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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组织数字教育生态塑造：策略框架与核心议题

梁 林 梅

渊河南大学 教育学部袁 河南 开封 475004冤

[摘 要]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渊OECD冤作为全球技术促进教育变革的探路者和引领者袁近年来围绕教育数字化转

型和数字教育生态系统建设开展了系列研究袁形成了数字教育生态塑造的策略框架袁包括目标层渊迈向促进学习者发展

的数字教育生态系统冤袁先决条件层渊物理基础设施冤袁核心要素层渊数字工具尧数字资源尧数字素养和数字应用冤和保障层

渊政府主导的多方协同尧战略规划的顶层设计尧资金投入和公共采购尧教师的激励与专业支持尧监测和评估冤曰此外袁还分

析和探讨了数字教育生态塑造的三大核心议题院弥合数字鸿沟尧聚焦数字治理和关注人工智能遥 关照 OECD已有经验袁

基于我国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实需求袁可以从制定国家数字教育战略规划尧深化学习/教学和评价场景的数字应用

创新及加强人工智能教育大模型的研究和实践探索袁推动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可持续发展遥

[关键词]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曰 数字教育生态曰 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曰 人工智能曰 数字鸿沟曰 战略规划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梁林梅渊1969要冤袁女袁河南林州人遥 教授袁博士袁主要从事区域教育数字化发展与评估研究遥 E-mail院

50468167@qq.com遥

一尧引 言

随着 2012年全国首次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的召
开袁我国的教育信息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遥 经过十多
年从教育信息化 1.0到 2.0阶段的建设和应用袁2022
年之后开始步入教育数字化战略和转型发展的新阶

段遥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了要野推进教育
数字化袁建设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大国冶[1]袁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袁野教育数字化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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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2]遥教育数字化
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高阶形式袁各国均将教育数字化
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袁在各级政府层面出台政策文件
或专项计划并加以推进遥 对于我们国家而言袁作为建
设数字中国的重要战略任务袁教育数字化正在成为我
国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尧建设教育强国尧办好人
民满意教育的战略支撑和动力引擎[3]遥

数字化转型是充分应用数字技术袁在战略层面实

现组织形态的根本性改变[4]遥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持续
利用数字化尧网络化和智能化技术及手段变革教育系
统的过程袁是促进教育领域全要素尧全业务尧全领域和
全流程的数字化转型[5]遥 目前我国的教育数字化转型
仍处于探索起步阶段[6]袁转型的理想教育图鉴正在逐
步展开袁但实现的过程却是艰难曲折尧困难重重[7]袁面
临着一系列重要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遥 例如袁目前关
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研究更多集中于内涵尧理念及价
值等方面的探讨袁缺乏整体性尧系统性和方向性[8]袁缺
乏系统的战略规划和制度设计[9]遥 实践中仍然存在重
政策引领轻实践落地尧重建设轻应用的问题[10]袁数字
化转型尚未进入教育系统的核心业务流程[11]遥 因此袁
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更加宏观尧系统的变革思路和推
进方向[6]袁需要加强战略指导和政策保障袁更需要坚持
系统推进[7袁12]遥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渊简称野经合组织冶袁OECD冤作
为发达国家的智囊机构袁 作为技术促进教育变革的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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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者和引领者袁 自 2020年以来持续发布了一系列关
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袁并初步形
成了从战略规划尧数字资源建设尧数字素养提升到生
态系统建设等的一体化实施和运作机制[13]遥 在 OECD
的持续推动之下袁教育数字化转型几乎成为其所有成
员国的重要议题遥 本论文在 OECD叶2021年数字教育
展望曳渊 冤[14] 的基

础上袁 以 叶2023 年数字教育展望曳渊
冤[15]和同一年发布的叶塑造数字

教育曳渊 冤[16]为内容主线袁同时
参考了欧盟的 叶数字教育行动规划 2021要2027曳
渊 冤[17] 及美国

联邦政府教育部发布的叶2024年国家教育技术规划曳
渊 冤[18]等关键

文献袁聚焦基础教育领域的数字化转型袁对 OECD数
字教育生态塑造的策略框架和核心议题进行系统分

析袁以期对我国的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政策制定和实
践提供参考遥

二尧经合组织数字教育生态塑造的策略框架

数字化为教育开辟了新的可能袁也给教育系统带
来巨大挑战[16]遥 为了指导其成员国开展教育数字化转
型实践袁OECD积极探索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尧 塑造
数字教育生态的策略框架袁包括了目标层尧先决条件
层尧核心要素层和保障层渊如图 1 所示冤院渊1冤一个目
标院迈向促进学习者发展的优质尧公平尧高效的数字教
育生态系统曰渊2冤一个先决条件院物理基础设施曰渊3冤四
大核心要素院数字工具尧数字资源尧数字素养及数字应
用曰渊4冤五大保障机制院政府主导的多方协同尧战略规
划的顶层设计尧资金投入和公共采购尧教师激励与专
业支持及监测和评估遥

