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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袁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
教育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冶[1]袁为新时代教育发
展指明了方向遥 202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指出袁野要
构建中国特色尧世界水平尧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
高质量教育体系袁扎实推动教育强国建设重点任务落
地见效冶[2]遥 二十届三中全会叶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曳 则进一步明
确提出袁野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袁统筹推进育人方
式尧办学模式尧管理体制尧保障机制改革冶[3]遥 这一系列
政策方针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教育事业的重大决策部

署袁确立了教育强国建设的时代任务遥 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袁野建设教育强国袁基点在基础教育遥 基础教育搞
得越扎实袁教育强国步伐就越稳尧后劲就越足冶[4]遥 因

此袁基础教育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主线袁需要通
过多方面统筹推进尧同向发力袁为教育强国建设奠定
扎实的基础[5]遥

纵览全球袁 世界各国积极制定教育数字化发展
战略袁以数字化赋能教育变革创新袁深入推进教育现
代化和高质量发展成为全球共识[6]遥作为新质生产力
的代表袁数字技术能够从教学模式创新尧教育评价优
化尧数字资源共享尧学习成效提升等方面推动基础教
育体系的结构重组与流程再造袁 有效破解基础教育
发展面临的教育焦虑剧增尧应试教育凸显尧教育机会
不均衡尧 教育资源配置失衡以及教育质量有待提升
等现实难题[7]袁为实现更加公平而有质量的基础教育
提供重要支撑遥 在国家政策导向尧数字技术变革尧教
育现实需求的多重驱动下袁 以数字化赋能基础教育
高质量发展袁既是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举措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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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面向新时代的战略选择和必由之路[6]遥 为此袁本研
究立足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背景袁 从基础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内涵出发袁 深入探讨数字化赋能基础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潜能尧实践框架以及推进策略袁
为切实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思考和策

略应对遥

二尧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阐释

渊一冤何谓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袁野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冶[8]袁首次提出野高质量发展冶
这一概念遥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袁野高质量发展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冶[9]遥就高
质量发展而言袁其核心在于追求发展的质量袁而非单
纯的数量增长[10]袁强调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效率袁实
现各要素质量的内生性尧实质性发展遥 关于高质量发
展袁有研究将其内涵概述为整体发展观尧民生指向观
以及高度聚合观三个方面遥 其一袁高质量发展是一种
不断动态演化的整体发展观袁是经济系统尧社会系统尧
制度系统相互作用的现代化产物[11]曰其二袁高质量发展
是能够很好地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经

济发展方式袁强调人类发展的价值理性[12]曰其三袁高质
量发展是新发展理念高度聚合的发展袁 强调创新尧协
调尧绿色尧开放尧共享[13]遥

渊二冤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在经济学视角下袁 高质量发展代表着一个高质

量尧高效率和高稳定性的经济供给体系遥 将这一概念
引入教育领域袁 意味着需要构建一个优质且公平尧高
效且可持续的教育生态体系遥教育高质量发展不仅体
现在资源均衡分配和教育机会的公正获取上袁更体现
在教育结构的优化尧教育供求的平衡以及教育生态的
和谐等方面[14]遥

随着中国基础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袁 当前基础
教育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袁
实现从野有质量冶到野高质量冶的飞跃[15]遥这一跃升要求
基础教育在公平和质量上实现稳步提升袁 超越过去
单纯追求速度和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袁 走向更加均
衡尧优质和可持续的发展路径[14]遥具体而言袁基础教育
高质量发展强调践行新发展理念袁 着力塑造人才培
养质量高尧教师队伍素质高尧教育资源服务品质高尧
教育治理效能高以及人民满意度高的野五高冶新发展
样态袁 其中人民满意度高是在前四个发展样态上塑
造而成袁 这也是评判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重
要标准遥

