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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化教育空间中乡村教师数字素养的

实然样态与突围路向

崔英锦袁 徐 亮

渊哈尔滨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袁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冤

[摘 要] 数字素养作为未来教师的核心特质袁乡村教师数字素养水平关乎教育数字化和教育强国战略的实现遥基于

在地化教育空间建构乡村教师数字素养框架袁 通过对 H省 2,662份教师问卷与 90余名学校管理者尧 教师的访谈和观

察袁发现乡村教师数字素养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袁但知识生成空间呈低阶化尧育人实践空间存在不足尧专业发展空间

仍需提升尧精神涵养空间较为欠缺尧生活体验空间有待加强遥 对此袁以知识生成空间的正义性为根袁筑牢形成基础曰以育

人实践空间的情境性为本袁打造应用场景曰以专业发展空间的差异性为道袁拓宽培育途径曰以精神涵养空间的构想性为

核袁增强内在支撑曰以生活体验空间的亲历性为魂袁赋能在地嵌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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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的提出

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革命为教育发展开

辟了新赛道袁注入了新动力袁助推教育事业向数字化
转型纵深发展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袁野推进教育数字
化袁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尧学习型大国冶[1]遥
数字素养是实现教育数字化的根本依靠袁已成为教师
必备的特质之一遥 2022年 11月 30日袁 教育部发布
叶教师数字素养曳标准袁旨在加快教育数字化建设新征
程[2]遥乡村教育是教育数字化转型野洼地冶所在袁乡村教
师作为第一位要素袁其数字素养水平直接关涉国家数
字化战略与数字人才培养大计遥 因此袁有必要在真实
的乡村生活中重构乡村教师数字素养框架袁摸清其现
实情况及提升路向袁为破解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
实难题提供有力支撑袁从而响应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
时代呼声遥

二尧文献综述

乡村教师数字素养备受各国学者关注袁 相关研究
集中于三个方面院第一袁探索乡村教师数字素养的结构
要素袁包括数字教学能力尧数字知识尧数字意识尧数字技
能等[3-4]遥第二袁揭示乡村教师数字素养不足及根源袁如
乡村教师现代教育技术应用能力不够强 [5]尧数字专业
知识相对匮乏[6]尧数字化意识薄弱[7]尧缺少专业合作与
反思实践[8]袁其根源在于培训体系不完善尧人才培养机
制僵化[9]尧数字设备维护不及时[10]尧缺乏专家指导[11]等遥
第三袁探寻乡村教师数字素养培育之路袁如建立评价
机制[12]尧完善培训体系[13]尧搭建策略模型[14]尧构建野互联
网+冶教师终身发展服务模式[15]尧提升数字技术能力和
数字化教学能力的意愿和行动[16]等遥

乡村空间的压缩与扩展使教师数字素养极具乡

土性与空间性袁 但现有框架似乎未能真正揭示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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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具体说明

知识生成空间

数字技术知识 数字技术的原理与概念

数字教学知识 数字技术应用于教学的程序与方法

数字乡土知识 数字技术开发地方知识的原则与策略

育人实践空间

数字教学设计 利用数字技术分析学情尧选择教学方法尧规划教学活动尧创设教学环境
数字教学实施 使用数字技术组织尧管理教学袁优化教学过程袁回应学生个性化需求
数字学业评价 运用数字工具综合评估学生学业成就袁调整教学策略
数字协同育人 应用数字技术强化家尧校尧社合作袁指导学习者的数字学习

专业发展空间

数字化学习 利用数字技术资源改进学习方式

数字化教研 利用数字技术反思教学问题袁开展教学研究袁创新教学模式
数字化可持续发展 利用数字技术持续促进自身发展

精神涵养空间

数字化认识 对数字技术及应用于教育的价值认识

数字化态度 对数字技术及应用于教育实践与创新的情感

数字化信念 对解决数字技术及应用于教育问题的信念

生活体验空间

数字伦理道德 了解数字技术的伦理道德袁包括设备保护尧数据隐私保护等
数字法律法规 遵守数字活动的法律法规袁营造良好数字生态
数字乡村文化 以数字技术实现乡村文化交流尧传承尧创新

