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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强国的数字化特征、关键指标与发展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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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将教育数字化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进行专门部署袁强调教育数字化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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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 为了明晰教育数字化对我国教育强国建设的深远意义和影响袁以及推进教育数

字化转型与创新的现实路径袁文章首先通过文献研究梳理了世界教育强国教育数字化发展的共同特征袁总结了我国教

育数字化转型面临的问题与挑战遥 其次袁通过引入野教育硬实力冶和野教育软实力冶的理论分析框架袁从过程与状态的双重

视角构建了衡量数字化发展的表现性关键指标袁为教育数字化助力实现教育强国目标锚定了重点方向遥 最后袁立足当前

我国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数字化的发展进程与现实挑战袁提出发展对策院打造世界一流的教育数字基座尧形成中国特色

的数字教育思想尧构建影响世界的数字教育生态尧完善数字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尧加强数字化全民终身学习体系与推动数

字教育产业集群纵深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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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教育强国指教育综合实力与服务能力强大袁具有
全球性教育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国家[1]遥2023年 5月 29
日袁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教育强国进行第五次集体学
习时指出袁教育数字化是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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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 为实现野到 2035
年建成教育强国冶这一历史使命袁我国政府正在编制
叶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曳袁将教育数字化作为教育强
国建设的重要内容进行专门部署[2]遥

据测算袁 我国目前的教育强国指数居全球第 23
位袁相比 2012年上升了 26位袁是进步最快的国家[3]袁
但是与美国尧英国尧德国等世界教育强国的水平相比
仍有一定差距遥全面了解世界教育强国的教育数字化
发展特征袁结合我国教育数字化发展实际袁构建面向
教育强国建设的数字化发展软硬实力关键指标袁探讨
教育数字化发展的重要方向袁对推动以教育数字化助

力教育强国建设的使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遥

二尧世界教育强国的数字化特征

根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课题组基于国际可比数

据的评价结果袁2022年教育强国指数高于 0.65的国家
分别为美国尧英国尧德国尧澳大利亚等 15个国家[3]遥本研
究围绕教育强国指数排名前列的国家袁收集其发布的
教育数字化相关政策尧重要改革行动计划尧标准指南尧
典型案例等内容袁提炼世界教育强国教育数字化发展
的共同特征遥

渊一冤注重数字教育的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
近年来袁世界教育强国的教育数字化转型步伐不

断加快袁其在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袁高度重视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顶层设计袁并动员政府尧社会尧企业
等多方共同参与遥 例如院 美国于 1996年发布第一版
叶 国 家 教 育 技 术 计 划 曳 渊

冤袁此后每四年左右更新一次袁明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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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阶段教育数字化的愿景尧 目标和措施 [4]遥 英国于
2005年发布叶数字战略曳渊 冤袁提出利用
数字技术提高教师和学生的数字技能尧 建设数字基础
设施和资源尧推动数字化教学和评估尧促进发展数字化
学习社区等[5]袁并于 2017年再次发布叶英国数字战略曳
渊 冤袁 将教育信息化作为推动经济增
长和社会福祉的重要手段袁 重点关注如何提高全民数
字素养尧培养数字技术人才尧支持数字技术创新等[6]遥

渊二冤强调培养学生的数字素养与技能
世界教育强国强调教育改革应符合数字时代尧知

识经济发展的方向袁 需要重点培养学生的数字素养尧
全球化视野尧批判性思维尧问题解决能力尧数据驱动的
决策能力等袁帮助学生实现从学校到工作场所的顺利
过渡[7]遥
一是数字素养标准的研制与推广遥美国是较早关

注学生数字素养与技能培养的国家袁美国学校图书馆
员协会 渊AASL冤 和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 渊AECT冤于
1998年联合发布 叶面向学生学习的信息素养标准曳
渊 冤袁
为美国中小学提供了信息素养教育的概念框架和指

导方针[8]遥 欧盟稍晚于美国袁2012年几乎所有欧盟成
员国均开始通过制定学校教育政策来推动学生数字

素养教育的发展遥学生的数字素养目前已被众多教育
强国视为数字时代的基本生存能力[9]遥
二是 21世纪技能概念的提出与实践遥 美国中北

部地区教育实验室 渊NCREL袁The North Central
Regional Educational Laboratory冤 最早于 2003年发布
了叶面向 21世纪学习者的 21世纪技能院数字时代的
基本素养 曳 渊

