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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教育数字化是数字中国建设战略的重要内容袁对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尧实现教育现代化具有重要意

义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袁野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

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冶遥

推进教育数字化袁教师是关键遥 再好的数字化设备袁需要人来使用曰再好的数字化资源袁需要人来开发曰新型的教育

教学模式袁需要人来探索遥 因此袁确保教师能用尧会用尧善用数字技术资源优化课堂教学尧转变学生学习方式尧提升教书育

人成效袁已成为新时代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不可回避的重要目标任务遥 我国先后发布叶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

建设行动试点工作的通知曳叶关于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的意见曳叶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

划曳等系列文件袁着力推进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师队伍建设相融合袁着力促进教师专业水平与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双

提升袁构建教师数字素养发展新机制遥

为加快提升我国教师数字素养袁帮助教师更好地应对数字时代教育事业改革发展带来的挑战袁在 2023年 2月召开

的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袁教育部正式发布叶教师数字素养曳标准袁对教师数字素养概念作了阐释袁并明确了五维度指

标规约袁对准确评价我国教师队伍数字素养水平尧科学指导教师数字素养提升具有重要意义遥

为深入理解叶教师数字素养曳标准内容袁厘清教师数字素养发展脉络袁我们组织了深度参与标准起草的专家袁从内容

解读尧实践应用等多角度著文袁论述了教师数字素养的概念内涵与提升策略袁旨在为加快教师数字素养发展尧建设高素

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提供支撑遥 渊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任友群冤

教师数字素养：内涵、标准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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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正大力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袁教师无疑是这一转型进程中的关键要素遥 持续提升教师数字素养袁对建

设数字时代高素质尧专业化教师队伍袁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具有重要意义遥 随着叶教师数字素养曳标准的发布袁如何准确

测评和有效提升教师数字素养与技能的问题受到广泛关注遥 文章通过系统梳理数字素养的起源与发展历程袁比较分析

国际典型指标框架袁深入剖析教师数字素养的内涵演进袁详细解析叶教师数字素养曳标准的主要内容袁提出分层分类尧数

智驱动尧持续监测的教师数字素养评价路径袁为准确把握当前发展水平尧科学谋划未来提升路径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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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教师数字素养成为当前教师发展的
重要内容

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加速兴起正推动经济社会向

数字化转型发展袁为应对新形势尧新挑战袁满足数字时
代人才需求袁推进教育数字化成为当前教育改革发展
的重要任务遥教育数字化推动了育人方式尧办学模式尧
管理体制尧保障机制的系统性变革袁对促进教育公平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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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教育质量尧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具有重要意义遥
党的二十大强调要野推进教育数字化冶[1]袁中共中央尧国
务院印发的叶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曳要求野大力
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冶[2]遥 2023年 5月袁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野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
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冶[3]遥

强教必先强师[3]袁教师作为推进教育数字化的重
要基础袁如何切实加快数字时代教师发展成为当前教
育领域的重点任务遥 2021年 10月袁习近平总书记在
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提到袁野要提高
全民全社会数字素养和技能冶遥随后袁叶提升全民数字素
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曳叶野十四五冶国家信息化规划曳叶2022
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曳[4-6] 等系列政策

文件相继发布袁 强调了数字素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遥
2022年 11月 30日袁教育部正式发布叶教师数字素养曳
行业标准袁为教师数字素养发展提供了指导方向[7]遥 高
水平的教师数字素养不仅可以促进教师适应数字时代

发展和教育创新变革袁也对培育学生数字素养尧培养高
素质人才起到关键性作用遥 提升教师数字素养已成为
当前我国教师专业发展尧队伍建设的重要工作遥

二尧 教师数字素养内涵

渊一冤数字素养的提出与发展
20世纪 90年代袁数字技术的快速尧持续发展使得

应用数字技术完成任务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成为当时的

基本素养要求遥 围绕这种新的素养要求袁Gilster 于
1997年首次提出野数字素养冶渊Digital Literacy冤袁并认为
其是理解和使用计算机呈现的复杂信息的关键能力[8]遥
自数字素养被提出后袁 其概念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
关注和传播遥然而数字素养这一术语在各类学术文献尧
各国政策文件等资料中用词尚未统一袁 包括数字技能
渊Digital Skills冤尧数字胜任力渊Digital Competence冤尧数
字能力渊Digital Capability冤等遥 本文将上述概念术语
均视为本研究的关注范围袁并统称为数字素养遥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数字技术的更新与变

