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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育者数字素养的框架构建及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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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培养教师的核心主体袁当前教师教育者的数字素养会影响未来教师的数字素养遥研究分析了教师教育

者数字素养应具备的特征袁并基于班杜拉的三元交互理论袁构建了以数字适应尧数字应用尧数字伦理为一级维度袁主体尧

行为尧环境及其两两交互作用为二级维度的教师教育者数字素养框架遥 在此框架基础上袁提出通过提升教师教育者数字

意识尧健全教师教育者数字素养培训体系尧建立教师教育数字伦理问责机制尧建立导向性常态化机制袁不断提升教师教

育者的数字素养袁顺应教育数字化时代师资培育的重要趋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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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深入发展袁教
育数字化转型已然成为全球教育界的共识遥世界各国
纷纷出台了教育数字化发展战略袁探索利用数字技术
推进包容且公平的优质教育遥作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
关键推动者袁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是推进国家教育数
字化战略行动的要求袁是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
软实力袁为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和培养高素质人才提
供支撑遥 2023 年 2月 13日袁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北
京召开袁会上正式发布了叶教师数字素养曳行业标准袁
制定了教师数字素养框架袁其目的是指导教师数字素
养的培训与评价袁提高教师使用数字工具进行课程规
划尧教学设计及评估反馈的能力袁从而更有效地满足
学生的需求和社会期望[1]遥 2024 年初袁教师教育学正
式列为教育学二级学科袁标志着教师教育的重要性和
专业性得到了合法性的确认袁这不仅有助于推动教师
教育学科的系统化和专业化发展袁而且为教师教育者
提供了更加明确的职业发展路径和学术研究平台袁预
示着教师培养和专业成长将进入一个更加规范化和

科学化的新阶段遥 教师教育作为教育事业的野工作母

体冶袁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野始源地冶袁其中袁教师教育
者作为培养教师的核心主体袁是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
进程的关键驱动力袁承担着培养数字时代高质量教育
者的重要使命遥 巴赫里渊Bahri冤等人的研究指出袁学生
的数字素养会受到教师数字素养水平的影响袁教师和
学生的数字素养水平通常保持一致[2]遥 这也意味着教
师教育者数字素养的水平高低会不同程度影响到未

来教师的数字素养袁进而影响到未来的学生袁因此袁教
师教育者要抓住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机遇袁增强对
数字化社会的适应力袁主动迎接教育数字化时代师资
培育的挑战遥

二尧教师教育者数字素养的特征

在我国袁野教师教育者冶 这一名词首次被提出是在
2001年[3]遥 广义的教师教育者包括所有从事正规教师
教育工作的人员袁涵盖职前尧入职和在职教育阶段曰狭
义的教师教育者特指在职前教师教育阶段袁 通过教
学尧研究和服务促进准教师专业发展的教师渊包括高
等教育和中小学的教师教育者冤[4]遥本研究主要是指向
广义的教师教育者遥 当前袁国内学者结合我国教师教
育环境将教师教育者的专业素养进行梳理袁尝试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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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多种指标体系袁如将专业知识划分为野教冶野教耶教爷冶
野学教冶三个层次[5]袁将专业能力分解为开展教学活动尧
研究发展教学尧聚焦教学的影响等三种能力[6]遥尽管这
些指标体系廓清了教师教育者应具备的基本素养袁但
与现代数字社会环境的结合还不够充分[7]遥因此袁在构
建教师教育者数字素养框架前袁需先明确教师教育者
数字素养区别于一般教师数字素养的特征遥