冤报告袁主要包括
四个方面的内容院数字时代的基本素养尧创新思维尧有
效沟通和优质高效的产出[10]遥近 20年来袁21世纪技能
的培养目标框架得到了欧美发达国家教育界的广泛

推广与普遍认同遥
渊三冤关注教师数字能力发展与课堂变革
世界教育强国普遍认为袁教师需要适应数字社会

的发展需求袁 具有应用数字技术创新教育教学的意
识尧态度尧方法与技能袁积极改革课堂教学模式[9]遥
一是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标准的研制与推广遥 自

1993年开始袁美国尧欧盟尧英国等先后发布了叶国家教
师教育技术标准 曳

冤尧叶欧洲教育工作者数字能力
框架曳渊

冤尧 叶数字化教学专业框架 曳 渊

冤等标准和框架袁推动
教师提高其在教育教学中应用技术的能力[11-12]遥在学术
界袁 美国学者 Koehler 等提出了教师数字能力的
TPACK发展框架袁 强调要超越单纯的学科内容知识尧
教学法知识和技术知识袁 寻求三者之间的动态交互和
协同发展袁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与普遍认同[13]遥
二是推进数字技术环境下的课堂变革遥欧美发达

国家的教育界普遍认为袁以野教师尧课程尧课堂冶为中心
的传统教学忽视了学生的主体作用袁鼓励学生掌握应
用技术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袁持续推动以野做中学冶
为核心的项目式学习遥 2000年袁美国学者先后发表了
两篇有关野翻转课堂冶的文章[14-15]袁至此袁翻转课堂作为
一个明确的尧独立的概念被提出袁成为 20多年来独树
一帜尧席卷全球的课堂变革模式之一[16]遥

渊四冤推动技术引领的教育教学形态重塑
近二十多年来袁世界教育强国广泛推动数字技术

与教育系统的全方位尧深层次融合袁重塑传统学校教
育尧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形态袁构建了大量影响世
界的数字化教育教学新模式遥

欧美国家近十多年来推动的野大规模开放在线课
程冶渊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袁简称 MOOC冤便是技
术引领教育教学形态革新的典型案例遥第一门 MOOC
课程是由加拿大学者乔治窑西门子 渊George Siemens冤
与斯蒂芬窑唐斯渊Stephen Downes冤基于关联主义学习
理论的原则袁 在 2008年利用社会网络软件组织实施
的遥 MOOC的理念在后续的大量网络化教学实践中不
断发展袁 逐步向实用主义的方向演化袁 随后形成了
cMOOC尧xMOOC尧SPOC和混合型 MOOC 等不同实践
模式遥 MOOC的出现开启了人类对野全球化课堂冶的课
程教学模式的探索袁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全球化进程遥

渊五冤持续推进数字资源开放和基础设施建设
世界教育强国为占领教育改革野高地冶袁纷纷加大

数字化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袁将人工智能尧云计算尧大数
据等新型数字技术融入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中袁持续推
进数字教育资源的开放与共享遥

在数字教育资源开放方面袁 麻省理工学院于
2001年启动了开放式课程 渊Open Courseware袁 简称
OCW冤项目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2002年提出了开放
教育资源渊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袁简称 OER冤倡
议遥随后袁美国尧英国尧德国尧澳大利亚等世界教育强国
致力于通过 OER运动推进优质资源的共建共享尧缩
小数字教育鸿沟遥 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袁世界教育强
国持续投入大量财政支持袁推动学校网络尧信息化设
备尧学习终端等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遥例如院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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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袁 英国投资 50 亿英镑启动 叶千兆计划曳渊
冤袁为学生提供更快的数字访问 [17]曰2021年袁德

国开启了国家教育数字化平台 渊Digitale Nationale
Bildungsplattform冤建设袁为创新型教与学提供更广阔
的数字访问入口及支持服务[18]遥

渊六冤建立数字公民发展框架与评价体系
世界教育强国重视野数字公民教育冶的研究与实

践袁 明确提出了培养数字公民的教育目标与评价框
架袁帮助公民不断提升适应数字社会的能力遥

2007 年袁美国学者 Mike Ribble 等在叶学校中的
数字公民曳渊 冤一书中提出
了数字公民素养九要素袁包括数字准入尧数字商务尧
数字通信尧数字素养尧数字礼仪尧数字法律尧数字权
责尧数字健康和数字安全[19]遥 2015年袁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发布的 叶安全负责任地使用信息通信技术培养
数字公民要要要亚太地区现状回顾曳袁分析了亚太地区
的数字公民教育政策并收集了当前数字公民与网络

