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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及测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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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数字化转型测评是引领和推动学校开展数字化转型实践活动的必要手段袁缺乏实用的评价指标体系

很大程度上制约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持续发展遥 文章首先基于成熟度评价视角袁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指标遴选袁经过

德尔菲法两轮专家征询修正指标袁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后袁构建出一套中小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价

指标体系渊包括发展规划尧基础设施尧数据治理尧教育应用尧发展成效 5个一级指标袁15个二级指标袁47个观测点冤遥 其次袁

将中小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划分为初始尧成长尧稳健尧优化和引领 5个成熟度等级袁并对观测点的相应等级特征进

行描述袁明确评价基准遥 最后袁从实践应用出发袁提出一种操作性较强的中小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测度方法袁以此

刻画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整体水平和持续改进方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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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作为应对全球教育危机和推动教育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战略袁教育数字化已成为未来教育变革的主要
趋势遥 2024年袁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野不断开辟教
育数字化新赛道冶[1]遥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旨在实现学
校治理和教育实践的全面升级袁以此推动学校向数字
化尧智慧化方向发展遥 尽管我国在数字化赋能基础教
育提质增效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袁但多数中小学校
还处于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初级阶段[2]遥 如何有效评估
和推进中小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成为基础教育

数字化转型进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遥
教育改革方向的把握和高质量发展目标的达成

有赖于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遥 2020年袁中共中央尧国

务院印发 叶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曳指
出袁野坚持科学有效袁改进结果评价袁强化过程评价袁
探索增值评价袁健全综合评价冶[3]遥 只有对学校教育数
字化转型过程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袁 才能发挥其诊
断尧预测和激励等一系列功能遥然而袁当前缺少适合中
小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的相关标准和评价工具袁
导致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路径模糊袁一定程度上
阻碍了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步伐遥成熟度评价
是引领和推动学校开展数字化实践的发展性尧增值性
和过程性评价方式袁更关注学校内涵发展遥 对此袁构
建一套适合中小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成熟度评价

体系袁 有助于学校自身持续改进或第三方测评机构
科学评价转型过程袁 助力数字化赋能中小学校教育
高质量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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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评价研究综述

自 2022年教育部提出 野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
动冶以来袁我国学者对教育数字化转型内涵进行了广
泛讨论袁主要有三个认识视角院渊1冤创变视角袁认为教
育数字化转型是将数字技术整合到教育领域的各个

层面袁推动教育组织转变教学范式尧组织架构尧教学过
程尧评价方式等全方位的创新与变革[4]曰渊2冤过程视角袁
认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建立人尧技术尧教育实践之间
的整体平衡与和谐关系袁实现以数字信息为基础设施
和支撑工具袁 面向创新人才培养的教育变化过程[5]曰
渊3冤生态视角袁强调教育数字化转型不应只关注如何
使用数据或技术袁更重要的是打造满足学习者个性发
展需求袁实现终身学习与教育优质公平发展袁形成具
有开放性尧适应性尧柔韧性尧永续性的良好智慧教育新
生态[6]遥我们认为袁转型既是一个过程袁也是一种结果袁
是主体主动求变袁经历长期变革袁逐渐达到预期的状
态或结果遥由此袁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在价值愿景尧技术
发展和业务需求等多维因素联合驱动下袁利用数字技
术尧数据要素与教育系统要素的深度融合袁造就教育
环境尧组织尧流程尧模式和文化等各领域的价值网络袁
提升教育系统的运行活力和服务价值袁以促进教育生
态系统结构尧功能和文化发生质的改变遥

相对于其他领域数字化转型评价的研究袁国内关
于教育数字化转型评价的研究成果较少袁主要集中于
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估模型研究方面遥 例如院钟
志贤等基于国内外文献的系统分析袁提出构建我国教
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估模型的五大思考维度[7]曰祝智
庭等提出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六维成熟度模型 [8]曰吴
永和等构建了包含 5 个关键过程域尧18个子关键域
和 5个成熟度等级的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模型[9]遥
这些研究在充分借鉴其他领域数字化成熟度模型的

