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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对来自全国26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214名高校专任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以考察其课程思政数

字胜任力现状与困境。结果发现高校专任教师的数字化教育教学意识较强，但对于先进数字化工具和技

术胜任力较弱；学校的数字化资源匮乏、硬件设备(网络设施不配套)和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不高限制了其

课程思政数字胜任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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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214 teachers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in 
college from 26 provinces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eachers’ digital awareness was 
strong, but the competence in advanced digital tools and technologies was weak. The result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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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ed that lack of digital resources in schools, hardware equipment (mismatched network facil-
ities) and the low motivation of students’ participation limited the improvement of digital compe-
tence in curriculum thinking and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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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部于 2020 年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要创新课堂教学模式，推进现代

信息技术在课程思政教学中的应用”。2022 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要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

动，即“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教育信息化的特殊阶段，要实现从起步、应用和融合数字技术，到树立数字

化意识和思维、培养数字化能力和方法、构建智慧教育发展生态、形成数字治理体系和机制”。Z 时代

的大学生成长于互联网环境，对各类先进数字化技术了解充分且兴趣浓厚。可见，探讨数字化赋能课程

思政建设，既顺应宏观层面的政策要求，也符合当代大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心理需求。 
教师开展课程思政教学同样离不开数字化的支持。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

(试行)》，专任教师指具有教师资格、专门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员。高校专任教师是专业教学的主体，是落

实课程思政的关键元素，也是将数字化赋能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元素。通过分析文献发现，课程思政的

研究与实践已卓见成效；相比而言，教师的数字胜任力研究略显不足。因此，数字化是否能够成功赋能

予课程思政建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数字胜任力。2023 年 2 月教育部发布的《教师数字素养》也

明确指出要提升教师的数字胜任力，如“致力于推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要提升教师利用数字技

术优化、创新和变革教育教学活动的意识、能力和责任”。立足于此背景，本调查将探讨课程思政视域

下，高校专任教师数字胜任力的现状及困境，以为促进其课程思政数字胜任力发展提供依据。 

2. 文献综述 

2.1. 数字胜任力 

2006 年欧盟发布《关于终身学习的核心能力》，并首次提出数字胜任力，将其归为八大核心能力之

一。2012 年欧盟发布的《实践中的数字胜任力：基于框架的分析》中[1]，明确指出数字胜任力是个体执

行任务、解决问题、协作和创造知识时，使用信息技术和数字化媒体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态度(包括能

力、战略、价值观和意识)。2017 年，欧盟首次发布教师数字胜任力框架，明确指出教师数字胜任力包括：

社会和专业承诺、数字资源、数字教学法、评价和反馈、赋权学生；促进学生的数字胜任力。 
国外研究者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对教师数字胜任力进行了界定。宏观视角上，教师数字胜任力是

教师在数字化教育情境中利用技术管理信息，与他人交流合作，并在专业上持续发展的能力[2] [3]。微观

视角上，教师数字胜任力是一种能力体系，包括教师在其专业背景下熟练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进行教

育教学判断，并意识到这会对学生学习策略和数字能力发展有所影响[4]。任友群和杨晓哲在国内首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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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教师数字胜任力，将其定义为教师应拥有发展学生数字胜任力的相应能力，将数字胜任力作为学生的

核心素养之一[5]。本研究整合上述研究者的定义，既关注宏观层面，同时又关注微观层面；既关注教育

教学，又关注其对学生数字能力的影响。 
研究者对高校教师群体的数字胜任力模型进行了探讨，尚未形成定论。郑蓉蓉和刘路星针对高校财

会教师群体构建了数字胜任力系统结构层次模型，包含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6]。目标层是其中一个

因素；准则层为中间层，涵盖个人特质(自信自律、责任感、团结协作、成就动机、灵活性与发展)、知识

素养(学科前沿理论与技术、跨界融合共享思维、会计数商、智能财务理论、科研方法)、教学能力(教学

实践、教学设计、教学组织、教学诊断)、学习与发展(主动学习、开展教学研究、批判、创新思维)四个

要素。指标层即为评估对象层，该层级涵盖从自信自律等基本人格特质到批判、创新思维(C17)等共 17
个指标。该模型的领域特殊性较强，只适用于财会教师，不能广泛应用于高校专业课教师人群。张艳丽