健康倡议和计划的信息袁 为后续数字公民教育迭代
改进提供借鉴与指导[20]遥 2016年袁美国华盛顿州以法
律的形式规定了要为 K-12的每个学生提供数字公
民教育[21]遥

三尧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随着数字技术在教育系统的全面渗透袁其对教育
的革命性影响日益凸显袁发展基于数字技术的教育新
生态袁推进教育体系的深层次尧系统性变革袁支撑引领
教育现代化发展袁已刻不容缓遥 目前我国教育数字化
转型处于起步阶段袁在理念认识尧理论研究尧基础建
设尧数字治理等方面存在一定问题袁影响了教育数字
化支撑教育强国建设的价值发挥遥

渊一冤对数字教育的认识与观念严重滞后
建设数字时代的教育强国袁 首先要深化对数字教

育本质与内涵的认识袁树立科学的教育数字化发展思想
和理念遥当前我国教育系统对教育数字化的认识与理解
基本还停留在技术工具层面袁 认为教育数字化只是对
传统教育的局部改善与升级曰在实践层面袁往往使用
最先进的数字技术巩固和强化传统的灌输式教学遥

对教育数字化的理解与认识需要站在时代发展

的角度遥人类已经进入一个人机协同尧认知增强尧虚实
融合的智能时代袁社会方方面面正发生深刻变革袁人
们对教育的诉求从标准化尧 规模化的一次性学校教
育袁转变为对时空灵活性尧资源多样化尧路径个性化
终身教育的需要遥 发展基于数字技术的新型人才培
养体系袁促进教育更加公平尧适切尧包容尧开放灵活袁全

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袁成为新时代教育改革的重
要目标遥

渊二冤中国特色数字教育理论亟待构建
我国经过多年的教育信息化理论与实践探索袁形

成了部分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理论遥在课程与教学
层面袁 我国教育信息化领域的前辈长期深耕教育一
线袁 构建了一系列具有本土特色的数字化教学理论袁
如李克东教授在 20世纪 90年代提出的野多媒体组合
教学设计冶理论尧何克抗教授提出的野双主渊教师主
导要学生主体冤冶教学理论等遥在数字教育形态发展层
面袁祝智庭教授尧黄荣怀教授等围绕智慧教育的内涵
与特征尧理论框架尧发展阶段等方面袁构建了颇具中国
特色的智慧教育教学理论遥在数字教育资源配置与服
务层面袁学者们积极探索应用互联网技术与思维构造
高质量教育环境支撑体系尧 健全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尧
优化教育服务供给体系尧 构建现代教育治理体系等袁
如陈丽教授团队提出了较为系统化的野互联网+教育冶
创新发展理论遥

尽管我国的数字教育理论创新已有一定的基础袁
但是总体而言袁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性数字教育理论
仍有待深化与完善袁未来亟待结合中国数字教育的改
革实践袁从本体论尧认识论尧方法论等方面持续完善数
字教育理论体系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教育理论
话语体系遥

渊三冤以数据为中心的教育新生态尚未建立
近年来袁我国积极推动数字教育改革实践袁探索

了各种新型教育教学模式袁但是当前学校教育仍以工
业时代建立的班级授课制为基本框架袁更适合于数字
社会人才培养的数字教育体系与生态尚未建立遥

数字教育的人才观是要培养适应数字时代的综

合型创新人才尧具备数字社会所需要的数字素养与解
决复杂问题能力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曰数字教
育的组织方式尧教学形态需要突破传统班级授课制的
局限袁追求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人才培养的有机融合
与统一曰数字教育的教学过程将是一种野人机复合体冶
的认知与学习过程袁实现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有效
协同曰 数字教育的评价将基于大数据等智能技术袁实
现更加科学尧专业尧客观的学生综合评价遥数字教育发
展需要推动数据驱动的教育教学流程的重塑袁建立由
物理空间映射而成的数字孪生空间袁通过调用物理空
间的元素在数字空间中完成教育教学的逻辑闭环[22]遥