基础上袁 结合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独特性和复杂性袁分
析成熟度评价用于教育数字化转型领域的适切性袁提
炼出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价的主要维度袁对学校
教育数字化转型测评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遥

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学校适应外部数字时代发

展环境和内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发展需求的过程[10]遥
目前袁国外围绕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价的研
究多集中在高等教育阶段袁例如院Rodr侏guez-Abitia和
Bribiesca-Correa构建了高校数字化转型多维整合模
型[11]等遥 少数研究者对中小学校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
价进行探索袁 例如院Ilom覿ki和 Lakkala提出了创新型
数字化学校模型袁并在三所基础教育学校进行评估应

用[12]曰Redjep等开发了用于评估中小学校数字化成熟
度的框架和工具[13]遥 国内部分学者也逐渐关注学校教
育数字化转型的评价研究袁例如院申国昌等构建了中
小学数字校园管理指数评价指标体系[14]曰郁晓华等构
建了教育数字化转型下的学校 CIO能力体系[15]遥 这些
研究主要聚焦于学校数字化转型派生的分支要素设

计评价指标体系袁未能完整细致地刻画出学校教育数
字化转型发展过程的全貌袁并且缺乏具有较强实践指
导性和可操作性的测度方法遥

综上所述袁学校作为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的主阵
地袁是我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实施的重要主体遥 深
入探索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评价的新构念尧新工具和
新方法袁对于明确学校数字化转型目标规划袁判定转
型发展水平袁评估发展成效袁进而提出优化改进路径
具有实践价值遥鉴于成熟度评价优势以及我国基础教
育领域缺乏学校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价工具的现实

诉求袁 本研究试图研制一套适合中小学校教育数字
化转型成熟度评价的指标体系和具体测度方法袁引
导我国中小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朝着良性尧有序方向
发展遥

三尧中小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价指标
体系构建

中小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评价是深化新时代教

育评价改革的迫切需求袁 关键在于学校教育结果评
价尧过程评价尧增值评价尧综合评价等全方位的突破
性尧全局性创新袁实现学校教育体系的时代变革[16]遥 研
究依据导向性尧发展性尧普适性尧系统性和可行性等
构建原则袁以优化学校内部治理尧促进学校教育高质
量发展为价值取向袁 研制中小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
评价指标体系遥

渊一冤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本研究在指标选取的过程中袁主要遵循以下基本

原则院渊1冤导向性原则袁构建中小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
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要始终紧扣国家教育数字化战

略袁结合学校发展现实条件袁以提高育人质量渊优质冤尧
促进学校优质资源共享渊公平冤和实现学校治理现代化
渊高效冤为价值导向[17]曰渊2冤发展性原则袁教育数字化转
型是一个动态发展尧持续进化的过程袁指标选取时应兼
顾静态指标与动态指标相结合袁 利用静态指标反映学
校教育数字化发展的现状袁同时利用动态指标预测学
校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趋势和潜力曰渊3冤 普适性原
则袁各评价指标及观测点应在各级各类学校之间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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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适用性袁 以方便对评价数据进行差异性分析曰渊4冤
系统性原则袁 指标体系应能统筹学校教育创新系统中
各个主体与相关要素袁 尽可能全面地揭示中小学校教
育数字化转型的全貌曰渊5冤可行性原则袁指标选取应考
虑数据采集的难易程度及指标量化的可操作性袁 以确
保测评过程的可实施性和测评结果的科学有效遥

2. 评价指标体系的制定依据
本研究指标体系的初步制定主要从两方面寻找

理论依据和要素来源院一是国家政策文件中与教育数
字化转型相关的内容曰二是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微观
要素的相关评价研究论文遥通过内容分析法梳理相关
政策文件和核心论文袁见表 1袁发现其主要涵盖发展
规划尧基础设施尧数据治理尧教育应用尧发展成效等要
素袁这为确定中小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价指
标体系结构奠定了基础遥