渊一冤体现多重角色融合与数字领导力
相较一般教师的数字素养袁教师教育者的数字素

养要明确其一般教师和特殊教师双重身份遥 一方面袁
教师教育者大多意识到自己作为教育者与研究者的

身份袁 而一般教师更多关注自己作为教育者的身份袁
其作为研究者的身份意识觉醒还不明显曰 另一方面袁
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要求其应具有弥合教师教育野理
论要实践冶鸿沟的跨界能力[8]袁这意味着教师教育者的
角色不仅是知识的野教授者冶袁更是教育数字化变革的
野推动者冶遥 因此袁其数字素养框架的构建必须体现角
色融合与数字领导力的特点遥教师教育者的角色融合
体现在他们既是教育者又是研究者袁既是实践者又是
理论家遥 他们不仅要在课堂上运用数字技术袁更要指
导其他教师如何有效整合这些技术遥这种双重角色要
求教师教育者具备更为全面的数字素养袁与一般教师
相比袁教师教育者的数字领导力更强调对教育数字化
变革的引领和对教师专业发展的指导遥他们需要展现
出在数字化环境下的前瞻性和创新能力袁引导其他教
师适应数字化教学的需求袁提升整个教育团队的数字
素养遥 这种数字领导力不仅关乎技术的应用袁更关乎
教育理念的更新和教育模式的创新遥数字技术正重塑
教育的每一个方面袁教师教育者作为连接现在与未来
教育的桥梁袁他们的数字素养水平直接影响到未来教
师的培养质量遥 因此袁他们需要具备引领教育团队适
应数字化挑战的能力袁从而确保教育的连续性和创新
性遥 此外袁教师教育者的数字领导力还能促进数字教
育公平袁通过分享最佳数字教育资源袁帮助所有教师
提高教学质量遥 所以袁教师教育者数字素养框架的构
建必须将角色融合与数字领导力作为核心内容遥这不
仅是对他们角色定位的准确反映袁 也是提升教育质
量尧实现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所在遥

渊二冤强调数字工具应用与教学策略的创新力
在数字化时代袁教师的角色正经历着根本性的转

变遥 有学者指出袁教师不仅需要具备数字技术的管理
能力和传授技能袁更需要能够引导学生在使用数字技
术过程中具备协作尧解决问题并富有创造性的能力[9]遥
现行的教师数字素养框架在界定野数字化应用冶维度

时袁着重强调其在教学过程中的实践导向袁突显了教
师野教冶的能力袁体现了其教学者的角色定位袁但如果
对象扩大为野教耶教爷冶的教师教育者袁这就未能体现其
能力层次上的区别遥 因此袁作为培养教师的教师教育
者袁不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者袁更是数字技术应用的
引领者与创新者遥教师教育者需要掌握的不仅是基础
的数字技能袁更重要的是如何将这些技能转化为教学
中的创新实践遥他们应当能够运用并示范教会教师使
用数字工具来设计互动性强尧学生参与度高的课堂活
动袁以及厘清利用数字技术支持学生个性化学习的背
后逻辑及所需的技术支持遥 此外袁教师教育者在设计
教学活动时应该注重创新和灵活性袁探索如何利用技
术来促进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尧创造力和沟通能力的发
展遥教师教育者的数字素养应当强调数字工具应用与
教学策略的创新力袁要明确其作为数字技术的使用者
和传播者的角色袁更要强调其作为数字化教学的领导
者和创新者的身份遥

渊三冤聚焦数字伦理规范与数字福祉的引领力
教师教育者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袁更是道德和价

值观的塑造者袁他们的行为和教学方式将直接影响到
未来教师的伦理观念和行为模式遥 与一般教师相比袁
其数字伦理方面的要求更为严格袁需要恪守数据隐私
保护尧算法公平性审查尧数字知识产权规范等伦理准
则遥 因此袁教师教育者不仅要在数字环境中树立更高
的标准袁更需通过教学实践示范如何平衡技术效能与
人文关怀袁以培养教师的责任感尧公正性和诚信遥与此
同时袁教师教育者的数字素养还需要体现对数字福祉
的关注袁数字福祉是指个体在数字化环境中的幸福感
和生活质量袁包括健康尧安全尧满足感和个人成长等方
面袁涉及数字技术与数字体验对社会个体身体尧心理尧
情感尧精神健康的影响[10]遥 这包括指导未来教师如何
在数字化环境中保持身心健康袁如何利用数字工具促
进个人和社会的发展袁以及如何避免数字技术可能带
来的负面影响遥 由此可见袁教师教育者的数字素养必
须实现伦理规范与人文关怀的深度融合袁 通过 野伦
理要福祉冶的双重维度确保未来教育者具备驾驭数字
文明复杂性的能力遥

三尧教师教育者数字素养框架的构建

通过剖析我国叶教师数字素养曳教育行业标准与
英国叶教师数字素养框架曳高校版[11]两份文本袁两者在
指导思想上袁均凸显了教师在数字化教育领域的能力
与素养袁强调教师在数字技术应用尧专业发展尧社会责
任以及教学创新等方面的能力培养曰 在结构设计上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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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采用了层级化的方式袁通过一级维度尧二级维度乃
至三级维度的细分袁为教师数字素养的构建提供了清
晰的框架遥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尝试建构教师教育者数
字素养的框架遥班杜拉的三元交互理论认为袁主体尧行
为和环境三者相互影响袁形成一个动态的系统袁在构
建教师教育者数字素养框架中显示出显著的适配性