渊四冤支撑数字化转型的数字基座建设仍有差距
数据是数字时代的燃料袁数字基座能够将各种电

子设备尧教学场景应用尧物联数联数据进行统一接入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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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管控尧统一归集尧统一治理袁是数字时代的教育新
型基础设施与基础性工程遥

2022年 3月袁教育部正式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公共
服务平台袁汇聚了海量的基础教育尧职业教育尧高等教
育数字教育资源尧服务和应用袁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
数字教育资源库遥 但是教育数字化的全面转型不仅需
要持续扩大数字教育资源的供给袁 还要不断提升教育
系统的网络与算力等基础设施水平尧 教育大数据的自
动采集能力尧数据挖掘分析能力等遥 目前袁我国教育系
统存在教育数字化环境对各类异构设备尧终端尧第三方
平台的适配能力不足袁 现有网络条件对实时高清流媒
体等为代表的高保真尧低延时传输能力支撑不够袁难以
满足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所需的算力与存储等问题遥

渊五冤数字教育的治理与伦理安全机制尚未健全
教育数字化治理是发展数字教育的重要内容袁伦

理安全是发展数字教育的基本保障遥由于数字教育发
展还处于起步阶段袁数字教育治理与伦理安全等领域
还存在诸多问题遥
一是数据驱动的教育治理水平较低遥 一方面袁不

同治理主体及部门的利益关系尧权责划分未进行明确
的界定与规范[23]遥 另一方面袁当前教育管理部门尚未
形成野用数而思尧因数而定尧随数而行冶的数据驱动的
教育治理理念袁 大多数地区尚未建立多源尧 丰富尧准
确尧互通的教育管理大数据中心或教育大脑袁教学尧管
理尧决策等方面的服务精准性尧科学性不高遥二是教育
数据安全保障机制不完善遥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缺乏专
门的数据治理部门袁尚未组建专职人员队伍 [24]袁教育
数据生命周期管理与安全防护的水平和规范化程度

不高遥 三是尚未建立清晰的数字伦理规范遥 在教育数
字化转型的过程中袁 由于缺乏必要的数字伦理指引袁
容易出现侵犯个人隐私尧损害他人利益尧扰乱数字教
育秩序等问题袁且算法的公平性难以得到保障遥

四尧教育强国建设中数字化发展的
硬实力与软实力

吴康宁将野综合国力冶这一概念迁移至教育强国视
野袁认为野教育强国冶就是野教育综合实力排在世界前列
的国家冶袁并进一步将教育综合实力区分为野教育硬实
力冶和野教育软实力冶两个部分袁提出教育硬实力是指教
育的财政投入尧入学率尧普及率等野硬碰硬的指标冶袁教
育软实力是指野教育的品质冶袁是一些反映教育内在特
征的教育属性[25]遥 循此逻辑袁教育数字化在支撑教育强
国建设进程中亦存在数字硬实力与数字软实力之分

渊见表 1冤遥 数字硬实力指教育数字化发展的基础性指

标袁侧重于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从无到有尧由少及多
的转变遥数字软实力指教育数字化发展的品质性指标袁
侧重于数字教育生态从有到优尧以优促优的蜕变遥需强
调的是袁 数字硬实力与软实力有助于从过程与状态的
双重视角袁 衡量教育数字化发展对教育强国建设的支
撑能力的强弱袁 进而为动态监测与调整数字化发展方
向提供客观依据袁 而非作为教育强国或教育数字化建
设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遥

表 1 教育强国建设中数字化发展的关键指标

渊一冤教育数字化的硬实力指标
数字硬实力由教育财政投入尧 基础设施建设尧数

字资源供给三方面组成遥教育财政投入指教育信息化
经费占教育经费总投入的比例袁较大程度上反映了教
育数字化发展的重要地位与紧迫性袁可进一步拓展市
场化多元投入渠道尧优化教育经费投入结构袁尤其要
强化对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购买优质数字资源

服务的投入力度[26]遥 基础设施建设体现为宽带接入尧
数字终端尧数字校园三个维度共四个指标院宽带接入
水平是教育新型基础设施高质量建设与应用的基本

前提袁 包括全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及接入带宽速
率曰教师教学所用数字终端与学生学习所用数字终端
是师生常态化开展数字教育的入口袁包括支撑教师教
学场景的数字化讲台尧数字化黑板尧专用计算机等数
字化终端袁及支撑学生学习场景的计算机尧智能手机尧
平板电脑等数字化终端袁其人均配备数量反映了教育

