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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数字素养提升：以研训专业化为底色的

数字化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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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1援华东师范大学 开放教育学院袁 上海 200062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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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袁教师的数字素养水平成为影响数字化转型成效的关键所在遥教师研训是提升教

师能力素养的关键路径袁如何在数字化环境中推动研训变革袁进而有效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袁是研究与实践领域都高度

关注的问题遥 为此袁本研究先是明确了基于专业化思考的尧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师研训追求袁即能力本位尧关注差异与规模

实施曰接着以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提升工程 2.0所采取的研训举措为思考起点袁分析其优势及不足曰然后袁梳理数字

化背景下的教育前沿实践袁探讨创新研训的可能做法曰最后袁结合前续实践不足与研训创新可能袁从研训实施与质量管

理两个层面提出面向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数字化实践路径遥研训实施路径是对能力提升工程 2.0基础模式的优化袁包括

以校为本尧聚焦场景尧应用驱动尧精准测评尧赋能学生等曰质量管理的数字化实践路径是前续实践较为欠缺的袁包括打造

头部资源尧实施扁平教研尧嵌入普适支架尧关联数据治理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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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在前沿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国家政策的持续推动

下袁野教育信息化冶已成为促进育人模式变革尧助力学
生全面发展尧推动新时代教育公平的核心要素袁一路
高歌猛进袁进入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新阶段[1]遥 作为野数
字中国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促
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推动力量遥作为教育发展的
第一资源袁教师的数字素养成为关系数字化转型成效
的关键所在袁世界各国及相关国际组织对此均非常关
注袁相继发布教师数字素养或数字化胜任力框架[2-3]袁
教育部也于 2022年 12月发布叶教师数字素养曳行业
标准[4]袁从数字化意识尧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尧数字化

应用尧数字社会责任以及专业发展五个维度对教师提
出了适应数字变革与教育未来的新要求遥

面对新标准尧新要求袁教师需要通过专业发展活动
来提升自己的能力遥近几年来袁教师专业发展的追求逐
渐从野知识习得冶向野实践迁移冶转变遥 为了实现这种转
变袁相应活动往往需要理论尧示范尧实践尧指导与反馈等
多种要素的有机组合[5-6]袁强调研训一体袁为此袁本研究
用野教师研训冶一词来指代相应的教师发展活动遥

基于成人学习和教师发展的专业研究袁要想达到
野实践迁移冶的效果袁首先要明确野能力本位冶的研训目
标袁并在研训设计与实践中体现应用性尧开展野做中
学冶袁要帮助教师运用所学解决真实问题曰其次袁研训
目标中也要体现野关注差异冶袁研训内容要基于教师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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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问题袁需要精准诊断和差异性实施袁研训过程要
有效嵌入教师的实践过程袁在适当时机提供有效且准
确的干预曰最后袁虽然野能力本位冶和野关注差异冶是教
师专业发展的应然追求袁但在实然状态下袁能够达到
这种水准的研训活动不但凤毛麟角袁 而且成本不菲遥
然而袁为了满足数字化转型的要求袁每位教师均需提
升数字素养袁因此袁这样一种提升行动的设计还必须
要达到野规模实施冶的目标遥

能力本位尧关注差异尧规模实施是基于专业化思
考的尧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师研训追求袁其达成必须借
助信息技术的力量遥 作为一种通用的使能技术袁信息
技术具有增强任何领域技术的潜力[7]袁它已经在各个
领域中实现了降低成本的同时袁也提升了产品与服务
的数量与质量[8-9]遥 在教师研训领域袁信息化同样发挥
着重要作用袁在线研训尧混合研训尧自主学习等无不体
现信息化带来的强大助力遥结合前面对研训追求的分
析袁在信息化升级到数字化的这个阶段袁人们对于教
师研训的追求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要要要能力为本的