表 1 政策文件与核心文献内容分析

3. 评价指标体系结构的设计
本研究采用一级指标尧二级指标及观测点的层次

结构遥 以野技术赋能尧数据驱动尧业务为核尧以人为本冶
为构建理念袁结合国家政策文件和相关核心文献分析
结果袁初步拟定野发展规划尧基础设施尧数据治理尧教育
应用尧发展成效冶作为一级指标遥发展规划是指保障学
校教育数字化落地实施的目标尧原则尧机制和文化等曰
基础设施是以 5G尧人工智能尧大数据尧云计算尧区块链

等为技术条件袁以数据为驱动要素袁面向教育高质量
发展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曰数据治理是指通过提升学
校数据采集的意识尧加强伴随式数据采集袁并为教师尧
学生和管理者提供数据安全专题课程和培训袁以推进
学校数据服务精准化尧个性化的过程曰教育应用是指
以新兴数字技术为基础袁积极探索教育资源尧教学尧评
价和教研模式变革曰发展成效是指对师生数字素养和
学校整体发展所作的发展性评价遥

本研究采用访谈的方式来提炼二级指标和观测

点遥 研究围绕野中小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问题
和应对策略有哪些钥 冶这一核心问题袁设计访谈提纲袁
通过目的抽样的原则袁选取上海市中小学教育数字化
特色学校的校长尧学科骨干教师尧信息化管理人员开
展半结构化访谈袁深度挖掘学校对教育数字化转型能
力提升的潜在需求点袁 以此确定二级指标和观测点遥
最后袁研究初步设计了包括 5个一级指标尧15个二级
指标尧49个观测点的中小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
度评价指标体系遥

渊二冤评价指标体系的修正
为验证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可用性袁本研究

编制了中小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价指标体

系专家意见征询问卷袁 选取 20位教育数字化转型研
究专家袁采用发送邮件的方式进行遥 意见征询的专家
分为两类院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袁从理论研究的视
角修订评价指标体系曰中小学教育工作者袁从学校治
理和教学应用的视角修订评价指标体系遥专家意见征
询数据分析的统计指标包括专家权威系数尧 平均值尧
标准差和变异系数遥经过两轮渊其中袁第一轮收回有效
问卷 18份袁包括高校和科研机构学者 8人袁中小学教
育工作者 10人曰第二轮收回有效问卷 15份袁包括高
校和科研机构学者 5人袁中小学教育工作者 10人冤指
标修订袁指标项平均值逐渐变大袁变异系数逐渐缩小袁
表明专家意见分歧大幅减少袁指标设计的科学性和合
理性获得较高认同袁见表 2遥

表 2 两轮专家意见征询数据分析结果

1. 第一轮专家意见征询
研究采用专家权威程度系数 Cr对专家评分的可

靠性进行分析袁当 Cr>0.7时袁说明信度较高遥 本研究
Cr=0.86渊Cr>0.7冤袁表明第一轮专家征询结果的可信度
较高遥根据反馈意见袁研究对各维度设置尧指标命名及

征询

轮次

征询

人数
均值范围 标准差

变异系数

临界值
变异系数

第一轮 18 4.17~4.89 0.32~0.91 0.17 7项>0.17

第二轮 15 4.67~5.00 0.00~0.49 0.10 0项>0.10

文献来源
发展

规划

基础

设施

数据

治理

教育

应用

发展

成效

国

家

政

策

文

件

叶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曳 姨 姨 姨 姨 姨
叶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曳 姨 姨 姨 姨
叶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
革总体方案曳

姨 姨

叶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大力
加强中小学线上教育教学

资源建设与应用的意见曳
姨 姨 姨

叶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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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姨 姨