类别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硬

实

力

教育财政投入 教育信息化经费占教育经费总投入比例

基础设施建设

宽带接入水平

师均教学所用数字终端数量

生均学习所用数字终端数量

数字校园覆盖率

数字资源供给
数字教育资源国民教育体系覆盖率

各级各类数字教育平台数量

软

实

力

人才培养
师生数字素养发展指数

数字化教育教学水平

数字治理

各级各类教育大数据平台数量

数据驱动的教育决策水平

教育信息与网络安全水平

服务能力
数字化教育公共服务能力

数字化终身学习服务能力

国际地位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字教育理念与教

育模式

野慕课出海冶数量及选课人数

教育数字化产品全球市场份额

数字教育相关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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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基座建设水平曰数字校园是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
有机融合的校园新样态袁借助数字化手段实现教尧学尧
管评一体化袁有助于贯通解决线上线下教育野融合冶与
野常态冶问题[27]袁数字校园覆盖率包含数字校园建设覆
盖全国中小学的范围及其符合数字校园建设标准的

双重含义袁有效体现了教育新基建的广度与深度遥数字
资源供给体现为数字资源与数字平台两个维度院 数字
教育资源国民教育体系覆盖率指数字教育资源覆盖各

级各类教育的范围袁 映射数字教育资源满足人民群众
高质量教育资源需求及均衡配置的程度曰数字教育平
台既是数字资源汇聚尧传播尧应用的载体袁也是辅助教
师备课尧教学尧管理尧教研与学生学习的工具袁各级各
类数字教育平台数量反映了数字教育的承载力大小遥

渊二冤教育数字化的软实力指标
数字软实力由人才培养尧数字治理尧服务能力尧国

际地位四方面组成遥人才培养体现为数字素养与数字
化教育教学水平两个维度院数字素养与技能是指数字
社会公民学习尧工作尧生活应具备的数字获取尧制作尧
使用尧评价尧交互尧分享尧创新尧安全保障尧伦理道德等
一系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28]袁是当前国际公认的数字
时代人才培养的关键能力袁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应从
教师与学生两端双向发力袁建立师生数字素养发展指
数与测评模型 [29]袁 持续监测师生数字素养的发展情
况曰数字化教育教学即在数字教育理念与数字技术引
领下的线上线下融合教学新模式袁其常态化应用是育
人方式变革与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转向遥数字治理
体现为大数据平台尧教育决策能力尧教育网络安全三
个维度院各级各类教育大数据平台数量是数据治理技
术支撑能力的客观表现袁教育大数据平台动态汇聚与
分析教育过程数据尧教育管理数据尧公共管理数据等袁
在决策制定尧结果分析尧风险评估尧政策优化等方面为
管理者提供决策指导与依据曰数据驱动的教育决策水
平是数字治理服务支撑能力的内在要求和教育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袁以数据驱动的教育决策能够
扭转经验驱动的主观局限性袁实现野用数据发现问题尧
用数据寻找规律尧用数据检验效果尧用数据预测风险冶
的决策路径曰教育信息与网络安全水平构筑起数字教
育生态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安全屏障袁既包含数字资源
绿色安全尧个人隐私安全可控尧数字作品版权保护等
内部网络安全袁也包含防火墙尧数据加密尧入侵检测尧
访问控制等外部网络安全遥服务能力体现为数字化教
育公共服务能力与终身学习服务能力两个维度院数字
化教育公共服务能力是促进教育公共服务普惠性尧优
质化发展的有力支撑袁 一方面体现在对民族地区尧边

远地区尧脱贫地区等不同区域及基础教育尧高等教育尧
职业教育等不同群体的覆盖范围袁另一方面体现在资
源供给尧精准服务尧主动响应等服务效能曰数字化终身
学习服务能力是塑造野人人皆学尧处处能学尧时时可
学冶开放学习环境的关键支撑袁其主要体现在政府尧市
场尧社会尧个人等协同支持社会大众多样化尧个性化尧
泛在化学习需求的服务水平遥国际地位体现为理念输
出尧课程输出尧产品输出尧标准输出四个维度院理念输
出指产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字教育理念与教育模