大规模精准研训[10]袁质量要高袁规模要大袁同时还要关
注差异袁体现精准性遥
面对数字化教与学的挑战袁教师的数字素养既有

大规模提升的必要袁 又有该主题自带的数字化情境袁
理应成为野能力本位大规模精准研训冶的最新示范遥为
此袁本研究立足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现实基础和发展
诉求袁探索数字化全方位赋能研训的创新可能袁期望
形成以研训专业化为底色的数字化实践路径遥

二尧以前续研训实践为思考起点的问题分析

能力本位的大规模精准研训袁这个发展目标的高
质量达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遥在以往的大量研训实践
中已形成某些有效的方法袁达到了一定成效遥 中小学
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前续研训实践袁是中小学教师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渊以下简称 野能力提升工
程冶冤遥 该工程已先后启动并完成了两轮遥 每一轮工程
产出了在当时具有引领价值的创新做法遥 在 2022年
完成的能力提升工程 2.0渊2019要2022冤袁通过面向全
国 1000多万中小学教师的全员研训袁 提升了教师的
信息化教学能力袁初步形成了以校为本尧基于课堂尧应
用驱动尧精准测评的教师信息素养发展新机制[11]遥 以
校为本袁强调要根据学校的发展需求来确定教师的学
习需求曰基于课堂袁强调教师的学习要指向真实教学
情境中的问题解决曰应用驱动袁强调根据应用任务的
要求开展选择性学习曰精准测评袁强调面向信息化教
学的微能力测评与过程测评遥 从教师的视角来看袁整

个研训过程呈现了如图 1所示的流程遥其中灰色部分
可以理解为培训学习袁而白色部分为实践学时遥 整个
过程体现了野做中学冶的思路袁为以学校为单位尧大规
模地开展能力为本的学习奠定了模式基础袁使参与教
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得到有效发展遥 2022年袁由全国
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办公室遴选

的信息化教学创新典型案例中袁混合学习环境和智慧
学习环境实践案例占信息化教学创新案例的 85%遥

图 1 教师视角看能力提升工程 2.0的研训过程

能力提升工程 2.0 的设计与实施已为能力本位
的大规模精准研训奠定了模式基础袁它的不足主要体
现在质量管理方面遥 本研究通过先后与 18位高校专
家尧 研训专家和省级工程办负责人代表进行分组研
讨袁聚焦出以下需要重视的问题遥

渊一冤逐级推进的研训管理模式容易产生成效衰减
我国的研训工作基本上是通过野国培要省培要市

培要县培要校培冶五级体系来贯彻落实的袁这种管理
模式层级清晰尧职责明确袁但同时袁面对规模大尧创新
性强的研训模式袁理解程度容易逐级衰减袁在体系中
的某一个层级上出现理解不到位袁向下贯彻的质量就
会受到影响遥常规的高级研修班和过程性属地指导可
以在较大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袁 但仍呼唤低成本尧常
态化的数字化解决方案遥

渊二冤参差不齐的网课质量极大地影响了学习效果
如图 1所示袁网络课程作为伴随教师学习与实践

的重要输入来源袁其质量至关重要遥部分地区在招标尧
竞标的过程中评价标准与研训主题本身的要求不一

致袁因而出现了质量不高尧或适配度不强的问题遥质量
不高的表现是多方面的袁在媒体表现得到普遍满足的
今天袁主要体现在缺乏对研训主题的深刻理解袁缺乏
对教师工作逻辑的有效关照袁因而很难支持野能力本
位冶这个层面的研训目标遥 适配度不强则主要表现在
无法适配野精准研训冶的层次性与颗粒度袁往往不能向
教师提供野恰需冶的资源遥

渊三冤指导与干预的专业性不足降低了实践反馈
的效果

在教师开展实践尧参加教研的过程中袁往往需要
专家的伴随性指导与即时干预遥以微能力测评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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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评方式袁需要基于表现的专家评估遥 在能力提升
工程 2.0中袁这部分专业性较强的工作是由各地与各
校的研训团队来完成的袁包括领域专家尧教研员尧研训
者尧学校管理团队等遥 各地研训团队的专业水平参差
不齐袁且对这支队伍的能力提升与评价管理也体现出
不同的水平袁 对教师实践的指导反馈水平自然也不
同袁这往往决定着大规模教师发展项目最后一公里的
质量问题袁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教师的实践成效遥