等构建了高校教师智能教育教学胜任力的核心要素，包括智能教育知识素养、教学能力、教师特质、职

业素养与数字素养[7]。 
研究还探讨了教师数字胜任力的影响因素。Guillén 和 Mayorga 发现教师的性别、从教时间、教学经

验、研究能力和参与创新实践对教师数字胜任力有显著影响[8]。Mahapatra 分析当地数字培训项目后，发

现教师动机、环境支持和学生对于技术的反应能有效提升教师数字胜任力[9]。 

2.2. 课程思政视域下的数字胜任力 

研究较少关注课程思政视域下教师的数字胜任力。通过查阅文献发现，李静以美国劳工部开发的工

作分析系统为基础，基于教育教学活动，构建了开放大学教师课程思政数字胜任力的四维度模型[10]。但

该模型是否适用于其他高校教师的课程思政数字胜任力，还待检验。 
本研究基于教师能力发展的时间观，统合课程思政和数字胜任力文献，并结合自身对高校教师开展

课程思政以及数字化教育教学的观察，构建了高校专任教师“课程思政数字胜任力层级模型”。该模型

包括基础层、核心层和提升层等三个层级结构。基础层指向过去，即高校专任教师已经具备的数字化教

育教学意识、认知和技能；核心层立足现在，是数字化赋能于课程思政领域的体现，侧重于数字化与课

程思政的紧密结合，主要涵盖李静的四个维度[8]；提升层指向未来，即未来高校专任教师提升课程思政

数字胜任力面临的限制、困境和所需支持。具备基础层的数字胜任力，教师才能将数字化教育教学与课

程思政紧密结合；具备核心层的数字胜任力，教师实践中能深刻体会面临的问题、困境和所需的支持，

才能走向核心层。理论模型见图 1。 
 

 
Figure 1. Digital competency level model of college full-time teacher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图 1. 高校专任教师课程思政数字胜任力层级模型  

3. 方法 

3.1. 被试 

采用 Credamo 平台对高校专任教师进行招募。为保证回收数据质量，在招募前限定一个 IP 地址仅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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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平台信用分大于等于 60、设定甄别题(本题检测是否认真作答，选择“非常不满意”)。共招募被试

269 名，在甄别题作答不认真的被试 5 名，由系统自动拒绝收入。对剩余 264 名被试进行第二次筛选，剔

除作答时间较短、检测题不通过(2 月份有 31 天，此项选对被排除)、逻辑不合理的被试共 50 名。此次调查

共回收有效高校专任教师被试 214 名，涵盖我国 26 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被试具体信息见表 1。 
 
Table 1.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the subjects 
表 1. 被试个人信息情况 

 类型 人数 百分比(%) 

学校类型 

国家重点(985/211) 39 17.7 
省级重点 76 35.5 
省级一般 61 28.5 
高职院校 39 18.2 

职称 

教授 10 4.7 
副教授 43 20.1 
讲师 121 56.5 
助教 40 18.7 

最高学历 

博士 48 22.4 
硕士 113 52.8 
本科 49 22.9 

专科及以下 4 1.9 

教龄 

26年及以上 12 5.6 
21~25年 11 5.1 
16~20年 13 6.1 
11~15年 32 15.0 
6~10年 73 34.1 

5年及以下 73 34.1 

任教学科 

教育学、思想政治教育 68 31.8 
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类 29 13.6 

理学、工学类 47 22.0 
文学、历史学、哲学类 34 15.9 

医学 27 12.6 
艺术类 9 4.2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122 - 

专业课程 164 - 

实践类课程 58 - 

性别 
男 83 38.8 

女 131 61.2 

总体  214 100 

3.2. 研究工具 

采用自编《高校专任教师课程思政数字胜任力量表》。量表共包含 42 个项目，含两个甄别项目、九

项个人信息项目、五个基础层项目、20 个核心层项目和五个提升层项目。基础层和核心层为 1 (不太胜

任)~5 (胜任)五点计分，其内部一致性信度克伦巴赫 α系数为 0.62~0.86，具体见下文；信度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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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数据分析 