化袁国际相关机构和学者对数字素养的概念和内涵进行
了广泛讨论和研究袁数字素养内涵得到了快速发展与深
化遥 2010年袁Kenton和 Blummer指出袁现有文献对数字
素养的理解仅局限于基本技术技能渊如使用计算机处理
文档和表格的技能冤袁其内涵定义仍不明确[9]遥 2011年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袁数字素养已经远远超过了处理
计算机的基本技能袁 其包括数字媒体的使用和制作尧信
息处理和检索尧参与创建和共享知识的社交网络以及广

泛的专业计算技能[10]遥 美国图书馆协会认为袁数字素养
是使用信息技术处理信息的综合能力[11]遥 2014年袁英国
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指出袁 数字素养是数字社会需具
备的基本能力袁 并强调了其对英国继续教育和高等教
育发展的重要意义[12]遥2017年袁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
联合会将数字素养界定为充分利用数字工具的能力袁
要求人们可以高效且合乎道德地利用技术满足个人尧
公民和职业生活需求[13]遥 2018年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
计研究所综合了上述机构关于数字素养的理解和定义袁
将安全合理使用数字技术也纳入数字素养内涵范围[14]遥

总体来说袁虽然不同机构或学者对数字素养诠释
有所差异袁但均强调了其内涵由数字技术技能延伸到
数字时代中解决问题时所需的态度尧知识尧能力尧道德
意识等多方面遥 可见袁数字素养是随着时代发展逐步
向多元化尧多层次的综合性概念演进遥 在数字化转型
的关键阶段袁叶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曳指
出袁当前我国数字素养是数字社会公民学习工作生活
应具备的综合素养[4]遥

渊二冤教师数字素养内涵国际比较分析
为明确教师数字素养发展方向袁 一些国家和国际

研究机构相继发布了相关研究报告或框架袁 梳理分析
了教师数字素养内涵要素遥 2010年袁英国未来实验室
发布了叶课程中的数字素养曳研究报告袁提出了教师数
字素养内涵应与学科教学需求和实践紧密结合遥 该研
究报告还指出教师数字素养由数字技术应用技能尧查
找和选择信息的能力尧创造力尧批判性思维尧协作尧沟通
交流尧安全等多个核心要素组成袁以支持教师开始思考
如何在日常实践中解决数字素养问题[15]遥 2016年袁奥地
利发布叶教师数字素养框架曳袁包括数字技能和信息教
育尧数字生活尧数字资源开发尧数字化教学与学习等方
面[16]遥 2017年袁欧盟发布叶欧洲教育工作者数字能力框
架曳袁从专业参与尧数字化资源尧教与学尧评估尧赋能学习
者等领域袁 规定了教师的基本数字素养和学科教学所
需的特定数字素养[17]遥 在此基础上袁西班牙教育部提出
叶教师通用数字能力框架曳袁 指出教师数字素养由信息
和数据素养尧交流与协作尧数字内容创造尧安全尧问题解
决五部分组成袁 为教师评估和提升自身数字能力提供
参考[18]遥 2017年袁挪威提出叶教师专业数字能力框架曳袁
以教师专业能力领域为出发点袁基于一种整体方法袁从
数字角度看待广泛而复杂的教师能力遥 其专业能力由
学科和基本技能尧社会中的学校尧伦理道德尧教育学与
学科教学论尧领导学习过程尧互动与沟通尧变革与发展
七个领域组成[19]遥 2019年袁英国发布叶数字化教学专业
框架曳袁由教学准备尧教学方法尧支持学习者发展就业技

109



电化教育研究

能尧学科教学尧评价尧可访问和包含尧自我发展组成袁有助
于明确数字技术的使用如何增强教学和学习 [20]遥 2022
年袁剑桥大学为教师和教育管理者人员制作数字素养入
门指南袁并指出数字素养由一系列技能组成袁主要包括
使用工具搜索和创造数字内容尧解决问题与创新尧在线
分享和互动尧在线安全和健康等多个部分[21]遥 教师数字
素养相关内涵要素的具体信息见表 1遥
综上分析袁教师数字素养是数字素养在教育领域