渊四冤数据驱动的评价体系有待完善
在能力提升工程 2.0中袁已较大规模地使用了数

据驱动的评价遥 在课堂实践中袁一些学校采用了课堂
分析系统袁可以助力教师从学生表现尧教学表现等多
个角度来评价自身表现曰在过程性能力测评中袁信息
素养测评体系在少数省份尝试应用袁可以在教师无感
知的情况下抓取数据袁支持信息素养评价曰在终结性
能力测评中袁微能力测评得以全面应用袁可以从教师
个人尧学校尧区域等不同层面上进行能力刻画遥但总的
来讲袁一方面袁这些面向教师的证据链条没有贯通袁来
自不同平台的不同维度数据难以衔接曰 另一方面袁过
程性测评与终结性测评的智能程度不高袁绝大部分平
台无法给出有见解的决策建议遥

三尧技术赋能的教育创新实践前沿

在数字素养提升的前续研训实践渊能力提升工程
2.0冤中所出现的问题袁事实上绝大多数是以大规模为
特征的研训项目的常见问题袁归根到底袁它体现了高
质量与大规模之间的张力遥随着近几年信息技术的指
数级发展袁我国在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尧信息
化促进教育公平等方面的持续作为袁为释放这种张力
提供了越来越强大的支撑遥

渊一冤国家层面的头部内容供给可以无衰减地惠
及所有教师

2012年袁MOOC元年之后袁建立优质课程资源的
行为一直未停止遥而随着实践的开展袁人们意识到袁这
样的优质资源在越高的层面上建设就有越大的价值遥
2022年以来袁教育部大力推进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袁
作为该行动成果之一的野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冶渊以下简
称野国平台冶冤超速建成并投入使用遥通过该平台袁基础
教育尧教师教育尧高等教育等方面的头部内容得到公
益共享遥 所谓的野头部内容冶是互联网运营用语袁是指
那些可以稳定吸引大量使用者的内容遥头部内容是稀
缺的袁谁掌握了头部内容袁谁就掌握了互联网商业运
营的成功密钥袁因此袁这些内容可谓是商家必争袁很难
公益共享遥 在教师发展领域中袁头部内容就是各个领

域的资深专家学者尧卓越校长尧优秀教师以及在专业
人士支持下精心打磨所形成的优质课程资源遥这些资
源渊包括智力资源与课程资源冤为广大教师所渴求袁但
同样也是稀缺的袁越是偏远尧薄弱的地区越难享有遥国
平台以国家之力尧以技术赋能袁促成了头部内容的筛
选与公益共享遥高水准的头部内容以野扁平化直递冶的
方式袁无差别地惠及所有教师袁可以避免知识的传递
衰减袁将极大地促进教师研训公平遥

渊二冤雁阵效应已在信息化助力中形成成熟策略
大雁群在迁徙时袁飞行中一只大雁的羽翼能借助

前一只大雁的羽翼所产生的动力袁使飞行省力袁这就是
所谓的野雁阵效应冶遥 这种效应给管理工作带来很多启
示袁在教育公平的实践中也被频繁提及遥 近几年来袁通
过三个课堂尧双师教学尧一对一帮扶尧协同教研尧整县推
进等实践袁 我国在切实地探索着促进教育公平的实践
路径袁并且得到了一些普适的方法路径遥 例如院研究者
通过对现有指向基础教育高位公平的成功案例进行分