叶教师数字素养曳标准 姨 姨

相

关

核

心

论

文

高校智慧校园评价指标体

系[18]
姨 姨 姨

中小学教师数字素养评价[19] 姨 姨 姨
智慧校园评价指标体系[20] 姨 姨 姨 姨
中小学校教育现代化评价

指标框架[21]
姨 姨 姨 姨

面向教育新基建的中小学

校长信息化领导力评价[22]
姨 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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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进行优化袁具体修改情况为院渊1冤优化指标结构袁
如将野C2工作要求冶改为野行动计划冶袁在野B2机制保
障冶下增设野C5 组织领导冶观测点及描述袁删除野B16
能力建设冶及下属观测点曰渊2冤提升指标表述的准确
性袁如将野C15智能创客实训基地冶改为野数字化专用
教室冶袁野C18区校联通冶改为野资源供给冶袁野C21数据
格式冶改为野采集规范冶袁野C35学习辅导冶改为野作业辅
导冶曰渊3冤调整指标顺序袁如将野C13教师素养冶与野C14
学生素养冶调换位置袁突出学生发展的重要性遥

2. 第二轮专家意见征询
第二轮专家意见征询主要集中在观测点方面袁建

议指标表述更加清晰准确袁 避免指标之间的交叉重
复遥 主要修改内容如下院渊1冤提升指标间的区分度袁如
将野B10 资源应用冶下的观测点野C27 资源管理冶野C28
资源推荐冶野C29资源共享冶 重新整合与划分袁 改为
野C28资源利用冶和野C29 资源加工冶曰渊2冤提升指标表
述的准确性袁如将野C32精准教研冶改为野智能评价冶袁
将野C33 资源推送冶改为野资源支持冶袁将野C34 智能诊
断冶改为野个别指导冶曰渊3冤调整指标顺序袁如将野C43数
字社会责任冶与野C44专业发展冶调换位置袁突出教师
专业发展的重要性遥 经过两轮专家咨询后袁本研究最
终构建出包含 5个一级指标尧15个二级指标尧47个观
测点的中小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价指标体

系袁见表 3遥
渊三冤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渊AHP冤来计算各级指标

的权重值遥首先袁采用经典的 Saaty九级标度法构建判
断矩阵遥本研究邀请 9位全程参与过指标修订的专家
进行群决策袁专家们对每一层次评价指标的相对重要
性进行两两比较, 对应指标体系分别建立 1尧5尧15个
判断矩阵遥 其次袁采用一致性比率法对判断矩阵进行
一致性检验遥研究利用 Yaahp软件进行层次单排序和
层次总排序的一致性检验遥 其中袁层次单排序的结果
显示袁3位专家的少数判断矩阵未能满足统计要求袁
故需通过野标记修正冶功能进一步自动调整判断矩阵曰
层次总排序的结果显示袁9位专家的数据结果均符合
一致性比率 CR<0.1的统计标准袁 说明专家判断结果
可信有效遥 最后袁采用计算结果集结方式确定评价指
标的权重遥所有判断矩阵经 Yaahp软件全部通过一致
信检验后袁 计算各专家判断矩阵得到排序权重均值袁
获得最终的各项权重值袁见表 3遥

四尧中小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测度方法

学校数字化转型成熟度是一个具有诊断性尧引导

性和激励性的测量工具袁通过成熟度等级的划分可以
帮助学校明确目标愿景尧定位现状水平尧发现潜在问
题和制定发展策略遥成熟度等级是依据学校在开展数
字化转型过程中的组织管理尧实施流程尧规范标准尧持
续优化尧变革创新等综合程度进行划分的袁不同等级
之间具有由低到高逐渐递进的迭代发展关系遥

渊一冤成熟度等级设计
成熟度等级能够综合反映学校数字化转型的演

进过程遥一方面袁有助于评估学校数字化发展的现状袁
发现与预期转型目标之间的差距袁及时发现问题和明
确重点发展领域袁制定后续改进的对策遥另一方面袁有
助于学校之间的横向评估袁 促进学校之间的联动发
展袁帮助管理者对所辖学校数字化转型能力进行科学
判断袁进而制定相应的政策或标准袁实现区域教育数
字化转型能力的整体提升遥 目前袁数字化转型领域的
成熟度评估大多参照能力成熟度模型渊CMM冤袁该模型
将成熟度等级划分为野初始级尧可重复级尧已定义级尧
已管理级和优化级冶5个级别[23]遥本研究借鉴能力成熟
度模型的发展等级及其行为特征袁结合团队前期关于
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估模型研究和试点实践学