采用软件 SPSS27.0 对数据进行分析描述统计分析，如平均数、标准差、频数、百分比等，以及 t 检
验和方差分析等差异检验。 

4. 结果 

4.1. 课程思政数字胜任力——基础层 

4.1.1. 总体性描述 
共有五项项目考察高校专任教师课程思政数字胜任力的基础层，包含总括题一项、认知题一项和技

能题三项；克伦巴赫 α系数为.62。与中值 3 比较 t 检验结果：t (213) = 30.07，p < 0.001，Cohen’s d = 2.06，
表明教师数字化教育教学的意识和技能在 1~5 级评分中显著高于中值 3，其课程思政数字胜任力的基础

较好。 
具体而言，对于数字化教育教学，4 人次选择“完全不熟悉”，69 人次知道一些概念和应用，119

人次“基本掌握一些技术和思想”，113 人次“在实践中有深入体验和了解”，76 人次“具备一定的教

学经验和创新实践”(为多选题，相加大于 214)。有 210 位教师(98.13%)认为教育数字化能力在当今社会

中有些重要或重要。183 位教师(85.51%)能够基本胜任或胜任数字化平台的使用；204 位教师(95.33%)能
够基本胜任或胜任各类基础的数字化技术和工具，如 PPT、在线课堂或 MOOC 等；而只有 115 位教师

(53.74%)能够基本胜任或胜任各种先进数字化工具或技术，如虚拟仿真、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或

物联网技术等。 
总体而言在认知层面，绝大部分教师的教育教学数字化意识较强；在技术层面，多数教师能使用数

字化平台、各类基础性数字化技术或工具，但对于先进数字化技术的胜任力待提高。结果表明高校专任

教师课程思政胜任力的基础较好。 

4.1.2. 差异性描述 
分别以学校类型(国家重点、省级重点、省级一般和高职院校)、职称、最高学历、性别、教龄和任教

学科为自变量，以基础层课程思政数字胜任力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学历的作用达到显著水

平，F (2,211) = 3.13，p < 0.001；事后多重比较发现，博士的基础胜任力高于硕士和本科及以下。职称的

作用达到显著水平，F (3,210) = 3.32，p < 0.05；事后多重比较发现，讲师的基础胜任力高于助教，其余

未发现差异。而学校类型、性别、教龄和任教学科间未发现差异。 

4.2. 课程思政数字胜任力——核心层 

4.2.1. 总体性描述 
共有 20 个项目考察高校专任教师核心层的课程思政数字胜任力。核心层包含四个维度，即课程思政

数字胜任力的课堂教学维度(五个项目，如我能够将数字化信息准确用于课程思政目标设计和教案课件编

写中)、统合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维度(三个项目，如我能够通过数字化手段组织学生开展线上、线下社会

实践活动)、教育教学方法维度(八个项目，如我能够通过数字渠道与其他教师和学生分享课程思政教学信

息)、促进学生数字能力发展维度(四个项目，如我能够教会学生通过互联网寻找思政元素进行课前预习)。
测量学指标克伦巴赫内部一致性信度、维度平均分和标准差、与中值 3 的比较结果以及各个项目得分大

于等于基本胜任的情况详见表 2。 
结果发现四个维度得分均大于均值，表明核心层的思政数字胜任力较好。胜任力得分高低依次排序

为教育教学方法维度、促进学生数字能力发展维度、课堂教学维度、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统合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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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ore layer dimension analysis results 
表 2. 核心层维度分析结果 

 M SD t (213) Cohen’s d 
课堂教学维度 α = 0.82 4.11 0.57 28.78*** 1.97 

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统合 α = 0.78 4.05 0.70 21.87*** 1.50 
教育教学方法维度 α = 0.86 4.21 0.55 32.11*** 2.20 

促进学生数字能力发展维度 α = 0.78 4.19 0.65 26.87*** 1.84 

 
就具体项目而言，“能够根据课程思政要求创建更高标准的数字化教学内容”和“能够根据差异化

需求运用不同的数字化手段开展课程思政教学”两项得分最低，表明高校教师创新性的课程思政数字胜

任力较低，以及针对学生的个体化需求开展思政数字化教学时较弱。 

4.2.2. 差异性描述 
分别以学校类型(国家重点、省级重点、省级一般和高职院校)、职称、最高学历、性别、教龄和任教

学科为自变量，以核心层课程思政数字胜任力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学历的作用达到显著水