析袁提炼出促进项目成功的核心策略袁即使命驱动尧领
袖教师尧极简技术尧示范先行尧敏捷迭代尧明确聚焦尧降
维支持[12]遥 野三个课堂冶正视教育差距袁以课堂为载体袁
从提升课堂的专门性尧共享性尧开放性入手袁有效支撑
教育的起点和过程公平袁助力达成结果公平的愿景袁有
效促进教育高质量提升[13]遥 再例如院教育部实施部署北
大尧清华等 48 所高校对接精准帮扶 112 所县域普通
高中袁有效提高我国县城普通高中整体办学质量和水
平[14]曰江苏省泰州市在义务教育阶段基本全覆盖开展
野名校+新校冶野名校+弱校冶等集团化办学模式袁实现优
质资源共建共享袁促进集团内学校协同发展[15]遥

渊三冤生成性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助力智能测评突
破边限

在当前的基础教育与教师教育中袁已有一些学校
或教研机构采用课堂分析系统尧教研分析平台等助力
数据驱动的差异化教学与评价遥但原有的分析系统受
限于智能技术的介入水平袁其所能提供的功能和服务
还比较有限袁存在测评目的异化尧数据采集单一尧分析
缺乏深度尧结果可视化水平低尧反馈智能化薄弱等问
题[16]遥 这些问题虽然部分可以通过面向数据智慧的设
计与管理来解决[17]袁但对大量需要依赖专家理解的表
现性渊如教师的提问与理答质量尧教师评价量规的设
计水平等冤评价而言袁技术往往无能为力遥 而野能力本
位冶 的测评恰恰需要依赖对教师的表现性评价来完
成遥 生成性人工智能渊Generative AI冤的横空出世极大
地缩短了这些分析系统的智能化进程遥以 ChatGPT为
例袁它不但在自然语言处理尧文本理解尧文本生成尧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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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处理尧图像生成等方面有重要突破袁而且在人机对
话中可以提供合适且准确的答案袁极大程度地体现出
对人类语言的理解和对人类思维过程的复制遥这些成
就势必带来智能测评领域的重大突破遥

渊四冤世界范围内的微认证实践体现能力发展与
评估的更多可能

微认证作为一种新的教师专业发展方式袁为教师
提供一种证明正式与非正式学习及成果的机会袁 教师
可以用教育教学实践成果作为证据袁 申请评估和认证
他们已经掌握或发展的能力[18]遥能力提升工程 2.0所采
用的微能力测评即采用了微认证的做法遥近三年来袁微
认证/微证书在 2021要2023年叶地平线报告曳的关键技
术中持续上榜[19]袁体现了它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强大生
命力遥在这几年世界范围的实践中袁微认证进一步加强
了知识的模块化尧证据的绩效化尧结果的堆叠性和凭证
的移植性 [20]遥 其中可堆叠微认证 渊Micro-credential
Stacking冤是指在每个微认证证书都具有直接价值的前
提下袁将多个微认证证书组合叠加起来袁以满足更高阶
证书的要求袁 这种新的形式进一步提升了能力发展与
评估的灵活性和适应性[21]遥 除了设计层面的微认证发
展之外袁叶地平线报告曳 遴选的优秀案例在实施方面呈
现出新的进展袁包括院实现多元主体渊教育行政尧用人单
位尧学习者冤之间的一致性与共治性袁使微认证的专业
认可度得以提高曰 在全程质量管理与认证融通方面有
可行做法曰 在专业评估人员的培养方面形成了成熟做
法曰采用了虚拟情境的方法袁为无法在真实情境中开展
实践的学习者提供了情境学习的机会曰等等遥

渊五冤技术赋能实现学习者为中心的开放灵活学
习方式

创新实践与技术的发展使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研

训理念得到强大支撑遥研训形态从一元化转向多元并
存袁为教师提供了基于资源的自主式学习尧基于关系
的混合式学习和基于场景的嵌入式学习等多种学习

方式[22]遥 首先袁学习方式更加弹性灵活遥 2022年尧2023
年连续两年持续在叶地平线报告院教与学版曳中上榜的
关键技术要要要混合弹性渊Hyflex冤模式[23-24]袁支持学习者
在面对面教学尧在线异步教学和在线同步教学之间进
行灵活选择袁具备个性灵活尧多样丰富尧高效节约尧可
持续性等显著优势袁特别有利于成人学习者解决工学
矛盾袁保证学习的持续性与适应性遥其二袁学习形态更
加开放融合遥 数字技术可以衔接离境学习与校本教
研袁虚实融合的学习空间场景也逐步成为教师专业生
活重要场景之一[25]遥 同时袁伴随着微认证的持续发展袁
场馆学习尧自主研学等非正式学习形态得以延伸和发

