的途径。因此，要鼓励教师

通过数字化教育平台，学习数字化教学知识与技能。同时，也可在具备数字化教学环境的场所开展线下

培训，线上线下相结合，在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中累积数字化教学知识与经验。 
教龄在 6 年以上的教师由于有了一定的教学经验的积累，因此在各技能各维度的行动力较强。从职

称上看，职称较中学高级教师在教学技能上表现力很强，但在创新评价维度，未定级教师也有较好的表

现，因此并不是教龄长或职称高的教师就能有很好的教学技能，而未定级教师在某些维度也有很好地表

现。因此，中学教师通过各种教学平台辅助使课堂教学过程更加的丰富，更多的组织学生进行有趣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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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形成互动式的课堂，使课堂氛围更加的活跃以促进课堂教学效果的进一步提高。 

5.4. 实践创新：提升中学教师数字教学与教学融合能力 

制定中学教师培训制度，将教师数字素养培训列为教师继续教育内容，在线上学习数字化教学知识

的同时开展线下实操培训，实操培训注重结合知识情境开展学科或跨学科教学内容，探讨数字化教学模

式，提升中学教师数字教学能力。 

5.5. 考核激励：保障教师数字素养提升成效 

一套合理、完善的规章制度有利于系统、有效地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18]。对于广西中学教师数字素

养提升，应从政府层面建立起完善的教师数字素养考核制度以及激励机制。一是将教师参与或主持教育

数字化培训的情况以及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教育教学评价改革列入教师日常绩效评定、年终绩效考核以

及职称评定管理。二是开展教师数字化教学技能竞赛、数字化教学创新比赛等相关活动，不断推动中学

教师数字化知识与教学能力的提升。三是设置数字化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专项经费，激励高职教师积极提

升自身数字素养。 

6. 结语 

随着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在此背景下，教师作为教育

活动的设计者、组织者、引导者、分析者，其数字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教育发展。加之，我国新时代的

创新驱动，赋予了我国教师数字素养新的内涵。 
依据构建的新时达广西中学教师数字素养评价指标体系，调查表明：广西中学教师在教学中具有较

强的数字意识，也对数字化教学持积极态度，拥有知识产权意识，能够正确引用他人观点，具备较高的

信息安全意识。但在数字化教育环境中，开展抄袭检测的能力不足，大部分中学教师数字化教学知识薄

弱，数字软件及技术操作能力、数字内容创造能力、数字化教学设计与实施能力、数字化学情评估与分

析能力、数字化协同育人能力等均不足。数字化教学能力是教师数字素养的核心，数字创新意识是教师

在数字化教学环境中成长的内生动力，因此，提升中学教师数字创新意识、加强数字化教学能力培训是

广西中学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关键。 
最后从“环境制约–观念引领–数字学习–实践创新–考核激励”框架出发，为广西中学教师数字

素养提升提出建议，助力广西中学教育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实现“弯道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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