平，F (2, 211) = 13.10，p < 0.001；事后多重比较发现，最高学历为博士的教师课程思政数字胜任力高

于硕士和本科及以下。而学校类型、职称、性别、教龄和任教学科间未发现核心层思政数字胜任力的

差异。 

4.3. 课程思政数字胜任力——提升层 

共有五个项目涉及课程思政数字胜任力的提升层面，包括遇到困境、希望得到的支持、影响胜任力

提升的因素、最需要加强的方面以及认为课程思政数字化教学的劣势等。具体情况见表 3。 
 

Table 3. Results of lifting layer 
表 3. 提升层结果 

问题  选择人数 n (%) 

数字化课程思政教学有哪些劣势？ 

评估和监控难度大 141 (65.9) 
网络稳定性和速度问题 136 (63.6) 
实践环节难以保证 122 (57) 

技术设备要求高，学习门槛高 107 (50) 
课程内容难以贯通和整合 67 (31.3) 

在数字化教学技术和工具开展课程思政

教学中，您经常遇到哪些问题？ 

学生参与度不高 154 (71.96) 
教学资源匮乏 123 (57.5) 
网络环境差 110 (51.4) 

技术操作不熟练 72 (33.6) 

学校应采取哪些措施，支持教师提高课

程思政中的数字化教学能力？ 

提供数字化教学资源 176 (82.2) 
更新教学设备 159 (74.3) 

完善数字化教学评价机制 145 (67.8) 
提供教育培训机会 145 (67.8) 

您认为以下哪些因素会影响课程思政数

字胜任力的提高？ 

信息技术水平 172 (80.4) 
教学实践 158 (73.8) 
教育培训 136 (63.6) 
教学经验 113 (52.8) 

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113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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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在课程思政数字化胜任力方面，您最需

要加强的内容是？ 

创新能力 162 (75.5) 
信息技术能力 151 (70.6) 
数理逻辑能力 119 (55.6) 
思想道德修养 66 (29.9) 

文化素养 64 (29.9) 

 
结果发现，对于开展课程思政数字化教学，高校专任教师认为评估和监控难度较大，受到网络稳定

性和网速的限制，在课程思政领域实施数字化教育教学时，遇到最多的问题时学生参与度不高、积极性

较差，第二是教学资源的匮乏，第三是网络环境差；相应地，超过半数的教师都希望学校层面提供数字

化教学资源、更新设备、完善评价机制和提供培训机会。教师认为自身信息技术水平、教学实践和教育

培训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目前最需要加强的是创新能力、信息技术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等数字化能力，

而对于思政相关的素养则选择人数较少，表明高校专任教师的课程思政实施较好，但数字化能力待提升。 
总而言之，高校专任教师的课程思政能力较高，但数字化教育教学的胜任力待提升；而数字化资源

的匮乏、硬件设备(网络设施)、学生参与度较低和对数字化教育教学的评估与监控力度角度是限制高校教

师提升“课程思政数字胜任力”的主要因素。 

5. 结论 

通过对全国范围内高校专任教师群体的调查发现：教师对教育数字化的重要性认知充分，能够胜任

数字化平台和基础性数字化工具和技术的使用，但对于先进数字化工具和技术胜任力较弱。对于核心层，

教师的胜任力较强，但在创新性和学生个性化需求方面待加强。对于提升层，相比课程思政能力，教师

的数字化教育教学能力待加强；学校的数字化资源匮乏、硬件设备(网络设施不配套)，学生的参与积极性

不高，以及教师自身对数字化教育教学效果的评估与监控力度限制了“课程思政数字胜任力”的提升。 
建议学校层面加强教师数字化教育教学的培训，尤其是加强对先进数字化技能的培训。学生的参与

性不高以及对数字化教学效果的评估、监控两者相关密切。若学生不积极参与数字化教育教学，教师则

无法对其学习过程进行监控，更无法对效果进行评估。 

项目资助 

本论文得到国际关系学院教育教学改革项目资助，即“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专业课教师教育教学

能力提升研究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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