性遥聚焦乡村教育微观状态袁审视教师数字素养在乡村
多维空间中的生产属性袁将对自身生活与发展尧其他群
体或组织产生显著空间溢出效应遥因此袁有必要重构一
个具有在地性特质尧 呈现多维空间属性且可具操作性
的乡村教师数字素养框架遥 基于此袁以 H省乡村学校
为调研点袁探究乡村教师数字素养现状和提升策略袁为
促进乡村教育数字化发展提供证据支持和决策参考遥

三尧在地化教育空间中乡村教师数字素养
框架建构

渊一冤理论视角
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提出三维空间理论院空间

实践指各种可感知的空间形态与物质体验曰空间表象
指空间认识或概念层面意涵曰表征性空间指被建构出
的空间符号意义和由此而引发的意义想象空间[17]遥 可
见袁社会空间是由个体或群体对其社会位置的认识积
淀而成 [18]遥 乡村教师社会活动及意义构成了育人空
间尧生活空间等特定空间袁因而数字素养提升无法回
避空间带来的研究视野[19]遥 随着乡村教育价值危机的
逐渐加深袁在地化教育理念随之出场袁它以当地社区
和环境为起点袁在语言艺术尧数学尧社会研究尧科学和
其他所有课程概念教授的过程中[20]袁要求乡村教师教
育实现空间在地尧发展在地[21]尧体验在地[22]等遥 空间在
地是乡村教师生命存在之基袁为探讨数字素养提供新
的可能遥 因而袁以在地化教育和空间社会学为理论基
础袁设计乡村教师数字素养框架袁是推动教师队伍数
字化建设的应有之义遥

渊二冤维度选取
在地化教育理念与教育空间研究有逐渐形成合

力的趋势袁 凸显在地化教育空间亟待关注的现实诉
求遥 在地化教育空间是兼具物理性尧社会性尧精神性尧
文化性袁虚实融合的多维空间袁即一个汇聚物理空间尧
知识空间尧人际空间和体验空间[23]的集合体遥 乡村教
师是该空间的主要生产主体袁生活实践空间尧职业活
动空间尧专业发展空间及精神体验空间共同组成了其
作为社会人的空间域[24]遥 基于此袁本研究设计面向乡
村教师数字素养的在地化教育空间框架袁即野知识生
成要育人实践要专业发展要精神涵养要生活体验冶五
元空间袁既坚守乡村教师发展取向袁又强调空间系统
统筹设计袁突出育人本质属性遥同时采用德尔菲法袁邀
请国内 5位高校教育学专家和 6位教育信息化试点
乡村学校校长尧教师袁围绕框架的合理性尧要素代表性
等问题开展了两轮意见征询袁最终确定在地化教育空
间中乡村教师数字素养框架渊见表 1冤遥

渊三冤模型设计
在地化教育空间呈现五重分层状态袁是一个层级

互钳式尧多回路尧非线性的复杂系统袁且每一层级具有
特色化实现逻辑渊如图 1所示冤遥 具体来说袁知识生成
空间是乡村教师数字素养中的知识生成场域袁 遵行
野抽象化冶感知逻辑袁回答野何以存在冶袁对育人实践空
间具有奠基作用袁是专业发展的起点与精神涵养的表
达袁观照生活体验空间遥 育人实践空间是乡村教师数
字素养外显场域袁遵循野具身性冶实践逻辑袁回答野如何
存在冶袁是知识生成通道与专业发展的旨归袁承载着精

表 1 在地化教育空间中乡村教师数字素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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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涵养空间袁塑造生活体验空间遥专业发展空间是乡村
教师数字素养提升场域袁遵循野反思性冶耦合逻辑袁回答
野何以提升冶袁优化知识生成空间袁夯实育人实践空间袁
改善精神涵养空间袁为生活体验空间提质遥精神涵养空
间反映乡村教师数字思维袁遵循野形式化冶再造逻辑袁回
答野为谁存在冶袁催发知识生成袁引领育人实践袁指明专
业发展方向袁内化个体生活体验遥生活体验空间彰显乡
村教师数字素养的社会意义袁遵循野在场化冶生产逻辑袁
回答野限度何在冶袁是知识生成的原点袁赋予育人实践生
活化意义袁保障专业发展袁是精神涵养空间的源头遥