三尧数字化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潜能分析

迈入数字化时代袁以人工智能尧大数据尧云计算为
代表的数字技术已然成为促进教育综合性改革尧内涵
式发展尧实现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动能
引擎[16]遥 就数字化而言袁数字化是指利用数字技术或
数字信息袁以新的方式来创造和获取价值袁进而推动
社会系统结构重组尧流程再造以及整体优化[17]遥 基于
此袁本部分系统分析了数字技术生态的整体优势及其
潜能发挥的基础逻辑袁以实现数字技术与基础教育生
态的深度融合遥

渊一冤数字技术生态的整体优势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袁一个以技术为

核心尧以提升教育品质为目标的数字技术生态逐渐形
成遥 该生态是由各种技术元素相互作用尧相互依存所
形成的一个动态复杂系统[18]袁具有智能适应性尧联通
共享性尧开放创新性等特征遥在基础教育领域袁数字技
术生态通过数字驱动力和新质生产力赋能基础教育

实现野五高冶的新发展样态遥 由此袁本研究构建了如图
1所示的数字技术生态体系袁包括要素层尧特征层尧驱
动层与价值层遥

图 1 数字技术生态体系

要素层是数字技术生态的存在基础袁包括算力设
施尧信息网络尧教育应用尧数字资源以及数据要素遥 其
中袁算力设施是整个数字技术生态运行的能量供给中
心袁为上层各类教育应用运行尧数字资源建设以及数
据要素处理提供算力保障曰信息网络是数字技术生态
中信息流动的野动脉冶袁支撑各种数字教育业务开展曰
教育应用是教育用户直接感知和使用的各类教育软

件和平台袁是数字技术生态中各种数字教育业务运行
的载体曰数字资源是数字技术生态中学科知识的重要
载体袁支持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曰数据要素是数字技
术生态持续运行累积的野数据资产冶袁是驱动教育系统
数字化转型尧智能升级的关键科学力量遥 特征层体现
了数字技术生态的三个核心特征院智能适应性强调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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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技术生态能够利用大数据尧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资
源适配供给袁支持学生开展个性化学习曰联通共享性
突出数字技术生态能够打破时空限制袁实现优质教育
资源的广泛共享曰开放创新性体现数字技术生态能够
利用新兴技术创新教育理念尧模式尧组织以及结构袁打
造多元跨域尧双向赋能的教育新样态遥 驱动层是数字
技术生态的动力引擎院数字驱动力体现了数字技术为
基础教育各要素的变革与重组提供动力支持曰新质生
产力通过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袁重塑教育生产关系
以及催化教育持续创新袁 从而提升教育质量与效率遥
价值层则关注数字技术生态整体优势释放后对基础

教育生态的变革作用袁 主要体现在提升人才培养质
量尧强化教师队伍素质尧优化教育治理效能尧提升教育
资源品质四个方面袁为打造人民满意度高的基础教育
发展新样态提供支撑遥

渊二冤数字化潜能发挥的基础逻辑
厘清数字化潜能发挥的基础逻辑袁是充分发挥数

字技术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潜能的关键遥 为此袁
本研究从数字技术生态的核心要素出发袁阐释了数字
技术如何驱动教育模式创新变革袁进而实现基础教育
高质量发展袁如图 2所示遥

图 2 数字化潜能发挥的基础逻辑

首先袁算力设施尧信息网络尧教育应用尧数字资源
与数据要素等新型基础设施有效整合袁形成一体化的
数字教育基座袁以支撑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
合袁驱动数字化转型遥在此基础上袁以生成式人工智能
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全面赋能与优化教尧学尧管尧评尧研
等教育业务及其流程袁实现教育业务层面的实质性变
革与场景创新遥数字化赋能下的教育业务变革与创新
场景袁不仅能够提升教育的生产效率袁还将重塑教育
生产关系袁推动教育模式的创新变革遥 这种创新与变
革有明确的目标指向袁 即实现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袁
具体体现为塑造基础教育的野五高冶发展样态院渊1冤强

化技术支持下的深度学习袁 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尧
问题解决能力袁打造高质量的人才培养体系曰渊2冤提升
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教学创新能力袁打造高素
质的教师队伍曰渊3冤为师生生成优质尧多样的数字化教
学资源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袁提供高品质的教育资源服
务曰渊4冤提升教育治理的力度尧效度与深度袁构建高效能
的教育治理模式曰渊5冤提升基础教育的社会认可度和人
民满意度袁打造高满意度的基础教育发展样态遥