的拓展和延伸袁它既继承了数字素养的内涵概念和基
本理念袁同时还充分考虑了教学场景尧教学实践和教
师发展等教育领域特征遥此外袁各机构或学者均认为袁
教师数字素养主要包括数字思维尧数字技能尧数字教
学能力尧数字伦理与安全等方面袁但由于各区域教育
发展特色和目标的差异袁对教师数字素养内涵的解释
有一定的差别遥 因此袁为准确揭示我国教师数字素养
概念内涵袁 应立足我国教育背景和教师发展目标袁深
入剖析我国教师素养内涵演进路径遥

渊三冤我国教师数字素养的内涵演进
随着技术融合教育教学发展进程不断变化袁我国

在不同时期对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的要求和重点也

有所差异袁这为明确我国教师数字素养内涵要素提供
了参考依据袁如图 1所示遥
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初期袁为推动教育信

息化建设与发展袁提升教师专业能力袁教育部于 2004
年发布我国首个中小学教师专业能力标准袁即叶中小
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渊试行冤曳[22]遥 基于该标准袁教
育部开展了全国范围的能力培训和考试认证工作袁明
确并强调了教师应具备使用技术开展教学的能力[23]遥
可知袁当时我国对教师发展的要求和关注重点主要为
教育技术能力袁即应用技术有效开展教学设计尧实施
教学活动的能力[24]遥

图 1 不同阶段对教师发展要求和关注重点的变化

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时期袁野三通两平
台冶建设与应用取得重大进展[25]遥 信息技术逐步渗透到
教育教学各环节中袁成为教学设计与准备尧开展与实施尧
评价与反馈的重要途径和手段[26]遥为进一步促进信息技
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袁 提升教师信息化教学水平与
效果袁教育部为全国一千多万中小学渊含幼儿园冤教师
提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培训服务[27]袁并于 2014年
发布叶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渊试行冤曳[28]袁指
引教师提升和发展的方向遥 因此袁当时我国对教师发展
的要求和关注重点主要为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袁包括
应用信息技术优化课堂教学尧转变学习方式的能力遥

随着信息技术支撑下的教育教学创新不断涌

现袁信息技术对教育教学的影响从教学改进的浅层次
应用转变为教育创新的深层次变革袁教育环境尧教育
模式尧教育理念尧教育文化都逐步发生改变[29]遥 为推动
教师主动适应这种教育系统变革袁 教育部于 2018年
发布叶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曳袁要求从提升师生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向全面提升其信息素养转变[30]袁后续
在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尧 智慧教育示
范区建设等工作中持续提升教师信息素养遥 可知袁当
时我国对教师发展的要求和关注重点主要为教师信

息素养袁即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恰当合理地利用信

年份 标准/框架名称 国家/组织 内涵要素

2010 叶课程中的数字素养曳[15] 英国
数字技术应用技能尧查找和选择信息的能力尧创造力尧批判性思维尧协作尧沟
通交流尧安全

2016 叶教师数字素养框架曳[16] 奥地利
数字技能和信息教育尧数字生活尧数字资源开发尧数字化教学与学习尧数字
化学科教学尧数字化过程管理尧数字化学校社区尧数字化专业发展

2017 叶教师通用数字能力框架曳[18] 西班牙 信息和数据素养尧交流与协作尧数字内容创造尧安全尧问题解决

2017 叶教师专业数字能力框架曳[19] 挪威
学科和基本技能尧社会中的学校尧伦理道德尧教育学与学科教学论尧领导学
习过程尧互动与沟通尧变革与发展

2017 叶欧洲教育工作者数字能力框架曳[17] 欧盟 专业参与尧数字化资源尧教与学尧评估尧赋能学习者

2019 叶数字化教学专业框架曳[20] 英国
教学准备尧教学方法尧支持学习者发展就业技能尧学科教学尧评价尧可访问和
包含尧自我发展

2022 叶剑桥终身胜任力框架曳[21] 剑桥大学
使用工具搜索和创造数字内容尧解决问题与创新尧在线分享和互动尧在线安
全和健康

表 1 教师数字素养相关框架内涵要素

110



2023年第 8期渊总第 364期冤

息和信息技术发现尧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综合素养[31]遥
在数字化转型推动教育发展变革的时期袁 数字技