和合理性遥 在教师教育者的数字素养发展中袁个体的
认知尧情感和预期等内在因素袁与教育环境中的数字
资源尧工具和文化等外部条件相互作用袁共同塑造教
师的数字教学行为[12]遥 这种互动不仅影响教师教育者
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教学设计尧实施和评估袁也影响他
们引导职前教师发展数字素养遥在班杜拉的三元交互
理论指导下袁 构建了教师教育者的数字素养框架模
型袁具体如图 1所示遥

图 1 教师教育者数字素养的框架模型

在数字教育的生态体系中袁教师教育者的数字适
应素养尧数字应用素养尧数字伦理素养构成了其数字
素养的核心遥数字适应素养体现了教师教育者与数字
环境的互动袁涉及教师教育者如何理解和融入由数字
技术塑造的教育环境曰 数字应用素养则聚焦于教师教
育者如何将数字技术应用于教学实践曰 数字伦理素养
则体现了环境与行为之间的交互袁 关注环境对行为的
塑造遥这一结构通过与环境的互动尧对伦理的遵循以及
对技术的应用袁构建三位一体的数字素养框架模型遥

渊一冤数字适应素养院主体与环境之间的交互
在数字化时代袁教师教育者扮演着数字适应素养

的培养者和实践者的角色袁 需具备前瞻性的数字意
识袁对数字技术的发展趋势保持敏感袁同时能够适应
数字化教学环境的变化袁并在其中展现出创新性遥 这
种素养要求他们深刻理解数字技术在教育中的潜力

与挑战袁并将这种理解传递给未来的教育工作者遥 从
三元交互的视角来看袁主体维度对教师教育者自身提

出了要求袁涵盖了认知发展尧情感态度尧知识掌握尧自
我效能感等方面遥要求教师教育者需要理解数字技术
的重要性袁掌握基础理论袁培养数字领导力以及对数
字技术应用在教育领域的积极态度袁主动适应教育数
字化袁熟练掌握各种数字工具和平台袁拥有有效使用
数字技术的信心遥 环境维度包括资源的可获取性尧技
术支持尧政策和文化袁以及学习社区等方面袁共同构成
了一个多维度的支持系统遥在教师教育者的数字适应
素养中袁交互作用维度强调了主体与环境之间的动态
互动遥 这一维度包含环境适应性尧技能与知识更新两
个关键方面遥环境适应性指教师教育者识别和利用数
字资源袁以及适应技术变化的能力袁要求教师教育者
对现有技术有深入的理解袁 对新技术保持开放的态
度袁能够灵活地调整自己的教学策略袁以适应不断变
化的教育环境遥技能与知识更新则涉及教师教育者持
续学习更新数字技术知识和技能的过程袁要求教师教
育者必须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库和技能集袁包括对
新工具的掌握尧对新教学法的探索袁以及对教育理论
的持续研究遥

渊二冤数字应用素养院主体与行为之间的交互
数字应用素养是教师教育者数字意识的具体体

现袁是教师教育者数字素养形成的关键遥 要求教师教
育者具备高水平的数字应用技能袁并能够将这些技能
有效地融入教学设计和实施中遥从三元交互的视角来
看袁数字应用素养涉及主体和行为之间的交互袁延伸
出包括主体维度的数字化技能掌握尧数字化评估与反
馈袁行为维度的数字化教学实践尧数字化教学创新尧数
字化教学互动袁 以及交互作用维度的数字化协同育
人遥主体维度强调教师教育者有别于一般教师仅仅是
利用数字资源获取数据进行分析袁教师教育者则需要
利用数字资源去教会职前教师控制和改善整个教学

进程袁并且在收到反馈后及时调整相关环节袁利用数
字工具来示范如何推动个性化的教学以及进行数字

化学业评价遥 行为维度对教师教育者数字技术在教
育过程中的应用提出了更加明确的标准袁 要求其将
数字技术融合进各个环节袁包括选择数字化资源尧设
计数字化教学尧执行数字化教学等遥 选择数字化资源
指精选尧 优选合适的数字化资源袁 并能够将这种挑
选尧鉴别优质数字化资源的能力传授给职前教师曰设
计数字化教学指教师教育者能够使用数字化技术分