校数字化发展特点袁将中小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
度等级划分为野初始级尧成长级尧稳健级尧优化级和引
领级冶5个级别袁各等级总特征及描述如图 1所示遥

图 1 中小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等级

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等级依据野A1发展规
划尧A2基础设施尧A3数据治理尧A4教育应用尧A5发展
成效冶5个维度的成熟度等级加权衡量袁每个维度下设
二级指标袁每个二级指标下设若干观测点袁并对每个观
测点对应的成熟度等级进行描述袁依次递进细化袁从而
可以具体量化某所学校的数字化转型成熟度水平和

发展能力遥 以野A4教育应用冶维度下二级指标野B11教
学创新冶观测点的成熟度等级描述为例袁见表 4遥 具体
测度时袁 每个观测点在实际测评时可以对应一个问
题 渊有时也可采用多个具体问题来加权评测某一观
测点冤袁每个问题的选项则反映观测点所对应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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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小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

66



2024年第 3期渊总第 371期冤

成熟度等级 成熟度得分

等级 5院引领级 [ 4.5袁5.0 ]

等级 4院优化级 [ 3.5袁4.5 )

等级 3院稳健级 [ 2.5袁3.5 )

等级 2院成长级 [ 1.5袁2.5 )

等级 1院初始级 [ 0袁1.5 )

表 4 观测点对应成熟度等级描述渊野A4教育应用冶维度冤

二级指标 观测点 初始级 成长级 稳健级 优化级 引领级

B11
教学创新

C30
智能

备课

尚未利用智能系

统进行教学设计

能够利用智能系统

进行学情分析

能够利用智能系统

进行学情分析尧制
定教学策略

能够利用智能系统进

行学情分析尧制定教学
策略尧确定教学内容

能够利用智能系统进行

学情分析尧 制定教学策
略尧确定教学内容尧设计
教学活动

C31
智能

授课

无法利用教学平

台提供的资源进

行在线授课 袁课
堂互动性弱

初步尝试利用教学

平台提供的资源进

行在线授课袁但课堂
互动性一般

熟练运用教学平台

提供的资源进行在

线授课袁 课堂互动
性较强袁 能够利用
数字技术开展课堂

练习检测

熟练运用教学平台提

供的资源进行在线授

课袁开展多种形式的课
堂互动袁利用数字技术
开展课堂练习检测

能够利用教学平台提供的

资源进行在线授课袁开展
多种形式的课堂分析循

证袁为学生提供答疑辅导

C32
智能

评价

主要以学业成绩

测验为主的传统

评价模式

结合学业成绩测验

和平时学习成果进

行评价袁尝试关注学
生学习过程表现

借助智能系统对学

业成绩尧 平时学习
成果和日常表现行

为进行智能诊断

利用智能系统对学生

进行全面综合评价袁
构建学生画像袁 对学
习态势进行预判

利用智能系统支持学生

学习全过程的智能诊断袁
运用知识图谱自适应系

统助力学生个性化学习

度等级遥
渊二冤成熟度等级测度方法
结合中小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评价指标体系和

成熟等级设计袁研究采用成熟度测量常用的 5分制赋
分法袁1-5分别对应 5个成熟度等级袁 依次通过观测
点赋值尧 加权计算各层级指标成熟度等级分值的方
式袁最终确定学校数字化转型成熟度等级水平遥 具体
方法如下院

渊1冤对某一观测点进行成熟度等级赋值遥 依据观
测点对应成熟度等级特征描述袁 对某一观测点赋予
1尧2尧3尧4尧5数值袁数值越高袁对应成熟度水平级别越
高遥 如观测者判断表 4中观测点 C30处于成长级袁则
对其赋值 2遥