术将整合到教育领域各个层面袁促进教育教学全要素尧
全过程尧全方位的数字化转型[32-33]袁使得数字素养成为
数字时代教师必备的关键素养遥 数字素养是信息素养
在数字时代下的延伸和变迁袁 两者的异质性主要体现
在各时代所强调的素养和技能不同[34]遥2022年袁教育部
为提升教师利用数字技术优化尧 创新和变革教育教学
活动的意识尧能力和责任袁研制并发布了叶教师数字素
养曳标准袁这标志着当前教师发展要求更加强调和聚焦
于数字素养遥 该标准指出教师数字素养是指教师适当
利用数字技术获取尧加工尧使用尧管理和评价数字信息
和资源袁发现尧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问题袁优化尧创新和
变革教育教学活动而具有的意识尧能力和责任[7]遥

三尧 叶教师数字素养曳标准解析

2022年 11月 30日袁叶教师数字素养曳 教育行业
标准正式发布实施遥该标准由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提出
并归口袁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尧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
化司尧华中师范大学等多家单位参与起草遥 2023年 2
月 13日袁该标准在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公开发布袁引
起了广泛关注遥这是我国发布的第一份关于教师数字
素养的教育行业标准袁对推进教师数字素养高效发展
具有关键意义遥该标准明确提出了教师数字素养五维
三级框架袁如图 2所示遥

渊一冤数字化意识
数字化意识是教师在数字时代开展教育教学工

作应具备的基本意识袁包括数字化认识尧数字化意愿尧
数字化意志三个二级维度遥

数字化认识袁一方面要求教师理解数字技术在国

家发展尧教育创新变革中的重要价值袁例如数字技术的
发展对教育数字化转型有积极推动作用曰另一方面袁要
求教师能够认识到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教育教学带

来的影响与挑战袁例如袁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
合可能会产生教学理论尧教学方法尧教学模式等方面的
创新要求袁也可能会产生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遥

数字化意愿袁一方面要求教师具备主动学习与使
用数字技术资源的意愿袁例如袁主动了解数字技术资
源的功能作用袁 愿意在教育教学中使用数字技术资
源曰另一方面袁要求教师具有开展教育数字化实践尧探
索和创新的能动性袁如主动开展数字化教育教学的理
论探索与实践创新遥

数字化意志袁要求教师面临数字化教育教学的困
难和挑战时袁 应具备勇于战胜困难和挑战的信心和决
心遥 例如袁当教师在开展教育数字化实践过程中袁面临
数字技术资源使用尧 教学方法创新等方面的困难与挑
战时袁能够克服困难并持续开展数字化教育教学实践遥

渊二冤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
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是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深

度融合的坚实基础袁包括数字技术知识和数字技术技
能两个二级维度遥

数字技术知识袁主要要求教师了解一些常见数字
技术的概念及基本原理袁 具备基础的数字技术知识遥
例如袁了解大数据尧人工智能尧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的
内涵特征袁以及其在解决问题时的程序和方法遥
数字技术技能袁 一方面要求教师掌握在教育教学

过程中合理选用数字化设备尧软件尧平台等数字技术资
源的原则与方法袁例如袁根据教育教学应用场景和教学
需求袁选择合适的数字化教学设备尧软件或平台曰另一
方面袁 要求教师能够熟悉使用教育教学中常用的数字

图 2 教师数字素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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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设备尧软件和平台开展教育教学活动袁并能解决常见
的基本技术问题袁例如袁熟练使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尧
数字化教学平台尧智能助教等教育服务平台开展教学遥

渊三冤数字化应用
数字化应用体现的是教师开展各类数字化教学

活动的综合能力袁 它是教师数字素养的核心内容袁包
括数字化教学设计尧数字化教学实施尧数字化学业评
价和数字化协同育人四个二级维度遥
数字化教学设计袁一是要求教师能够选用数字技

术资源开展学生学习情况分析袁例如袁运用智能测评
系统综合分析学生知识基础尧学习习惯等方面曰二是
要求教师能够根据学生情况和教学需要袁 有效获取尧
管理与制作数字教育资源袁例如袁利用搜索引擎尧专业
数据库尧知识社区等多个渠道收集数字资源袁并依据
教学需求选择尧管理并制作所需的资源曰三是要求教
师能够依据教学目标袁设计数字化教学活动袁例如袁在
教学活动中合理运用平板开展活动等曰四是要求教师
能够创设虚拟学习空间与物理学习空间融合的学习