图 1 经合组织数字教育生态塑造的策略框架

渊一冤转型目标院迈向促进学习者发展的数字教育
生态系统

随着全球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的不断深入袁数字
教育在国家教育系统中的重要性和战略地位逐步得

以明确遥 正如欧盟在 叶数字教育行动规划 2021要
2027曳中提到的袁野数字教育不再是个可有可无的边缘
性问题袁 是 21世纪学习尧 教学和评价的核心组成部
分遥所有利益相关者都需要战略性地思考如何将数字
技术融入教育领域袁以促进高质量数字教育生态系统
的发展冶[17]遥OECD同样认为袁野数字教育正在成为许多
国家的优先发展事项袁并且成为国家数字化战略的关
键要素冶[19]遥

OECD强调袁教育领域人工智能的应用最终不是
为了取代教师或人类袁而是形成一个人类和人工智能
协同的混合系统遥 所谓数字教育生态系统袁是一种包
容尧公平且高效的人机混合系统袁由人的数字素养尧物
理基础设施尧数字工具尧数字资源及学习尧教学和评价
应用场景等构成遥 其最终目的是构建更加优质尧公平
和高效的教育生态系统袁 促进学习者在认知技能尧数
字素养尧社会情感能力等方面的发展[14-15]遥

渊二冤先决条件院物理基础设施
物理基础设施渊即硬件冤袁包括了稳定尧可靠及高质

量的互联网连接和数字设备两个方面袁 是塑造数字教
育生态系统的基石遥 OECD多次提醒教育政策制定者
和教育管理者袁 拥有强大的物理基础设施只是塑造高
质量数字教育生态系统的先决条件袁 也是许多国家正
在致力于解决的优先事项袁 但物理基础设施并不是高
质量数字教育生态系统的核心要素遥 如果仅仅注重数
字设备和互联网建设袁 最终并不能带来教育数字化转
型的实现袁要同时确保战略规划尧基础设施尧数字资源尧
数字素养及学习尧教学尧评价应用等多个维度的平衡遥

渊三冤核心要素院数字工具尧数字资源尧数字素养和
数字应用

1. 数字工具
OECD将数字工具分为用于管理的数字工具渊例

如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尧设备管理系统尧招生系统尧防辍
学预警系统等冤和用于教学尧学习及评价的教学工具
渊例如学习/课程管理系统尧 职业和学习指导系统尧作
业系统等冤遥调查表明袁目前大多数成员国都拥有国家
层面的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和学习/课程管理系统袁有
近三成的系统提供了基于学习分析的数字仪表盘或

数据可视化工具遥 尽管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非常火
热袁但截至 2023年 12月袁这些系统中几乎都没有应
用人工智能技术袁也没有提供基于人工智能的诊断工

34



2025年第 5期渊总第 385期冤

具尧自动推荐工具或智能决策工具遥从未来发展看袁一
些国家正在探索将管理系统和教学系统打通袁将学生
的管理数据和学习过程数据相整合袁充分利用学习分
析尧知识图谱尧数字仪表盘等技术袁为学生的个性化学
习提供支持和服务遥

2. 数字资源
OECD各成员国都努力通过多种途径为学习者

和教师提供日益丰富的多样化数字资源袁并且有近九
成国家建设了在线教育平台遥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渊UNESCO冤和 OECD等的持续推动下袁向公众提供开
放教育资源渊包括 MOOC冤已成为大多数国家正在承
担的公共职责遥 据 OECD调查袁在其成员国所使用的
数字资源中袁开放教育资源占 66%袁社交媒体资源占
45%袁MOOC平台资源为 28%袁 而传统的电视教育资
源仍然占据主流 渊83%冤遥 除此之外袁69%的成员国还
提供了面向教师专业发展的数字资源袁69%的成员国
提供了一种特殊的野自我评估资源冶袁可供学生或教师
用于评估自身的特定技能渊如数字素养冤遥