四尧数字化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实践框架

数字化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指将数字技

术与基础教育的教学尧学习尧治理尧评价等要素深度融
合袁 在育人过程与教育实践中不断优化和创新应用袁
最终驱动基础教育实现更加均衡与更高质量的可持

续发展袁实现野五高冶的新发展样态遥 为了阐释数字化
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框架袁本部分从数字
化赋能的基本原则和数字化赋能的系统框架两个视

角进行论述遥
渊一冤数字化赋能的基本原则
数字化赋能强调数字技术渗透教育系统中的每

一个野细胞冶袁包括教育资源尧教育组织尧教育环境等袁
实现对教育教学尧组织尧治理尧服务等方面的结构重组
和流程再造[19]遥 因此袁数字化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
展不只是技术的革新袁 更是数字技术与教育理念尧教
育实践的深度融合遥 从技术与教育的双重视角出发袁
我们需要遵循技术整合原则尧创新驱动原则尧开放共
享原则尧系统可持续原则袁以此充分释放数字技术对
基础教育的赋能价值遥

1. 技术整合原则
技术整合原则是指将数字技术与基础教育体系

的各个组成要素进行深度融合袁这是数字化赋能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基础遥该原则强调数字化赋能要超越单
纯的技术应用袁回归教育本位袁将数字技术与教育理
念尧教学模式尧评价体系尧治理方式全面融合袁打造协
同共生尧相互联结的生态系统袁推动基础教育体系的
变革与创新袁打造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发展新样态遥

2. 创新驱动原则
创新驱动原则是指应用数字技术创新基础教育的

教育理念与育人模式袁 这是有效提升基础教育质量和
效率的核心遥 该原则强调数字技术在教育生态中的持
续更新与创新应用袁 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赋能教育创
新变革方面的效率尧价值和动能优势袁以不断适应教育
需求的动态变化袁实现对人才培养体系的优化和创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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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放共享原则
开放共享原则是指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教育资源

和成果的汇聚与共享袁这是实现基础教育公平尧均衡
发展的重要途径遥 该原则强调利用互联网尧大数据等
数字技术传播优质教育资源袁 提高教育资源利用率袁
为不同地区尧不同背景的学生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和
教育服务袁为缩小教育鸿沟和构建包容平等的基础教
育环境提供支持遥

4. 系统可持续原则
系统可持续原则体现了数字技术对教育生态的

可持续作用袁这是保证基础教育可持续创新发展的关
键遥该原则强调在数字化充分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
展过程中袁不仅要考虑当前的教育需求袁还要预见未
来的发展趋势袁确保数字技术在教育系统中的动态适
应性与持续发展能力袁使其能够灵活应对现实环境的
变化遥

渊二冤数字化赋能的系统框架
数字化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现代

数字技术与基础教育核心要素深度融合并助力基础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机制遥 在这一机制中袁蕴含着
作用力尧作用方式和作用目标三要素[20]遥 其中袁以人工
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是该机制的核心作用力袁通过
数字技术赋能教育治理尧教育要素尧教育模式等是该
机制的主要作用方式袁打造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高质
量发展新样态是该机制的作用目标遥就其内在逻辑而
言袁数字化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驱动基
础教育治理现代化袁由此推动基础教育各要素的结构
重组与流程再造袁最终构建公平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
生态体系遥 基于此袁本研究构建了数字化赋能基础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框架袁如图 3所示遥

图 3 数字化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框架

1. 驱动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
数字技术被视为推动教育治理转型的关键力量袁

通过丰富治理主体尧更新治理理念尧创新治理机制袁实

现教育治理的现代化[21]袁构建高效能的教育治理模式袁
充分体现了数字赋能的方式和价值遥 首先袁数字技术
通过网络平台和社交媒体等工具袁为学生尧教师尧家长
等多元主体参与协同治理提供了更加便捷的信息平