式曰课程输出指野慕课出海冶数量及选课人数曰产品输
出指教育数字化产品的全球市场份额曰标准输出指发
布数字教育相关国际标准袁向世界全方位展示中国智
慧尧传播中国主张尧贡献中国方案遥

五尧教育强国建设的数字化发展路向

要实现 2035 年建成教育强国这一历史使命任
务袁必须立足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问题与挑战袁吸纳
世界教育强国的数字化发展典型特征袁 把统筹推进数
字化发展摆在突出位置袁 充分发挥数字硬实力与软实
力对教育强国建设的支撑引领作用袁对内要野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冶袁满足我国人民群众对优质均衡教育需要
的现实诉求袁对外要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
教育中心袁增强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遥

渊一冤打造世界一流的教育数字基座
教育新基建是实现教育数字基座建设的重要牵

引遥 2021年袁叶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
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曳正式发布袁提出了
加快构建结构优化尧集约高效尧经济适用尧智能绿色尧
安全可靠的教育新型基础设施体系的具体路径袁为打
造世界一流的教育数字基座提供了方向指引袁应从信
息网络尧平台体系尧数字资源尧智慧校园尧创新应用尧可
信安全等方面共同发力院其一袁加快推进各级各类学
校网络基础设施的迭代升级袁 推进 5G尧Wi-Fi6等网
络新技术进校园尧进课堂袁持续提升校园网络服务的
高速性尧稳定性和安全性曰其二袁加快推进数字校园的
高质量建设与全覆盖袁实现教学尧管理尧科研尧实验尧后
勤等设备和系统的数字化升级[30]袁有效贯通学校物理
空间与数字孪生空间多元场景曰其三袁加快国家数字
化公共服务平台与区域尧 校级数字教育平台的互联互
通袁不断提升其个性化尧精准化服务与管理支撑能力曰
其四袁加快形成野多源汇聚尧应用驱动尧用户评价尧持续
迭代冶的数字资源生产和应用路径袁拓展国民教育体系
及师范教育尧特殊教育尧思政教育尧家庭教育等数字教
育资源的覆盖范围袁丰富资源类型曰其五袁加强教育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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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规范管理与安全保障力度袁 建立覆盖数据采集尧
数据存储尧数据整合尧数据使用尧数据共享尧数据销毁等
环节的标准体系遥 我国未来需要进一步加速教育新基
建的全面布局与落地袁打造世界一流的教育数字基座袁
充分发挥数据和算力作为教育新型生产要素的作用遥

渊二冤形成中国特色的数字教育思想
推动数字中国建设大背景下教育学科与其他学科

的跨界融合与协同创新袁 建立与智能社会发展相符的
数字教育理论体系尧研究方法体系袁深刻把握教育数字
化发展的基本规律袁 取得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教育原
创性思想与变革性实践成果遥首先袁需要在全社会大力
宣传教育数字化发展的重要性与迫切性袁 建立起 野多
元尧开放尧联通尧创新冶数字教育理念的普遍共识袁激发
社会大众支持数字教育尧参与数字教育的积极性尧主动
性和创造性遥其次袁加快构建数字化推动教育强国建设
的理论体系袁系统化探究数字化背景下的新型知识观尧
课程观尧教师观尧学习观尧质量观尧人才观尧办学观和治
理观等袁引领我国数字教育生态高质量建设与发展遥最
后袁鼓励充分发挥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优势袁遴
选一批示范区和试点校开展长周期的人工智能社会实