3. 数字素养
为了有效利用数字技术袁必须在教育系统的各个

层面建设数字能力尧提升数字素养[16]遥 在叶OECD 学习
罗盘 2030曳渊 冤中袁重申
了数字素养作为基础素养的重要性袁将其视作数字世
界中生存和学习的必备核心素养[20]遥

教师数字素养是实现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

件袁培养具备数字素养的新型教师已成为世界各国的
共识[21]遥 欧盟将教师数字素养视作数字教育生态系统
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袁呼吁将数字素养融入教师专业
发展的所有领域[22]遥 然而袁在全球教育数字化转型实
践进程中袁教师数字素养不足已成为制约数字技术赋
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遥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袁
各国通过编制国家层面战略规划尧制定教师数字素养
框架标准尧开展教师数字素养提升培训尧为教师数字
化专业发展提供激励和支持等多种途径袁来努力提升
教师的数字素养遥在 OECD成员国中有 83%制定了适
合本国国情的教师数字素养框架标准袁一些国家还开
展了教师数字素养评估袁并尝试将评估结果纳入教师
职业资格认证流程遥

4. 数字应用
自 2020年以来袁 大多数 OECD成员国都在教育

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设施尧数字资源和数字素养方面取
得了较大进展袁但在学习尧教学和评价等核心业务领
域的应用方面却较为薄弱[15]遥 尽管课堂上的数字技术
越来越多袁但技术的使用率却严重不足[16]遥 为了解决

上述问题袁OECD在叶2021年数字教育展望曳中袁对如
何利用数字技术渊如自适应学习系统冤促进学生个性
化学习和学习参与尧促进形成性评价及为有特殊需要
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服务等进行了系统分析袁还以专
题形式探讨了智能课堂分析技术的应用前景要要要可

以用来追踪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生理数据尧行为数据和
情境互动数据等多模态数据袁可以借助学习分析技术
构建起教与学的过程模型袁可以生成学生学习的数字
仪表盘袁以便教师随时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袁为学生
提供及时反馈和个性化学习支持遥 同时袁也能为教师
的教学决策和教学改进提供实证依据遥 此外袁OECD
还探讨了数字技术赋能评价的研究进展袁倡导基于游
戏的沉浸式评价袁尤其适用于评价那些复杂的问题解
决尧协作及创新等高阶能力[14]遥

虽然在理论上自适应评价尧游戏化评价等新型评
价方式具有许多优势袁 但现实的评价实践却不容乐
观遥据 OCED2023年的研究报告显示[15-16]袁OCED成员
国中 62%都只是简单地将传统的纸质评价进行了数
码化升级袁在评价方式和模式方面并没有体现出创新
性应用遥有 55%的成员国使用了数字化的评价管理工
具来简化行政管理尧数据管理和评分流程袁以减轻教
师的工作负担袁而在那些高利害性考试的数字化进程
方面却相当缓慢遥 另外袁几乎没有成员国在评价实践
中使用自适应评价技术袁更不用说游戏尧模拟或基于
场景的创新性评价应用了遥 OECD目前正在努力改变
上述状况袁开发了开源的在线学习和评价工具野创新
学习评价平台冶袁该平台聚焦于学生 21世纪技能的训
练和评价袁教师可以在平台上为学生设计具有挑战性
的学习活动或任务袁平台可以为师生提供过程性学习
评价和即时反馈遥

渊四冤保障机制
1. 政府主导的多方协同
数字教育生态的塑造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系统

工程袁 需要政府主导下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协同合作遥
欧盟在叶数字教育行动规划渊2021要2017冤曳中反思道袁
野过去袁 数字教育通常被认为是政府下属的教育机构
或公共机构内某个团队或部门的职责冶[17]袁 但多年的
经验和教训表明袁野为数字时代而改变教育是全社会
共同的任务袁 是一项政府主导的战略性行动冶[17]遥 因
此袁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在政府部门尧私营企业尧研究
机构尧公共机构尧学校及教育工作者之间建立起紧密
的合作伙伴关系袁同时家长尧社区和学习者自身也应
积极参与[17]遥 OECD在多年的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和
实践指导中也深刻认识到袁政府能否有效协调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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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教育生态系统中各利益相关方袁 形成职责明确尧
边界清晰尧通力合作的协同机制袁是塑造数字教育生
态系统的重要机制保障[23]遥