台与渠道袁使得民主参与更加广泛袁信息获取更加便
捷遥同时袁治理模式也逐渐向以数据为中心的扁平化尧
平台化方向转变袁实现了对基础教育治理结构的重组
与治理流程的重塑遥 其次袁数字技术强调数据驱动的
决策过程袁体现出透明度尧公平性和预见性遥利用大数
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袁 管理者能够更准确地识别尧
分析各类教育治理问题袁超越了传统治理模式因信息
不全而产生的对事物认识模糊的情况遥 同时袁数字技
术还促进了教育治理理念的透明化袁通过教育管理平
台向公众开放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袁有效增强了教
育治理的公信力遥 最后袁数字技术的应用实现了教育
治理的自动化和智能化袁数字技术能够对教尧学尧管尧
评尧 研等流程与环节产生的数据进行全方位采集袁建
立有效的动态决策尧评估与反馈机制袁推动基础教育
治理从静态监管迈向动态治理遥

2. 打造基础教育要素新样态
数字化赋能基础教育新样态是将数字技术全面

融入教师教学尧学生学习尧教育管理尧教育评价以及教
育研究等教育核心要素袁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注入新活力遥 第一袁数字技术推动传统教学模式向更
加灵活尧互动和个性化的方向发展遥 智能教学平台和
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袁不仅丰富了教学手段袁同时也
增强了教学的精准性尧趣味性与科学性遥 教学内容的
呈现形式也更加多样袁为学生提供了更加沉浸尧更具
实感的个性化尧交互式学习体验遥第二袁通过智能推荐
系统和自适应学习平台袁优化知识生产尧传授与互动
的个性化资源供给袁为学生提供定制化的学习资源和
学习计划遥 数字技术支持虚拟化学习方式袁为每一位
学习者打造智能学伴袁并提供情境化创设与沉浸式体
验的学习环境遥 第三袁数字化教育管理信息系统能够
实现学生信息尧成绩尧课程安排等的数字化管理袁简化
了管理流程袁减少了人为错误遥 数字技术支持建立开
放的决策机制袁通过收集和分析各方面的建议袁提高
管理的民主性和科学性遥 第四袁数字技术实现了教育
评价的多元化和即时化遥智能化评估系统能够收集学
生的各项学习数据袁进而利用学习分析技术来挖掘学
生的学习习惯尧学习风格以及知识掌握等情况袁实现
对学习者画像的绘制袁提升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全面
性遥第五袁数字技术为教师教研活动提供了新的机遇遥
在线研修和虚拟教研社区为教师提供了一体化尧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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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尧有活力的数字教研空间袁支持教师参与区域间尧学
校间的集体教研活动袁打造区校联动的协同教研网络遥

3. 推动基础教育模式变革
数字化赋能基础教育模式变革将重塑教学和学

习方式袁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师发展路径袁以顺应
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与人才培养要求遥 一方面袁
数字技术促进了人才培养目标的转变袁从只关注学生
的知识尧技能尧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袁转向将学生的数字
素养发展以及对数字技术的灵活运用能力纳入人才

培养体系袁关注学生高阶思维的发展遥另一方面袁数字
技术为教师专业成长提供了新的平台和工具袁 在教
研尧备课尧培训等环节发挥重要作用遥在线研修课程和
智能化教研平台助力教师突破时空限制袁打造名师工
作室尧虚拟教研室等数字化学习共同体袁支持教师与
更多名师尧专家尧学者进行对话袁增强教研共同体的活
力袁有效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22]遥 数字技术倒逼教师
数字素养与人工智能应用能力的提升袁推动教师利用
数字技术提升教学能力与效率遥数字技术替代教师完
成简单尧重复的机械性工作袁帮助教师专注于与学生
的面对面教学工作袁为教师开展个性化尧差异化的教
学活动提供了可能遥