四尧在地化教育空间中乡村教师数字素养
调研现状

渊一冤调研工具
本研究编制叶乡村教师数字素养调查问卷曳袁共 45

个题项袁从野1冶渊一点也不准确冤到野5冶渊非常准确冤进行程
度划分遥通过便利取样袁收集问卷 241份袁有效问卷 216
份袁有效率为 89.63%遥 通过 SPSS24.0尧Amos26.0进行分
析袁琢系数为 0.929>0.7袁KMO值为 0.906袁球形检验 值

为 0.000<0.001遥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因子抽取并选
用最大方差法袁获取 5个公共因子袁与 5个维度一致袁删
除因子载荷小于 0.5及归属不明的两道题袁 修改后各
维度因子载荷在 0.511耀0.746袁大于 0.5袁累积解释变异
为 69.32%袁表明问卷信效度良好遥同时袁设计两份访谈
提纲袁了解管理者和乡村教师在队伍数字化建设尧数字
化教育资源供需与应用等方面的现状及困境遥

渊二冤调研对象
为反映乡村教师数字素养真实水平袁 经过 H省

相关部门推荐袁选择最早落实叶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

计划曳的市县地区成绩突出且较具代表性的乡村学校
为调研对象遥 首先袁面向教师发放问卷袁收集到 3,164
份网络问卷与纸质问卷袁其中袁有效问卷 2,662份袁有
效率为 84.13%渊见表 2冤遥其次袁走访 13所较为典型的
学校袁这些学校均配置多媒体计算机尧交互式电子白
板等设备袁建有录播室袁校园网全覆盖袁座谈或个别访
谈 9所学校校长及其他管理者共 24 名尧 教师近 70
名遥 最后袁随机观摩课堂教学袁形成观察笔记遥

表 2 问卷调查样本分布情况

变量 分类 人数 百分比渊%冤

性别
男 753 28.29
女 1,909 71.71

年龄

30岁以下 486 18.26

31耀40岁 661 24.83
41耀50岁 1,094 41.10
50岁以上 421 15.81

学校类型

小学 1,038 38.99
初中 687 25.81

高中 261 9.80
九年制 535 20.10

十二年一贯制 141 5.30

教龄

5年以下 622 23.36
6耀15年 539 20.25

16耀25年 835 31.37
26年以上 666 25.02

学历

中专 31 1.16
专科 450 16.91

本科 2,164 81.29
硕士 17 0.64

总计 2,662 100.00

图 1 在地化教育空间中乡村教师数字素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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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调研结果
在地化教育空间中乡村教师数字素养总体均值

为 3.42袁知识生成空间为 3.35袁育人实践空间为 3.43袁
专业发展空间为 3.50袁精神涵养空间为 3.23袁生活体
验空间为 3.61袁均为中等偏上水平袁均值最大分差为
0.38袁差异不显著袁表明 缘个维度质量水平比较均衡袁
意味着乡村教师能够根据在地化教学环境和目的使

用数字技术遥 然而袁总体均值与五个空间中的得分均
小于 4袁未能达到良好水平遥 结合访谈与观察袁发现乡
村教师数字素养仍有不足遥

1. 知识生成空间中乡村教师数字素养呈低阶化
知识生成空间中乡村教师数字素养表现为数字

技术知识渊3.28冤尧数字教学知识渊3.35冤与数字乡土知
识渊3.42冤袁整体水平较高袁但超过半数教师得分低于
对应维度均值遥 调研表明袁56.08%的教师不太了解数
字工具的基本原理与操作方法遥例如院野教室电子白板
使用不畅袁却无人能够解决遥 冶同时袁60.63%的教师对
数字工具运用于教学的程序尧 方法了解不多曰57.13%
的教师较少了解如何利用数字工具挖掘本土知识遥部
分年长教师谈道院野没听过虚拟现实技术尧 人工智能袁
一般用手机录点视频袁找同事剪辑袁再用到教学中遥 冶
可见袁大部分乡村教师知识生成空间中数字素养呈低
阶化样态袁对更加智能化的数字工具及支持教学与开
发本土资源缺乏了解遥

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有三点院首先袁部分乡村教
师很少接受数字技术知识学习遥他们提到袁野设备安装
后没有组织学习袁主要通过自己摸索或同伴互助了解
如何使用冶遥 其次袁有些培训更偏重教学知识袁较少介
绍数字技术与教学尧 本土教育资源结合的最新成果遥
最后袁乡村教师野老龄化冶相对严重袁40岁以上的教师
占 56.91%袁 学习相关知识时往往力不从心尧 意愿不
强袁知识掌握与高效利用存在困难遥