展[26]袁对教师专业发展中的正式学习给予必要补充遥
其三袁学习方式更加嵌入实境遥 学习资源与学习干预
的伴随性提供袁使得基于场景的嵌入式学习成效得以
保证遥在这种学习方式中袁场景作为一种连接方式袁链
接需求尧学习与应用袁满足教师研训对野学以致用冶的
需求袁实现野基于课堂尧服务课堂冶的深度学习遥

渊六冤数据分析的发展呈现出更多的教育治理可
能性

在不同层面的教育教学实践中袁虽然数据管理平
台越来越普及袁但总体来讲袁教育行政部门尧项目管理
部门尧教师研训部门尧中小学校之间的证据链条没有
贯通袁教师研训成效尧学生学业成效与教师队伍治理
之间难以形成有效链接遥 随着智慧教育示范区[27]尧野人
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冶[28]等国家级项目的引领探

索袁教育治理诉求与技术应用可能之间不断碰撞与融
合袁若干示范基地尧试点项目已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创
新案例遥 在这些案例中袁智能技术依托模型分析和深
度学习厘清教育治理的多层逻辑袁统筹兼顾多元主体
诉求袁在合理预测教育事件事态变化趋势尧支持决策
与指导等方面初显成效遥诸多试点区域建设集综合指
挥尧关联分析尧趋势预测尧研判预警等功能为一体的教
育驾驶舱袁整合教师能力指标袁形成面向综合问题或
专项问题的数据见解遥例如院在上海市闵行区袁在不同
层面管理者的可视化看板中袁结合了教师数字化决策
能力的指标曰杭州市富阳区结合教师发展的各种实践
成果袁构建教师队伍的均衡指数等遥 这些成果显示了
从治理层面精准关联教师研训成效的可能性遥

四尧面向数字素养提升的数字化实践路径

数字素养是教师在数字时代的基本素养袁其提升
任务同样要满足能力本位尧关注差异尧规模实施的要
求遥基于对前续实践的问题分析与创新技术的发展梳
理袁本研究通过先后与 18位高校专家尧研训专家和省
级工程办负责人代表进行分组研讨袁认为新周期的提
升工作要坚持前续实践渊能力提升工程 2.0冤模式的成
功之处袁同时还要重点通过数字化方式破解前续实践
中的质量管理问题遥 基于以上思考袁形成了如图 2所
示的面向数字素养提升的数字化实现路径遥

在此框架中袁以野教师发展变革冶为逻辑起点袁以
满足野能力本位尧关注差异尧规模实施冶为努力方向袁以
野头部资源尧扁平教研尧普适支架尧关联治理冶为质量管
理层面的实践路径袁以野以校为本尧聚焦场景尧应用驱
动尧精准测评尧赋能学生冶为研训实施层面的实践路径袁
促进教师在集体学习尧自主学习尧混合学习尧项目学习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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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师课堂尧家校协同尧行动研究等教育场景中的数字
素养提升袁并且学以致用袁最终促进育人模式变革遥