验袁融合社会科学尧自然科学尧工程科学等研究范式袁重
点探索人机协同尧 群智共生的知识生产方式尧 认知规
律尧教学交互尧学习评价等新理论和新规律[31]遥

渊三冤构建影响世界的数字教育生态
加快推进以数据为中心的数字教育生态建设袁实

施影响世界教育发展的变革性实践袁形成具有中国特
色的数字教育发展道路遥其一袁转变育人目标袁将人才
培养重心从学科知识传授转移至数字素养与技能尧批
判性思维尧创造性思维等高阶能力的培养袁打造全方
位尧立体化尧高质量的学生数字素养培育体系 [32]曰其
二袁创新教学模式袁形成线上线下融合教学的新常态袁
探索数据驱动的规模化因材施教新路径袁 构建 野师要
生要机冶复合型主体的智能助教尧智能学伴尧智能陪练尧
智能测评等新模式曰其三袁变革教育评价袁扭转唯分数
论的评价导向袁探索技术支持的课堂教学画像尧教师画
像尧 学生画像及数字档案等过程性尧 伴随式评价新形
式袁推进考试测评场景的数字化转型与常态化应用曰其
四袁优化教育管理袁推动学校教育管理业务的数字化尧
一体化尧扁平化管理袁提升线上协同与数据共享水平袁
推进基于教育大数据的质量监测与科学决策曰其五袁增
强师资力量袁加强对教育领导者尧管理者尧服务者的数
字教育理念尧数字素养与技能培养袁建立起一支具有
卓越数字胜任力的教师队伍曰其六袁丰富办学形态袁鼓
励探索基于互联网的新型学校组织模式袁针对性突破

学位不足尧资源不够尧资源不好等现实瓶颈遥
渊四冤完善数字化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完善数字化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是提升教育强国服

务能力的重要举措遥 首先袁运用系统思维袁加强数字化
教育公共服务的顶层设计与统筹规划曰其次袁聚焦数字
化教学公共服务与管理公共服务两大重点任务遥 在教
学层面袁一是要推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优化升级袁强化
平台在资源汇聚尧资源共享尧资源应用尧学习支持尧监测
评价等方面的功能曰 二是要推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与
区域智慧教育平台的互联互通[33]袁将国家智慧教育公
共服务体系打造成世界第一大数字化教育教学与服务

平台遥在管理层面袁一是要建立国家教育大数据治理平
台袁 搭建有效联结与贯通各级各类教育数据的教育基
础数据库袁形成数字化尧智能化尧立体化的教育治理体
系袁支撑以数据驱动的精准管理与科学决策曰二是要完
善一体化教育政务公共服务平台袁提高网上办事比例尧
创新教育服务流程尧优化教育服务体验尧提升教育服务
效率袁实现由野人找服务冶向野服务找人冶转变遥

渊五冤加强数字化全民终身学习体系
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尧学习型大国是

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目标遥 教育强国所蕴含的
野教育冶是一个覆盖各类型尧全时空教育的广义概念袁
数字技术有利于实现国民教育体系与终身教育体系

的有机贯通袁建立满足优质化尧多样化尧终身化学习需
要的数字化全民终身学习体系遥 自叶野十四五冶国家信
息化规划曳首次明确提出野开展终身数字教育冶以来袁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曳再次强调要野发挥在线
教育优势袁完善终身学习体系冶[34]遥 加强数字化全民终
身学习体系袁一方面袁要加快推动学校教育尧家庭教育尧
老年教育尧 社会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的有机整合与协
调发展袁打造高质量尧多元化尧立体衔接的数字化终身
学习服务体系袁 提供灵活便捷的学习内容推荐与方法
指导遥另一方面袁要持续完善与推广应用学分银行与资
历框架体系[35]袁推动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尧正式学习
与非正式学习等多种学习成果和技能证书的认证尧积
累与转换袁激发全民参与终身学习的主体活力遥

渊六冤推动数字教育产业集群纵深发展
推动数字教育产业集群纵深发展是我国在数字

教育领域实现弯道超车尧 抢占市场先机的基础支撑遥
其一袁建立覆盖数字化教育装备制造尧教学软件工具
研发尧数字资源开发尧平台运营服务等上下游产业链
的数字教育产业集群袁 贯通数字化教育产品的生产尧
流通尧消费等各环节曰其二袁建立数字化教育产品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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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A Powerful Country i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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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specially deployed digitization of education as an important part in
strengthening education, emphasizing that digitization of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breakthrough to both
open up a new track and shape a new advantage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far-
reaching significance and impact of digitization of education on building China's strength in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realistic path to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in education, this paper
firstly combs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gital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the world's
educational powers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in China. Secondly, by introducing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educational hard power" and "educational soft power",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key indicators for
measuring digital development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process and state, which anchors the key
direction for digitalization of education to help to achieve the goal of strengthening education. Finally,
based o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practical challenges of digitaliz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o create a world-class educational digital base, to form a digital
education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build a digital education ecology that affects the world,
to improve the public service system of digital education, to strengthen the digital lifelong learning system
for all and to promote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ducation industry 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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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astructure for Education; Education Digital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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