2. 战略规划的顶层设计
OECD一直强调要充分利用政策杠杆来塑造数

字教育生态系统袁而战略规划则是其中的重要政策保
障遥 OECD十分重视数字教育的战略规划和顶层设
计袁强调任何期望利用数字技术赋能教育变革的良好
意愿袁都要始于战略规划的顶层设计遥 目前已有近八
成的成员国制定或者更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教育数

字化战略规划袁有独立编制的袁也有作为国家整体教
育战略规划的重要内容遥

3. 资金投入和公共采购
数字教育对先进基础设施的严重依赖及对人的

数字素养的新要求袁决定了需要大量的持续性资金投
入遥 OECD调查表明袁目前能够公开获得的关于各成
员国数字教育资金及投入方面的信息非常有限袁而且
各国的财政支出水平尧对私人资金来源的依赖程度以
及采用的融资机制也不尽相同遥当前各国教育数字化
转型的主要资金来源为公共资金袁其支出占所在国家
GDP 的比例从 2007 年的 11.8%上升到 2021 年的
12.9%遥总体而言袁多数国家的公共支出都难以满足数
字教育发展需求遥 OECD鼓励其成员国通过战略规划
的政策杠杆为数字教育提供专项经费支持袁倡导政府
与私营企业合作袁吸引私人资本和社会力量参与数字
教育建设遥鉴于大多数国家都将其资金投入主要用于
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袁OECD呼吁要确保在物理基础
设施的建设性支出和持续性应用支出渊如技术运维与
服务尧教师专业支持等冤之间取得适当平衡遥
与资金投入密切相关的是公共采购遥 OECD成员

国的公共采购通常包括了集中采购尧半集中采购和学
校自行采购三种方式袁其中集中采购可以降低采购风
险袁降低成本尧提高效率袁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数
据安全和提高软件系统的互操作性遥当学校内部能力
和资源不足时袁适合采用该方式遥 半集中采购则是政
府提供或集中采购一些数字工具和资源袁也允许和支
持学校自行采购袁但需经政府批准遥 在 OECD成员国
中有 72%会采用集中或半集中采购的方式遥自行采购
虽然赋予了学校较大自主权袁但对于学校也提出了较
高的数字能力要求袁大多数政府都会为学校的自行采
购提供指导遥

4. 教师激励与专业支持
教育系统的数字化转型正在深刻影响和改变着

教师的工作方式袁如何激励和支持教师主动尧创新性

地应用数字技术袁是各个国家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中
面临的共同难题遥 OECD提出了如下三个方面的建
议院渊1冤首先要充分考虑教师开展数字技术应用的时
间投入遥 技术变革教育的历史经验一再表明袁尽管使
用数字技术最终有可能帮助教师更加有效地完成工

作任务尧提高工作效率袁但不可否认的是袁教师在熟练
掌握和创新性应用数字技术的过程中需要大量时间

投入袁尤其是在技术应用的初期遥因此袁就需要为教师
的数字化教学应用和创新预留出足够的时间保障曰
渊2冤其次是有效的激励机制遥 教育系统需要通过财务
奖励尧职业发展尧减少日常工作时间尧提供培训机会等
多种策略袁来激励教师参与数字教育的探索和创新实
践遥 OECD建议将数字化教学实践纳入教师的专业标
准尧专业评估和专业认证框架曰渊3冤再次是技术支持人
员的配备遥 随着教育系统越来越依赖数字技术袁其人
力资源政策也必须作出相应调整袁以确保有充足的技
术支持人员渊通常称作数字协调员冤来维护数字基础
设施袁并帮助和支持师生开展数字技术应用遥

5. 监测和评估
如果说战略规划是确保塑造高质量数字教育生

态系统的起点袁那么监测和评估就是确保数字教育生
态系统达成其目标和战略规划重点的必要保障遥
OECD多次强调袁 教育系统的数字化本身不是目的袁
它只是一种有助于提高教育质量尧公平和效率的宝贵
工具遥 政府作为数字教育的责任主体袁其重要职责之
一就是要监测教育数字化进展袁评估数字教育战略规
划的目标尧愿景尧主要任务的完成情况及对教育系统
所产生的影响遥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层面袁监测
和评估是其中的薄弱环节和难点所在遥 OECD坦承袁
迄今为止各个成员国对于教育数字化的系统性监测