环境袁例如袁利用 VR尧AR尧MR等技术突破时空限制袁
为学生创设沉浸式的混合学习环境遥
数字化教学实施袁一是要求教师能够利用数字技

术资源支持教学活动有序开展袁例如袁合理运用平板
等智能终端支持教学活动的有效组织和管理袁提升学
生参与度和交流的主动性曰二是要求教师能够利用数
字技术资源整体调控和优化教学流程袁例如袁在线教
学活动中基于学生反馈改进教学环节等曰三是要求教
师利用数字技术支持个别化教学袁例如袁通过在线作
业测试了解学生在知识点掌握上的差异袁灵活调整教
学策略袁开展针对性的指导遥

数字化学业评价袁 首先教师要能够合理选择和
使用评价数据采集工具袁例如袁合理选择并运用教室录
播系统尧在线调查平台等数字工具采集学生课程表现尧
课后作业和测试考试等多模态学业数据曰其次袁在采集
数据的基础上袁 教师要能够选择与应用合适的数据分
析模型开展学业数据分析袁挖掘学业数据特征曰最后袁
对于数据分析结果袁 教师要能够借助数字工具对学业
数据分析结果进行可视化呈现与解释袁例如袁利用柱状
图尧 饼状图等可视化形式对学业数据分析结果进行
直观呈现袁并能对可视化结果进行解释遥
数字化协同育人袁一是要求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

中注重对学生数字素养的培养袁例如袁引导学生开展
数字化学习尧提升学生数字社会责任感曰二是希望教
师能够利用数字技术资源开展德育教育袁例如袁借助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拓宽德育途径曰三是希望教师能够

利用数字技术资源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袁 如心理训练尧
健康诊断等曰四是希望教师能够利用数字技术资源实
现更有效的协同育人袁例如袁利用数字技术资源主动
争取社会资源袁拓宽育人途径遥

渊四冤数字社会责任
数字社会责任是对教师在数字社会的基本道德

品质要求袁 也是数字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袁包
括法治道德规范和数字安全保护两个二级维度遥

法治道德规范袁 一是要求教师能够依法规范上
网袁自觉规范自身的上网行为袁例如袁遵守叶中华人民
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曳叶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曳等互
联网法律法规曰二是要求教师健康合理使用数字产品
和服务袁例如袁将新技术应用于教育教学领域时袁应注
意遵循教育规律尧符合相关伦理规范等曰三是要求教
师能够遵守网络传播秩序袁共同维护积极健康的网络
环境袁例如袁利用网络传播正能力袁同时坚决抵制虚假
信息尧不良信息和有害言论等遥

数字安全保护袁要求教师具备一定的数字安全意
识袁一方面能管理并保护个人信息和隐私信息袁例如袁
收集尧存储尧使用和传播个人尧学生尧家长及其他人群
数据时袁加强数据安全管理尧避免数据泄露曰另一方面
也能在工作中保护好工作数据的安全袁例如袁对于重
要的教学资源和文件袁注意定期多处备份遥此外袁还要
求教师能够做好网络安全防范袁例如袁注意防范电脑
病毒与网络攻击袁注意辨别尧防范和处置网络谣言尧网
络暴力尧电信诈骗尧信息窃取行为等遥

渊五冤专业发展
专业发展是指教师借助数字技术和资源促进个

体持续发展和群体共同成长的能力袁包括数字化学习
与研修尧数字化教学研究与创新两个二级维度遥

数字化学习与研修袁 一是要求教师能够根据个人
发展需要袁利用数字技术资源开展持续性学习袁例如袁利
用数字教育资源进行学科知识尧教学法知识尧技术知识尧
教育教学管理知识的学习曰二是要求教师能够利用数字
技术资源对自身教学实践进行分析尧反思与改进袁例如袁
借助智能评教系统对课堂录像进行诊断与分析袁精准发
现教学问题袁促进教学反思与改进曰三是要求教师能够
积极参与或主持网络研修袁例如袁参与网络名师工作室
组织的主题研讨尧经验分享尧课堂观摩等各项研修活动遥

数字化教学研究与创新袁一方面要求教师能够积
极开展数字化教学研究袁例如袁瞄准数字化教学中的
关键问题袁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袁开展相关
课题研究曰另一方面袁要求教师能够积极开展数字化
教学模式和学生学习方式的创新探索袁例如袁探索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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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技术支持下的混合式教学尧跨学科融合等以学生为
中心的教学模式袁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遥

四尧 教师数字素养评价路径

评价教师数字素养是了解教师数字素养发展现

状尧促进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重要途径遥 叶教师数字素
养曳标准为教师数字素养评价提供了重要依据遥 基于
该标准袁可进一步开展分层分类的精准评价尧数智驱
动的全面评价尧持续监测的追踪评价袁创新教师数字
素养评价路径袁实现更加科学尧有效的教师数字素养
评价袁促进教师数字素养发展遥