4. 提升基础教育公平与质量
数字技术作为推动基础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

关键动力袁其多维度和深层次的作用机制不仅重塑了
教育资源的分配袁还为教育创新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遥 首先袁数字技术通过提供远程教育和在线学习资
源袁为缩小城乡及区域间的教育差距提供了实质性支
持遥 通过在线学习平台袁偏远地区学生能够获得同等
的高质量教育资源袁 这直接促进了教育机会的均等
化遥 其次袁数字技术在提升基础教育质量方面扮演着
核心角色遥数字化教学资源如数字教材尧在线课程尧虚
拟资源等袁以其丰富性和互动性袁极大地提高了教学
的吸引力和有效性袁为开展高质量教学活动提供了重
要支持遥最后袁数字技术为基础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遥
通过数字化工具和平台袁教师能够设计更灵活尧更具
创新性的教学活动袁 有效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袁
提升学生学习活动的参与度遥 对教育管理者而言袁数
字技术提供了强大的数据支持和决策工具袁使教育政
策和实践更加科学尧灵活袁为构建高效能的教育治理
体系提供了重要支持遥

五尧数字化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推进策略

数字化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一场深层次尧

长周期尧多环节的系统性变革袁不仅要求数字技术与
教育系统的深度融合袁推动教育系统内部各要素与组
织的结构重组袁还需要明确其价值取向尧组织结构以
及现实障碍等遥 因此袁有必要进一步厘清数字化赋能
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关键堵点问题袁从而明确
应对策略袁以实现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遥

渊一冤数字化赋能的关键堵点
1. 顶层制度设计不足
基础教育领域在政策指导和制度保障方面还存

在明显短板袁 导致数字化实践缺乏统一规划和协调袁
束缚着数字化赋能效力的发挥遥首先袁各地区尧各学校
在推进数字化过程中往往各自为政袁缺乏有效的沟通
和协作袁 难以形成促进教育公平和质量提升的合力遥
其次袁数字化赋能在战略方向尧发展目标尧资源配置等
方面缺乏指导袁使得基础教育体系在应对数字化挑战
时显得被动和无序遥 此外袁教育决策的科学性和前瞻
性不足袁限制了教育创新的活力和潜力袁制约着基础
教育体系对数字技术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发展袁
这对于实现教育现代化和培养适应未来社会的高素

质人才造成了严重障碍遥
2. 师生数字素养限制
目前袁基础教育领域普遍存在师生数字素养不足

的问题袁存在野技术焦虑冶和野技术崇拜冶的矛盾袁这成
为制约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遥 首先袁师生数字
素养的缺乏不仅体现在对数字技术的理解和应用能

力上袁更在于缺乏必要的数字意识尧数字能力以及数
字思维袁导致其在数字化教学环境中感到迷茫和不适
应袁 难以有效利用数字工具和资源进行教学和学习遥
其次袁面对数字化教学的挑战袁许多教师感到无助和
焦虑袁缺乏将数字技术融入教学的策略和方法袁尚未
真正厘清数字化赋能教育的野变冶与野不变冶的辩证关
系遥 最后袁学生适应数字化社会学习和生活所需的数
字化能力还不够强袁较难充分利用数字资源进行自主
学习尧探究学习以及合作学习袁影响数字技术与自身
学习活动的深度融合[23]遥

3. 数字技术融入困难
数字技术与基础教育的融入面临适应性难题袁这

种野水土不服冶的现象会阻碍其在基础教育领域的有
效应用和广泛推广遥 首先袁传统教育观念和模式的根
深蒂固袁 使得教育实践难以跳出旧有的思维框架袁往
往限制了数字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遥 其次袁部分地区在
硬件设施和技术支持方面的薄弱袁使得数字技术的深
度融合面临物质条件的制约袁难以将数字技术的优势
辐射到教育的核心要素中遥 最后袁数字技术体系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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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仍不够完善遥一方面是如何应对技术发展的野限度冶
问题袁 以实现对师生隐私与数据安全的有效保护曰另
一方面是技术与教育的本位关系及技术在教育应用