和评估仍然没有给与应有重视袁目前能够获得的相关
进展信息非常有限遥即使有少数国家开展了监测和评
估的探索袁也常常是针对某一项特定主题或内容的专
项评估渊例如师生数字素养或数字技术在教学中的应
用冤袁而面向数字教育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尧持续性评估
仍然较为缺乏袁尤其是在评估数据和证据的收集方面
面临着很大挑战[16]遥

三尧经合组织数字教育生态塑造的核心议题

渊一冤弥合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是 OECD持续关注的重要议题袁 早在

21世纪初期 OECD就敏锐地意识到由于信息技术的
广泛应用而引发的野数字鸿沟冶问题袁指出野信息技术
可以帮助整个社会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经济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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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袁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要要要那些无力获取信

息技术和知识的人越来越难以融合到当今日益依赖

技术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之中袁由此而产生的耶数字鸿
沟爷已经成为摆在各级决策者面前的主要挑战冶[24]遥 二
十多年之后袁由技术的获取及应用等复杂因素而引发
的数字鸿沟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袁反而在日益
加剧袁成为全球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共同面临的重
要挑战[25袁18]遥 为此袁OECD提出了公平包容的数字教育
生态塑造价值共识和核心理念袁并且在国家政策层面
将教育系统的公平包容纳入了其成员国的立法框架袁
作为数字教育发展的优先事项[23]曰在战略规划层面确
保必要的公共资金投入袁确保为所有学校尧教师及学
生提供高质量的物理基础设施曰在实践层面优先提供
在线教育平台和数字教育资源袁以解决所有学校及师
生的数字资源获取问题遥

为了解决不断扩大的数字鸿沟袁作为 OECD成员
国的美国更是将 叶2024年国家教育技术规划曳渊简称
叶教育技术规划曳冤主题聚焦于野呼吁采取行动弥合数
字访问尧设计和使用鸿沟冶[18]遥 叶教育技术规划曳基于教
育公平的愿景袁呼吁教育系统应该确保每个学生都能
够获得由新兴技术而带来的变革性学习体验遥 叶教育
技术规划曳对教育数字化进程中存在的三类数字鸿沟
渊数字访问鸿沟尧数字使用鸿沟和数字设计鸿沟冤进行
了系统分析袁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改进建议遥 除了受到
普遍关注的外显性数字访问渊接入尧获取冤鸿沟袁叶教育
技术规划曳还着重探讨了更加复杂尧隐性而重要面向
学生的野数字使用鸿沟冶和面向教师的野数字设计鸿
沟冶袁并且将野数字画像冶作为助力识别和弥合数字鸿
沟的有效策略遥

所谓野数字使用鸿沟冶袁直接指向所有学生渊包括
那些贫困学生和身体有障碍的学生冤能否在学习中主
动尧有效尧创新且安全地使用数字技术袁其主要影响因
素包括学生的数字化学习动机和意愿尧数字素养与技
能尧高质量学习资源支持尧所在家庭的支持及教师的
数字化教学质量等遥为了确保所有学生都能够在技术
支持下获得积极性尧创新性和批判性的学习体验袁叶教
育技术规划曳建议院渊1冤加强学生需求分析袁使技术能
够充分服务于学生的学习目标和个性化学习与发展曰
渊2冤为学生构建数字画像袁包括了个人基本信息尧批判
性思维尧问题解决能力尧沟通协作能力尧创新能力尧数
字素养等多个维度袁既可以促进学生的自我认知和反
思袁也有助于教师的个性化指导曰渊3冤采用通用学习设
计原则开展课程设计袁并将学生的数字素养培养纳入
所有课程内容曰所谓野数字设计鸿沟冶袁是由于教师在

时间和资源支持缺失尧专业发展支持缺失尧自身的数
字素养及数字化教学设计能力不足等而引发的袁这是
影响学生野数字使用鸿沟冶的重要因素之一遥为了使所
有教师都能够在日益复杂的数字教育生态系统中为

所有学生设计和提供积极的学习体验袁叶教育技术规
划曳建议为教师构建数字画像尧建立支持教师终身学
习和发展的数字化学习系统尧提升教育管理者及教师
的数字素养尧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及时向教师提供学生
学习进程的反馈信息等遥