2. 育人实践空间中乡村教师数字素养存在不足
育人实践空间中乡村教师数字素养表现为数字

教学设计渊3.35冤尧数字教学实施渊3.48冤尧数字教学评价
渊3.41冤与数字协同育人渊3.49冤袁整体表现较佳袁但超过
半数教师得分低于均值遥 数字教学设计方面袁56.91%
的教师存在缺憾袁 学情分析与教学环境创设最为明
显遥 数字教学实施方面袁58.71%的教师难以利用数字
工具支持教学遥 数字学业评价方面袁57.96%的教师数
据分析与反馈能力较差遥不少教师表示袁野根据学生课
堂表现及考试成绩进行评价袁不会用数字工具冶遥数字
协同育人方面袁53.07%的教师表现欠佳遥 他们表示袁
野主要通过微信尧钉钉等软件与家长尧同事尧专家交流袁

很少指导学生正确利用数字产品进行学习冶袁 较少利
用数字技术开展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遥

究其根源袁一方面袁学校缺乏经费对设备进行维
护更新袁导致教师更愿意采用传统教学方式遥 学校管
理者谈道院野教学设备的维护更新需要资金袁很难拿得
出来遥 冶有教师表示袁野设备缺少维护与更新袁智能化程
度不够袁虚拟实验室尧评价系统不会用冶袁很大程度上
制约了数字素养的提升遥 另一方面袁 教师队伍中
81.29%是本科生袁16.91%是专科生袁5年以下教龄的
教师仅占 23.36%袁 大部分教师缺少教育技术学习经
历袁数字教学能力相对欠缺遥

3. 专业发展空间中乡村教师数字素养仍需提升
专业发展空间中乡村教师数字素养表现为数字

化学习渊3.52冤尧数字化教研渊3.49冤尧数字化可持续发展
渊3.48冤袁整体水平较高袁但近 60%的教师得分低于对
应维度均值遥 数字化学习方面袁乡村教师比较局限于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遥有教师坦言袁野平时借助国家智慧
教育平台学习袁很少利用电子白板或其他平台冶遥数字
化教研方面袁 乡村教师具备一定的教学反思能力袁但
集体参与性不强遥大部分教师提到袁野科研项目由教研
主任或学科组长负责袁 校本研修也限于骨干教师袁普
通教师很少参与冶遥数字化可持续发展方面袁乡村教师
借助数字手段与同行或专家展开合作仅限于材料传

递尧信息共享袁缺乏深度合作能力和终身学习意识遥
分析发现袁制度保障缺位是主要原因遥首先袁相关

政策意味着政府从外部解决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中的

问题[25]袁野重标轻本冶的政策效应忽略数字化学习的重
要性遥 其次袁以野差异补偿冶为表征的政策供给侧路径
背景下袁乡村教师被冠以野被指导者冶的身份参与数字
化教研袁所受指导倾向于野单向度冶遥最后袁数字资源供
需匹配不精准袁未能针对乡村教师可持续发展需求提
供适切资源遥有教师表示袁野相关政策支持少尧力度小袁
主要靠自己冶遥

4. 精神涵养空间中乡村教师数字素养较为欠缺
精神涵养空间中乡村教师数字素养表现为数字

化认识 渊3.49冤尧 数字化情感 渊2.79冤 与数字化信念
渊3.39冤袁且年龄尧教龄越长的语数外三科教师得分显
著低于其他学科教师袁占比近 55%遥 具体来说袁58.79%
的教师难以认识到数字技术对教育和自身发展的价

值曰82.69%的教师使用数字技术进行教育实践与创新
的情感淡薄曰58.15%的教师将数字技术应用于教育的
信心较弱遥不少教师提到袁野数字技术对教学有用袁但不
能解决所有问题冶遥 观摩课堂时袁有些教师似乎不愿尝
试解决教学技术难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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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根源在于院第一袁主流媒体对乡村优秀教师的
报道主要聚焦道德层面的宣扬[26]袁而对从事数字化教
育改革尧矢志于数字化教学创新的报道相对较少遥 第
二袁乡村教师数字化教学认同感不强袁不少教师表示袁
野只想上好课袁有没有数字技术影响不大袁推进教育数
字化是学校的事冶遥 第三袁随着乡村教师年龄尧教龄的
增长袁数字素养得分显著降低袁说明年龄尧教龄增长一
定程度上会阻碍数字化意识涵养遥