中的深度与广度尚不明确袁这些都限制着数字技术在
教育领域中的潜能释放与价值发挥遥

4. 观念与行为障碍
部分教师对于野数字化赋能冶内涵的理解存在认

知偏差袁 对数字技术在教育变革中的作用认识不足袁
过度强调技术应用的能力袁 弱化了对教学能力的追
求袁导致教师从原本的野技术辅助教学冶异化为野以教
学辅助技术冶[24]袁 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教师对数字
技术与教学融合的抵触情绪遥 此外袁一些教师固守传
统的教学理念和方法袁不愿或难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
教育需求袁这种观念上的滞后限制了教育创新和人才
培养模式的更新遥 同时袁面对众多的数字化教学工具
和平台袁教师可能会感到困惑和不安袁产生野技术眩晕
感冶袁进而引发技术使用焦虑和认知焦虑等负面情绪袁
这些情绪不仅影响了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的常态

化应用袁也削弱了数字技术潜在价值的释放遥
渊二冤数字化赋能的关键策略
1. 完善顶层制度设计并强化政策落实
数字化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从顶层制

度设计入手袁构建一个全面尧协调的法律法规尧伦理规
范与政策体系遥 一是坚持问题导向袁深入分析当前基
础教育体系的需求尧挑战和机遇袁由此制定数字化赋
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观政策袁确立数字化赋能
的目标方向和发展规划袁 为教育改革提供清晰的指
引遥 二是细化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实施策略袁比如区域
或学校层面的基础教育发展规划袁制定具体的实施计
划和阶段性任务袁以确保政策的连贯性和适应性遥 三
是强化并全面践行数字化赋能理念袁创建数字化赋能
基础教育的平台尧体制和机制袁确保政策的有效落地
与实施遥此外袁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督和评估机制袁对政
策执行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和评估袁确保数字化赋能真
正能提高教育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成效袁为建设人民满
意度高的基础教育发展新样态提供支持遥

2. 系统化提升师生数字能力与素养
数字化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不能只依赖技

术的野变现价值冶袁还需要充分发挥师生在数字化赋能
过程中的野人本价值冶遥一是构建一个覆盖各级教育阶
段的数字能力培养框架袁确保每位学生和教师都能获
得必要的数字技能和素养袁使其能够科学合理地使用
数字化学习平台与资源遥二是加强野数据+机器+教师冶
教育袁鼓励教师将人工智能引入教育教学过程袁实现

对教学思维与教学方法的变革袁打造人机协同的教学
新常态遥 同时袁各教育主体应认真审视数字技术在基
础教育发展中的定位和功能袁不断深化对数字技术本
质规律尧 数字技术与人发展的辩证关系等的认识袁推
动数字技术与基础教育各要素的全面融合和彼此互

嵌[20]遥 三是高度聚焦师生实际需求袁为他们提供易于
使用的在线教学平台尧丰富的数字教学资源尧便捷的
在线学习工具等袁让一线教师和学生掌握实实在在的
数字技术袁拿得起尧用得惯袁持续提升学生常态化开展
数字化学习的能力袁以及教师常态化开展数字化教学
的能力遥

3. 加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技术升级
数字化赋能要求我们加速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

与技术升级袁缩小数字鸿沟袁为创设公平且有质量的
基础教育体系提供基础设施保障遥 这需要加大对教育
信息化基础设施的投入袁包括校园无线网络尧自动化办
公平台尧智能教学终端等袁为师生营造一个稳定尧高效
的数字化学习环境遥 在技术升级方面袁5G网络的高速
连接能力能够为远程教育和实时互动提供更加流畅和

高质量的体验袁 物联网的广泛连接能够使校园内的设
备更加智能袁 这都倒逼服务于教学活动与教育评价的
智能技术与数字平台的不断升级与完善遥同时袁随着教
育数字化程度的加深袁建立健全数据安全保护机制尧有
效提升校园网络安全管理水平袁 对于保障师生的网络
信息安全至关重要遥 另外袁 充分利用讯飞星火尧
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袁重塑知识生产尧传播
以及创新等教育流程与组织袁 创设智慧教育发展的新
生态袁这将成为推动教育模式变革创新的重要途径遥