渊一冤分层分类的教师数字素养精准评价
开展分层分类的教师数字素养评价袁可充分分析

各级各类教师数字素养发展现状及问题袁为各级各类
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提出更具针对性尧个性化的教师
数字素养提升策略提供重要参考遥为满足各级各类教
师数字素养评价需求及发展诉求袁可基于叶教师数字
素养曳标准袁充分考虑不同学段尧不同学科尧不同水平
教师的发展差异袁 研制各级各类教师数字素养常模袁
开展教师数字素养发展水平的分层分类精准评价袁为
规范指导各级各类教师数字素养有效发展提供支持遥

渊二冤数智驱动的教师数字素养全面评价
大数据尧 人工智能等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袁为

教育教学评价改革创新提供了可行途径遥应用智能技
术可充分挖掘与分析教师数字素养发展过程与结果

数据袁使得评价方式更加数据化尧智能化和个性化袁评
价结果更具针对性尧全面性和客观性遥 为进一步提升
教师数字素养评价的客观性尧准确性袁助力教师教学

质量提升与教师数字素养发展袁可基于叶教师数字素
养曳标准的各级维度及其含义袁进一步明确教师数字
素养评价相关数据采集点和评价模型袁 应用人工智
能尧大数据等技术感知抓取与分析教师教学尧科研尧管
理等活动的过程数据与结果数据袁 实现更加全面尧客
观的教师数字素养评价遥

渊三冤持续监测的教师数字素养追踪评价
开展持续监测的教师数字素养追踪评价袁有助于

跟踪分析教师数字素养发展轨迹袁 为开展精准化尧适
应性的教师数字素养研修与培训提供有效支撑遥为健
全教师数字素养评价与发展机制袁助力教师数字素养
可持续发展袁可围绕叶教师数字素养曳标准袁建立各月
度尧学期尧学年等周期的动态发展追踪监测机制袁通过
对比分析教师在数字素养各维度表现的差异性变化袁
绘制教师数字素养的个体发展曲线和群体发展态势袁
实现对教师数字素养长期追踪尧 深度全面的分析袁为
教育管理者建设高质量教师队伍提供决策支持遥

五尧 结 语

当前我国正处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时期袁数
字技术逐步重塑教育教学全过程袁数字素养成为教师必
备的关键素养遥开展教师数字素养理论研究对于明晰教
师数字素养概念内涵尧明确教师数字素养发展方向具有
重要作用袁有助于促进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教师队伍
建设与发展遥 本研究围绕教师数字素养开展研究袁通过
探究教师数字素养内涵演进历程袁解析叶教师数字素养曳
标准主要内容袁探讨了教师数字素养评价路径袁以期为
我国教师数字素养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思路和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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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vigorously promo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and teachers are
undoubtedly the key element in this transformation process.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ff in the
digital era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digitization of education. With the release of the standards of Digital
Literacy for Teachers, how to accurately assess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and skills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history of digital
literacy, compares the typical international indicator frameworks,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as well as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standards of Digital Literacy for
Teacher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evaluation path of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which is hierarchical and
categorized, driven by digital intelligence, and continuously monitored,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accurately
grasping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level and scientifically planning the future improvement path.

[Keywords]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Connotation Evolution; Standard Interpretation; Literacy
Evaluation; Teacher Development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digital literacy of rur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s in urgent need of effective enhancement to help rural teachers to cope with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digital challenges. This study argues that improving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rur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s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education,
which can sustainably enabl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o go deeper, help teachers to adapt to new
technologies and new models, thus innovating the teaching experience, help to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and bring high-quality educational resources to rural students,
promote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rural students and effectively bridge the "digital divid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students. In the process of upgrading, there are practical dilemmas, such as the weak willingness of
rur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to upgrade themselves, the practical shackles for rural
teachers' training, and the difficulty of accurately evaluating and characterizing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In
this regard, the smart education platform should be used as a "bridge" to narrow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teachers' motivation to improve, and to strengthen the enthusiasm of rur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The real needs of rural teachers should be used as a "blueprint" to carry out evidence-
based training and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raining orient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effectiveness. And
the digital badge should be used as a "pivot point" to improve the evalu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digital
literacy of rur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Keywords] Digital Literacy; Digital Badges; Rur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Teacher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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