渊2冤计算二级指标的成熟度等级分值遥 根据观测
点成熟度等级得分袁通过加权求和计算二级指标成熟
度等级分值袁见式渊1冤院

Bk=
m

k=1
移渊Ck伊酌k冤 式渊1冤

式中袁Bk为某单项二级指标 k 的成熟度等级得
分袁m为某单项二级指标下的观测点数量袁C为观测
点成熟度等级赋值袁酌为观测点对应权重值遥

渊3冤计算一级指标的成熟度等级分值遥 根据二级
指标成熟度等级得分袁通过加权求和计算一级指标成
熟度等级得分袁见式渊2冤院

Aj=
n

j=1
移渊Bj伊 j冤 式渊2冤

式中袁Aj 为某单项一级指标 j 的成熟度等级得
分袁n为某单项一级指标下的二级指标数量袁 为二级

指标对应权重值遥

渊4冤计算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等级分值遥根
据一级指标成熟度等级得分袁 通过加权求和计算某一
所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等级得分袁见式渊3冤院

D=
n

i=1
移渊Ai伊 i冤 式渊3冤

式中袁D为某一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等级
得分袁 成熟度指标体系由 5个一级指标构成袁琢为一
级指标对应权重值遥

综上所述袁采用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袁得到学校
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等级测度评价函数袁见式渊4冤院

D=
5

=1
移

n

=1
移

m

=1
移Ck伊酌k蓸 蔀伊 j蓘 蓡伊琢i 式渊4冤

最后袁依据中小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等级
评判参考袁见表 5袁判定某一所学校数字化转型成熟
度等级遥

表 5 中小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

五尧结 语

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学校主动适应数字技术

革命与教育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遥本研究基于成熟度
评价视角袁构建出带有权重的中小学校教育数字化转
型评价指标体系袁提出了学校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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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度方法袁使其具有更强的实践指导性遥 本研究成
果可为学校评判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水平提供测评

工具袁对学校整体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落地具有重要
的实践价值遥后续将组织试点学校进行教育数字化转

型成熟度测评的实证检验遥学校应基于自身特色与目
标袁 根据具体实践境域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适度调
整袁形成适合于本校数字化转型的成熟度评价指标体
系袁才能助推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持续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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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ing Chinese-style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through digitalization of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roposition of the times. The study firstly takes the view of technology contribution as the
overarching view of technology integration and domestication, deeply interprets the logical connotation of
digitization of education, and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and necessit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gitization of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style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Secondly, the study
analyzes the value attributes of Chinese -style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such as inclusiveness, equity,
quality, and harmony, explores the technological propositions of scale, personalization, structuring and
coordination, and deconstructs the potential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effect of digitalization, so as to
establish the internal logic of digitalization of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Chinese -style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Finally, the study proposes a specific path for digitalization of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Chinese -style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that is: digital connectivity to promote inclusiveness; digital
computing to strive for equity; digital regulation to improv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and digital interaction to
achieve harmony.

[Keywords] Digitalization of Education; Chinese -style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Enable;
Transformation; Approach

[Abstract] The evaluation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education is a necessary means to lead and
promote schools to carry ou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the lack of practical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largely restrict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education in
schoo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turity evaluation, this paper firstly selects indicators by means of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revises the indicators after two rounds of expert consultation with the Delphi
method, and determines the weights of the indicators by applying the hierarchical analysis method, then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for the maturity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cluding 5 first -level indicators of development planning, infrastructure, data
governance, education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effectiveness, 15 secondary -level indicators, 47
observation points). Secondly,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s divided into five maturity levels, namely the initial, the growth, the robustness, the
optimization and leading, and the correspond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bservation points are described to
clarify the evaluation benchmarks.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a maturity
measurement method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s proposed
as a means of portraying the overall level of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direction of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education in schools.

[Key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Educatio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Maturity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Delphi Method; Hierarchical Analysis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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