4. 推进数字化驱动的教育治理现代化
依托大数据尧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袁发挥教育数

据的诊断和决策价值袁推动教育治理从经验驱动到数
据驱动尧从单向管理到多主体协同治理的转变 [25]袁实
现教育治理的现代化袁是打造高效能教育治理模式的
基础遥首先袁利用数字技术完善治理结构袁打造政府主
导尧社会支持尧学校落实以及师生参与的协同治理体
系袁创新基础教育治理模式遥其次袁推动教育管理流程
的数字化再造袁收集尧整合并实时掌握各项教育信息袁
实现教育服务的线上化和智能化袁提升教育治理的效
率和透明度遥 最后袁构建一体化服务平台袁将教学尧学
习尧评价尧教研尧安防等业务运行进行可视化管理袁实
现数据驱动的精准决策与智能治理袁推动教育治理的
现代化与科学化遥

5. 培育数字文化导向的教育创新生态系统
数字化驱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袁不仅要实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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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技术对教育模式尧教育理念以及教育要素的外在层
赋能袁 更要培育数字文化导向的教育创新生态系统袁
以激发基础教育生态要素的创新活力袁建设人民满意
度高的基础教育发展新样态遥一是在基础教育系统内
部培育一种开放尧创新尧协作的数字文化袁汇聚更多优
质教育教学和实践资源袁同时鼓励师生积极探索数字
化教学和学习的新方法尧新模式袁主动使用并适应数
字化工具和平台遥二是加强与政府尧企业尧社会等外部
资源的合作袁与更广泛的社会资源建立连接袁促进教
育内容尧教学方法和学习体验的创新遥 三是健全数字
化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伦理规范体系袁强化对
师生数字伦理规范与意识的培养袁引导他们在数字化
环境中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袁以确保数字技
术在基础教育中的安全与规范使用遥

六尧结 束 语

充分释放数字化潜能袁 以数字化赋能基础教育

高质量发展成为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抓手遥 本
研究厘清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以及数字化

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潜能袁 深入阐释了数字
化赋能基础教育的实践框架与推进策略袁 从顶层制
度设计尧数字素养提升尧基础设施升级尧教育治理现
代化以及数字文化培育等方面提出了数字化赋能的

关键策略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数字化赋能基础教育高质
量发展是一个长周期的系统性实践过程袁需要多方主
体协同共建袁本研究的探讨尚处于理论层面袁有待通
过不断的教育实践进行检验遥 面向未来袁数字化赋能
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在持续推进中不可避免地将会

遇到诸多矛盾阻碍和现实难题袁我们需要理性审视和
主动应对袁才能充分发挥数字化赋能的潜力遥同时袁呼
吁更多研究者与实践者关注数字化赋能基础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袁进行理性而又深入的思
考和讨论袁共同助力于基础教育变革与创新袁以推动
教育强国的建设与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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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ing Potential into Reality: the Logical Path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of
Empower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Basic Education through Digitization

YANG Xianmin, LI Xin
渊Jiangsu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ization,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

[Abstract] Empower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basic education through digitization is a
strategic choice and the only wa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n strong education nation in the new era.
Digitally enabl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basic education involve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with various elements such as teaching, learning, governance, and evaluation in basic education,
continuously optimizing and innovating applications in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and practice, and promoting
the balanced, high -qua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basic education. The core is to drive the
modernization of basic education governance through digital technology, thereby promoting the structural
reorganization and process reengineering of all elements of basic education, ultimately achieving a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of "five highs". To overcome th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empowerment,
such as insufficient top-level design, constraints of digital literacy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difficulties in
integrat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conceptual and behavioral barriers, and to efficiently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basic education,efforts can be made in five aspects, including improving top-
level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strengthen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systematically enhancing the digital
competencies and literacy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technological upgrading,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digitally -driven education governance, and
fostering an educational innovation ecosystem oriented towards digital culture.

[Keywords] Digital Empowerment; Basic Education; Potential Analysis; Practical Framework;
Promo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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