5. 生活体验空间中乡村教师数字素养有待加强
生活体验空间中乡村教师数字素养表现为数字

伦理道德渊3.57冤尧数字法治规范渊3.78冤尧数字乡村文化
渊3.45冤袁为中等偏上水平袁但超过 40%的教师低于平
均水平遥 调查表明袁49.38%的教师数字伦理道德水平
较低袁不注重保护教学设备与信息隐私曰43.55%的教
师在遵守数字法治规范方面表现较弱袁 还有个别教
师未能遵守网络秩序曰56.15%的教师难以利用数字
技术传承尧交流与创新乡村文化袁乡土文化与数字技
术融合深度不够遥 课堂观摩时发现袁有教师不注意保
护教学设备袁 电子白板使用不规范遥 部分教师谈道院
野这些设备不就是用的吗钥质量很好遥冶野平时拍乡村民
俗袁但不会做视频遥 冶

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有三点院一是教育理念未能
紧跟教育数字化转型步伐遥有教师仍秉持传统教育理
念袁对数字时代师德师风知之较少遥 二是对教师管理
监督不到位遥有学校管理者反映袁野即使他们发表一些
不良言论袁我们也不知道冶遥三是缺少数字安全与数字
社会责任等专题课程遥校长与教师都表示袁野培训以教
学技能为主袁数字伦理法规尧乡土文化等内容较少冶遥

五尧在地化教育空间中乡村教师数字素养
提升路径

渊一冤以知识生成空间的正义性为根袁筑牢形成基础
知识生成空间的正义性蕴含个体对追求罗尔斯

式野生活计划冶的思考[27]袁说明人可以通过知识实现素
养发展遥 因为如果人还有对正义的追求袁那么强化自
身素养就应该成为个体在知识领域的自觉选择遥 首
先袁乡村学校应立足教师现实情况袁设计差异化尧梯度
化的学习内容袁提供匹配的数字化知识[28]袁更好地指
导学生及村民掌握数字技能遥 其次袁政府既要完善自
身主导的数字教学资源供给机制袁也要建立由社会主
体执行的野服务外包冶机制袁将优质数字教学知识惠及
更多乡村教师袁培养数字化人才遥最后袁乡村教师有必
要将目光投向乡村在地田野实践袁破除数字技术与地
方知识间的壁垒袁 形成乡土知识跨时空线上流动袁实

现在地性意义的挖掘与延伸遥
渊二冤以育人实践空间的情境性为本袁打造应用

场景

育人实践空间展现乡村教师数字素养真实水平袁
其情境性对于打造应用场景有立竿见影之效遥 第一袁
以教学设计为切入点袁 利用数字技术科学分析学情袁
合理控制学习难度尧精心设计有意义活动[29]尧多元创
设沉浸式教学情境袁 催生具有良好交互性的教学形
态遥第二袁以教学实施为突破点袁通过应用多样化的教
学工具和泛在智能的教学环境袁建设可感知尧可视的
实施场景袁赋能教学活动灵活高效尧教学过程多维立
体尧个别指导精准有效袁满足乡村学生日益多元尧个性
化的需求遥 第三袁以学业评价为着力点袁利用大数据尧
数字画像等技术袁搭建实时伴随的课堂评价尧智能高
效的作业评价和科学循证的学习评价等场景袁持续改
进教学袁提升教育质量遥 第四袁以协同育人为落脚点袁
挖掘野三个课堂冶尧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尧数字乡村等场
景袁传播数字教育理念袁破解学生数字素养发展联动
性难题袁形成家尧校尧社共赢局面遥