渊二冤聚焦数字治理
数字治理是近年来 OECD着重关注的重要议题袁

也是各个国家在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中面临的难点

问题遥 OECD没有对数字治理的内涵作出明确界定袁
指出教育领域的数字治理问题十分复杂袁既有技术方
面的袁也与社会和教育治理密切相关遥 在叶2023年数
字教育展望曳[15]中袁几乎用了一半篇幅来讨论影响数
字教育生态系统塑造的数字治理问题袁涉及的范围涵
盖了数据与技术治理尧算法偏见尧互操作性尧对于生成
式人工智能的监管尧公共采购尧多方利益相关者之间
的合作与协同尧教育数字化战略尧教育数字化专业支
持与实施渊组织冤机构八个方面遥

结合前文分析袁在此着重阐释和分析数字治理的
如下四个方面院渊1冤数据与技术治理遥其核心是隐私和
数据保护渊网络与数据安全冤问题袁这是数字治理的基
础遥目前所有 OECD成员国都制定了符合本国国情的
数字教育隐私和数据保护政策与法规袁目前面临的挑
战是如何在隐私和数据安全保护与数据驱动的研究

及教育变革之间取得适当平衡曰渊2冤算法偏见遥 OECD
建议在制定教育数据隐私相关政策尧法规时要兼顾到
算法偏见研究所必需的用户身份数据问题袁在充分的
数据支持下加强算法偏差研究并公开发布算法偏见

的证据袁资助世界各国开展基于本国渊本地区冤现实情
境的算法偏见研究袁资助开发基于最佳实践的高质量
教育算法偏见工具包等曰渊3冤互操作性遥是针对数字生
态系统碎片化问题的回应袁指用户能够轻松尧连贯且
高效地整合和使用来自不同数字工具的数据袁互操作
性有助于释放数字技术和数据的潜力袁支持教育系统
的改进和创新遥 互操作性包括了技术互操作性渊涉及
连接数据系统和服务的信息技术应用程序及基础设

施冤尧语义互操作性渊指不同数据元素的含义和关系冤尧
组织互操作性渊涉及数据共享和使用过程中的跨组织
业务运营协调冤和法律互操作性渊涉及规范数据所有
权尧数据安全或隐私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框架之间
的一致性冤曰渊4冤专业支持与实施渊组织冤机构遥 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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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或外部的任何机构袁其职责是实施数字教育公共
政策袁 以支持和促进数字技术在教育系统的广泛尧深
入应用遥 OECD对该类组织的主要职能进行了界定袁
包括制定所在国家渊地区冤的教育数字化战略规划尧为
学校采购/部署和维护教育数字化基础设施尧 建立和
管理区域教育数据中心尧 促进教师数字化专业发展尧
开发和管理数字教育资源尧 开展教育数字化监测与评
估尧协调多方利益相关者等遥

渊三冤关注人工智能
OECD在 2020年[26]尧2021 年[14]尧2023年 [15]及2025

年[27]的相关报告中袁都持续关注了如何在教育领域有
效且公平地使用人工智能的问题袁尤其是随着生成式
人工智能的爆发式发展袁OECD强烈意识到人工智能
与教育的融合正在成为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新的

生长点遥 OECD系统总结和分析了人工智能在教育领
域的应用前景院渊1冤促进个性化学习遥人工智能驱动的
自适应学习系统可以跟踪学习者进度袁及时了解学习
者的学习掌握情况袁帮助教师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教学
指导曰渊2冤助力包容性教育和教育公平遥人工智能可以
支持有特殊或特定需求的学生袁可以帮助教育者识别
有辍学风险的学生曰渊3冤支持教师专业发展遥人工智能
不仅可以支持教师个性化教学袁 还可以为教师减负袁
将教师从繁重的日常重复性工作中解放出来袁把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最需要他们关注的学习者身上袁投
入教学研究和创新之中袁 投入自身的专业发展之中遥
同时袁OECD还指出了人工智能可能会对教育系统带
来的潜在风险袁例如新的数字鸿沟的出现尧数据隐私
与安全尧算法偏见尧应用伦理尧知识产权尧学生因技术
依赖而产生的技能流失等袁建议各个国家渊地区冤不应
该采取严格的限制措施袁而是要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教育应用提供指导和监管框架袁在防范可能潜在风险
的同时袁支持人工智能赋能的教育教学创新袁提升师
生的人工智能素养袁鼓励研究者和实践者合作开展探
索性研究袁总结和分享最佳实践袁为生成式人工智能
的规模化应用提供实证依据遥