在研训实施层面袁能力提升工程 2.0的基础模式
本身已体现了能力本位大规模精准研训的追求袁但在
新的研训主题渊数字素养冤以及新的数字化环境中袁还
需做模式微调遥 微调的第一个方面是袁强化场景化学
习的重要性袁数字赋能的教与学并不是发生在课堂之
中袁而是发生在更加开放与弹性的学习空间中遥 微调
的第二方面是袁从研训专业化的理论来梳理袁学生发
展是教师学习与发展的目标起点袁 也是成效落点袁这
本是不言自明的事情袁但由于采集学生发展的证据难
度大且专业要求高袁在数字采集工具不成熟尧不便捷
的情况下袁往往难以实现遥 而数字素养提升这一主题
本身就置身于数字化环境之中袁面向野赋能学生冶的追
求有更大的循证可能性袁值得追求遥因而袁相比能力提
升工程 2.0中的野以校为本尧基于课堂尧应用驱动尧精
准测评冶袁野以校为本尧聚焦场景尧应用驱动尧精准测评尧
赋能学生冶更能体现数字素养主题下的实践路径遥 最
后袁同样是野精准测评冶袁在数字素养测评中还应采纳
可堆叠微认证与智能测评等前沿的实践与技术遥

图 2 面向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数字化实践路径

在质量管理层面袁能力提升工程 2.0已有较多做
法袁但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袁主要是依靠人力来进
行管理推进的遥 随着国家数字化战略的推进袁在改进
大规模研训项目的质量管理方面袁将可以采用更有效
的数字化路径遥

渊一冤打造头部资源袁基于国平台构建资源体系
国平台为优质资源的辐射与分发提供了公益且

便捷的渠道袁可以有效避免教师研训过程中的传递衰
减遥为此袁围绕数字素养提升为主题袁在国家层面组织
开发面向教师尧管理团队和研训团队的系统性核心课
程袁遴选研训实施与教育应用的典型实践案例袁打造
国家级的精品资源袁 将充分发挥课程的引领效应袁严
控教师学习的输入质量遥 此外袁作为课程资源的新形
态袁国际范围内面向师范生与新教师的虚拟实训环境
正在陆续推出[29]遥 如能依托国平台开发教师沉浸式虚

拟训练系统尧搭建关键数字化学习场景袁将有助于进
一步加强场景化学习的教育公平遥 同时袁各地教育行
政部门还要依据数字素养标准和本地教师实际水平袁
统筹开展本地区研训资源与案例建设袁与国平台中的
头部资源形成互补袁完善资源供给体系遥

渊二冤实施扁平教研袁全流程开展过程咨询与指导
扁平教研是针对传统的层级教研而言的袁它将打

破专家的逐级指导设置袁借助网络平台袁帮助不同层
级的研训团队在一个层面进行研讨尧 分享与问题解
决袁由于中间层级的减少袁可以实现更高效的决策尧更
广泛的参与和更流畅的信息沟通袁有助于大规模地实
现研训过程中的科学指导遥 在国平台上袁能够开设各
种类型的虚拟工作室遥 基于这样的功能设置袁可以整
合领域专家袁依托国平台开设面向数字素养提升的组
织管理与实践指导工作室袁 构建扁平化教研机制袁形
成开放尧互联尧动态尧及时的沟通生态袁面向各地实践
直接提供专业且有针对性的指导袁及时获取各级反馈
的一手信息袁缩短沟通流程袁使受训教师低成本享受
高质量教研服务袁提高教研成效遥

渊三冤嵌入普适支架袁通过预设的测评与研训工具
支持大规模实施

在教师研训实施与管理过程中袁教师和研训团队
均需要专家知识袁虽然通过扁平教研可以在过程中动
态地生成专家见解袁但其时效性尧规范性尧普及性不
足遥在数字化环境中袁可以通过对可预见问题的梳理袁
生成普适性较强的支架袁将专家知识嵌入其中袁再将
这些支架嵌入数字平台袁支持教师和研训团队即时获
取指导遥例如院在数字素养测评中袁需要高信效度的测
评问卷尧测评指南尧微能力证据提交指南曰在研训实施
过程中袁需要能力点选学指南尧资源选学指南尧教学设
计模板尧能力点示范案例等曰在研训管理过程中袁需要
资源建设指南尧研训者与管理者评估标准等遥 预设的
普适性支架可以起到主动干预的效果袁与扁平教研所
能提供的生成性干预相结合袁可以在更大的覆盖面与
更细的颗粒度上支持大规模的高质量研训遥