渊三冤以专业发展空间的差异性为道袁拓宽培育
途径

专业发展空间蕴藏着乡村教师以空间为对象开

展提升数字素养的差异性活动袁 旨在拓宽培育途径遥
首先袁 培训部门应依托乡村学校信息化建设情况袁汇
聚优质资源袁搭建数字化学习平台遥 教师培训者则根
据乡村教师的实际需求建构差异化数字学习空间袁乡
村教师也应借助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尧学科网等数字媒
介开展自主学习遥其次袁乡村学校应根据教师学历尧教
龄等方面的差异开设数字化乡土研修课程袁组织开展
个性化教学研究袁实现教研互促袁为教育提质增效遥最
后袁 乡村教师应积极利用数字技术参与课程培训尧学
术会议尧专家讲座袁激活可持续发展动力遥 同时袁行政
部门应分层设计尧精准施策袁健全乡村教师数字终身
发展体系袁补齐教育现代化短板遥

渊四冤以精神涵养空间的构想性为核袁增强内在支撑
精神涵养空间是由人类感知所凝聚抽象出的构

想空间袁展现了乡村教师对数字技术的认识尧情感与
信念袁推动提升数字素养内驱力发展遥 第一袁乡村学校
应鼓励教师在备课及研讨中进行头脑风暴袁 促进数字
思维碰撞袁使其意识到数字技术是一种思维理念袁引导
村民正确认识数字技术对教育尧农业的驱动效应袁激活
乡村人才红利遥第二袁乡村学校和社区可大力宣传数字
文化袁如数字教育尧数字农业等遥乡村年长教师也应强
化主体意识袁将目光专注于数字化的独特优势 [30]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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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数字化认同感袁 鼓励村民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学习尧
娱乐尧生产等遥第三袁乡村教师要认清自身教育数字化
角色袁担起培育村民数字素养的责任袁树立推进教育
数字化的坚定信念袁参与数字乡村建设与生态治理遥

渊五冤以生活体验空间的亲历性为魂袁赋能在地
嵌入

生活体验空间承载着乡村教师亲身经历的感悟袁
使数字素养嵌入乡土社会遥 首先袁政府应根据乡村生
活中数字网络安全尧数据隐私保护尧数字鸿沟等伦理
性问题袁明确数字伦理道德要求袁督促乡村教师文明
上网袁并引导村民遵循数字伦理与道德规范袁抵制封
建迷信尧低俗暴力等内容遥其次袁立法部门要根据数字
治理的新形势完善法律法规袁厘清乡村教师的数字责
任袁 进而使乡村教师承担起育化村民免受网络诈骗尧
赌博等不良诱惑的重任袁净化乡村数字环境遥最后袁乡
村教师可以依托数字技术挖掘当地文化资源袁 建设

县尧乡两级数字文化图书馆袁推动乡村特色文化资源
转化为数字资源袁助力学生与村民利用数字技术实现
乡村文化传承尧创新与振兴遥

六尧结 束 语

面对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战略任务袁竭力提升
乡村教师数字素养是当前的重要举措遥得益于人工智
能尧 大数据等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在教育中的应用袁乡
村教师数字素养培育空间正在被全方位重塑遥探求空
间中的社会关系是空间研究的主要目的[31]袁要求对乡
村教师数字素养的认识须置于乡村教育在地化语境

与空间中袁即在地化教育空间袁旨在让其始终秉持育
人立场完成对知识尧能力和德性的聚合和升华袁最终
生成数字素养袁 实现数字技术与育人过程的深度融
合袁开启教育家型教师成长之路袁助力实现教育强国
和乡村振兴战略目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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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tual State of Rural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in Localized Educational
Space and Breakthrough Strategies

CUI Yingjin, XU Liang
渊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25)

[Abstract] Digital literacy is the core quality of future teachers, and the level of rural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is related to the realization of educational digitalization and the strategy of a powerful nation of
education.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rural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constructed in the localized
educational space, through the interviews and observations of 2,662 teacher questionnaires and more than
90 school administrators and teachers in province H, it is found that the overall digital literacy of rural
teachers is moderately high, but the space for knowledge generation is at the lower stage, the space for
nurturing practice is insufficient, the space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till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
space for spiritual cultivation is relatively lacking, and the space for life experience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In this regard,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the justice of the knowledge generation space as the
foundation to build a solid base, take the context of the nurturing practice space as the basis to create
application scenarios, take the diversity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pace as the path to broaden the
cultivation approaches, take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spiritual cultivation space as the core to enhance
the internal support, and to take the experience of the life experience space as the soul to empower the
localization.

[Keywords] Localization; Educational Space; Rural Teacher; Digital Literacy;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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