虽然在理论层面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具有

多种可能性和令人振奋的前景袁虽然几乎所有的成员
国都非常重视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袁但 OECD的调查
表明袁绝大部分成员国的基础教育系统中都没有使用
自适应学习系统尧自适应评价系统尧自适应职业指导
系统或自适应预警系统袁只有荷兰 45%的小学生已经
在数学尧语言及阅读教学中大规模使用自适应学习技
术袁美国有 60万名 6~12年级的学生在数学学习中使

用了自适应学习技术遥教育领域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情
况是袁 在实验室里的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学校日常教
学情境中的人工智能应用之间袁仍然存在着较大距离袁
这些新的前沿技术走向成熟应用还需假以时日[14]遥

四尧结 束 语

2025年开启了我国教育数字化战略的新三年[28]袁
在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印发的叶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
渊2024要2035年冤曳[29]渊简称叶规划纲要曳冤中袁再次强调
要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袁建立横纵贯通尧协同服
务的数字教育体系遥本论文基于现阶段我国教育数字
化实践中面临的关键问题袁学习和借鉴 OECD数字教
育生态塑造的已有经验袁对照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发布
的叶规划纲要曳政策要求袁面向基础教育领域袁提出促
进我国高质量数字教育体系建设的三点建议院渊1冤强
化国家和地方政府对于教育数字化发展的战略规划

和顶层设计引领遥战略规划是教育数字化在战略层面
的价值引领[30]袁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起到了核心主导
作用[8]袁在叶规划纲要曳中明确提出了野强化战略引领冶
的工作要求遥 因此袁建议尽快出台国家层面的数字教
育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31]袁并且要注重与教育法规尧
教育数字化标准尧教育战略规划等相关政策之间的协
同性[21]曰渊2冤深化数字应用遥 当前我们国家在教育数字
化转型实践中与 OECD成员国面临的共同问题之一袁
就是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应用方面仍然较为

薄弱袁尤其在教学尧学习及评价等核心业务领域的深
度尧创新性应用还有待突破遥

建议结合叶规划纲要曳中提出的野建强用好国家智
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冶政策要求袁继续将国家智慧教
育平台作为实施和推进教育数字化的重要抓手袁深入
探索面向教育强国建设的数字技术赋能学习尧 教学尧
研训及评价的中国经验和中国路径曰渊3冤加强多方协
同积极推进人工智能教育大模型赋能教育系统变革

的研究和实践探索遥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教育系统的潜
在影响和未来可能正在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热点话

题袁在叶规划纲要曳中强调要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
革袁 打造人工智能教育大模型遥 在以 ChatGPT 及
DeepSeek等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快速迭代和变
革的强烈冲击下袁教育政策制定者尧教育管理者尧一线
教师及学生尧家长等都应该以积极而开放的心态拥抱
人工智能袁加强研究者尧技术开发者和实践者之间的
协同合作袁积极探索人工智能教育大模型赋能数字教
育变革的有效路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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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ping Digital Education Ecosystem: OECD's Strategic Framework and
Core Issues

LIANG Linmei
渊Faculty of Educ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4)

[Abstract] As a pioneer and leader in leveraging technology to drive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globally, OECD has conducted extensive researches in recent years 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education ecosystems, and has formed 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shaping
digital education ecosystems, which consists of a goal layer (advancing towards a digital education
ecosystem that fosters learner development), a prerequisite layer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a core element
layer (digital tools, digital resources, digital literacy and digital applications), and a guarantee layer
(government -led multi -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 top -level strategic planning, financial investment and
public procurement, teacher incentives and professional support,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Additionally,
three core issues for shaping the digital education ecosystem are analyzed and discussed: bridging the
digital divide, focusing on digital governance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rawing on
OECD's experience and considering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basic education in
China, the sustainable advancemen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in China can be promoted
through formulating a national strategic plan for digital education, deepening digital application innovation
in learning/teaching and evaluation scenarios, and enhancing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AI
educational large models.

[Keyword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Digital Education
Ecosystem;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Basic Edu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igital Divide; Strategic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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