渊四冤关联数据治理袁以能力评价为线索打通研训
实施要质量管理要队伍治理的体系链条

当前袁国平台正在着力联通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
统袁打通不同部门尧不同业务步骤之间的数字化协同
通道袁搭建统一的内部数据标准体系袁以便对教师研
训全流程进行数字化改造和智能升级遥在这样的背景
下袁有助于基于能力评价打通研训实施与队伍治理之
间的数据链条遥 在研训实施上袁以过程性与终结性的
能力评价为主线袁进行数据支持的基线调研尧过程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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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和精准评测袁开展持续监督与改进曰在研训管理上袁
基于能力评价袁可以实现教师尧学校尧区域不同层面的
能力画像遥 有了这些数据基础袁在教育治理的数字化
进程中袁就可以科学采集教师的能力水平袁将其作为
评判教师个体素质与群体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遥从实
施到管理再到治理袁野能力评价冶数据的高信效度采集
是关键袁而研训全流程的数字化程度使之成为可能遥

五尧结 语

数字技术持续深刻重构教育生态袁给教育教学实
践带来了诸多新的可能袁数字素养因而成为教师在追
求高质量教育过程中必备的核心素养之一遥 与此同
时袁 数字技术对教师专业学习也带来颠覆性的变化袁
教师专业发展的学习方式尧管理方式尧治理方式都在
不断变革与发展袁让能力本位的大规模精准研训成为
可能袁为数字素养提升提供了更有成效的路径支撑遥
在教师专业发展的变革之中袁野专业化冶始终是保

证方向正确的根本所在遥 野能力本位冶和野关注差异冶正
是研训专业化传递给我们的应然追求袁而数字化路径
则是信息技术发展带给我们应对野大规模冶与野高质
量冶的赋能利器遥以数字化路径来提升教师的野数字素
养冶袁其在教师发展领域的示范意义值得期待遥本研究
分析了能力提升工程 2.0中发现的问题袁结合技术创
新带来的研训可能袁为数字素养的提升提供了若干实
践路径袁这些路径不仅适用于数字素养这一主题袁也将
适用于更广泛的研训主题遥 同时袁我们必须再次强调袁
能力本位的大规模精准研训袁 这个发展目标的高质量
达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袁在这一方向上袁存在着许多未
被解决的问题袁如教师的内生动力持续激发尧教师能
力的无干扰精准诊断尧研训指导的智能实现尧教育多
元场景的沉浸式呈现等袁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教育领
域与技术领域学者的跨域合作袁需要研究与实践的持
续迭代遥 相信在未来袁我们能够在数字时代中开创出
更加美好的教师研训新篇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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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ing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A Digital Practice Path with Research and
Training Professionalization as the Base

YAN Hanbing1, YU Shuzhe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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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primary resource fo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the level of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has become a key factor influe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eacher training is a key
path to improve teachers' competence. How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teacher training 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so as to effectively enhance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is an issue of great concern in both
research and practice fields. To this end, this study first clarifies the pursuit of teacher training based on
professionalized thinki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competency-based, attention to differences,
and scale implementation. Next, starting from the training actions adopted by the Project 2.0 for promoti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this study analyzes it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The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utting-edge educational practices in the digital context and
explores the possible innovative training methods. Based on the insufficiency of previous practices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innovative training, this study proposes a digital practice path for enhancing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raining implementation and quality management. The path for
training implementation is an optimization of the basic model of the Project 2.0, which is school-based,
scenario -focused, application-driven, precise evaluation, and empowering students. The digital practice
path for quality management is what is lacking in the previous practice, including creating top resources,
implementing flat teaching and research, embedding universal scaffolding, and linking data governance.

[Keywords] Digital Literacy; Training Professionalization; Research and Training Professionaliz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eache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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