析职前教师的实际情况袁 并有针对性地设计教学曰执
行数字化教学需要教师教育者时刻牢记自己专业引

领者的身份角色袁主动探索和实施新的教学方法袁主
动利用数字工具吸引学生参与课堂袁 选用恰当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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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三级维度 具体要求

数字适应

素养

主体

认知发展 理解数字技术重要性袁培养数字领导力
情感态度 培养积极态度袁增强自信心与适应性
知识掌握 熟悉各种数字工具以及平台

自我效能感 有效使用数字技术的信心

环境

资源可获取性 确保访问必要的数据资源

技术支持 提供持续的技术支持和专业发展

政策和文化 建立支持数字技术的教育政策和鼓励创新的文化

学习社区 创建支持教师交流的数字社区

交互作用
环境适应性 识别利用数字资源袁适应技术变化
技能与知识更新 持续学习更新数字技术知识和技能

数字应用

素养

主体
数字化技能掌握 熟练使用各类数字工具

数字化评估与反馈 对数字工具选用的效果进行评估和反馈

行为

数字化教学实践 融数字技术于教育的各个环节

数字化教学创新 运用数字思维探索实施新的教学方法

数字化教学互动 利用数字工具促进教育各元素之间的互动

交互作用 数字化协同育人 利用数字技术促进多方协同达到全方位育人

数字伦理

素养

行为 社会责任感 使用数字工具时考虑其社会影响

环境 法制道德规范 自觉遵守互联网法律法规袁合理使用数字产品与服务

交互作用 数字安全保护与数字福祉[13]
保护个人隐私袁维护工作数据安全曰参与支持个人发展和健康的数字
活动曰意识到数字化工作潜在的负面影响曰发起并领导数字健康计划

表 1 教师教育者数字素养的构成维度与具体要求

字资源开展教学活动袁实现教学过程的有效互动遥 数
字化协同育人的作用在主体与行为之间的交互中更

加凸显袁 强调教师教育者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要对职
前教师数字素养的培养引起重视袁做到言传身教袁意
识到数字资源是实施道德教育的有效途径袁 充分借
助数字技术独特的优势袁主动争取社会资源袁积极寻
求外部支持袁拓展育人的途径袁实现更有效的数字化
协同育人遥

渊三冤数字伦理素养院行为与环境之间的交互
数字伦理要求规范数字技术开发与应用过程的

道德准则体系袁旨在通过公平性尧责任性尧公益性三重
维度袁系统解决数据隐私保护尧数字知识产权管理尧算
法透明及网络行为规制等问题遥数字伦理素养指在开
展数字化教育活动的过程中袁需具备数字安全保护意
识袁以及建设数字化生态的过程中要遵循数字道德规
范袁是数字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袁包含社会责
任感和法制道德规范袁还特别强调数字安全保护与数
字福祉遥 从三元交互的视角来看袁行为维度的社会责
任感要求教师教育者在数字伦理方面不仅要遵守相

关的法律法规袁 还应在教学中强调数字伦理的重要
性袁培养职前教师的数字责任感和道德判断力遥 环境
维度的法制道德规范要求教师教育者能够遵守叶中华
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曳叶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曳

叶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曳等互联网法律法规遥交
互作用维度的数字安全保护要求教师教育者须具备

足够的数字安全意识袁妥善管理和保护个人信息和隐
私遥 数据安全是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要求袁教师教育者
要做好网络安全防范袁 教职前教师辨别网络谣言尧防
范信息窃取行为尧 拒绝网络暴力袁 营造一个和谐尧有
序尧规范的数字伦理环境遥 数字福祉涉及教师教育者
对数字技术的积极应用袁关注的是其如何利用技术促
进生活质量的提升尧健康维护尧社会参与和个人成长
以及如何通过技术来增强个体的幸福感和社会的整

体福祉遥 在其数字素养框架中袁数字伦理为数字福祉
提供了一个规范性的基础袁确保技术的使用不会损害
个体和社会的利益袁而数字福祉则是数字伦理实践的
最终目的之一袁即通过负责任的技术应用来增进人类
的福祉遥因此袁二者相辅相成袁共同构成了全面数字素
养的重要组成部分遥以班杜拉三元交互理论为基础的
教师教育者数字素养框架构成维度与具体要求袁详见
表 1遥

四尧教师教育者数字素养的提升策略

面对全社会数字化的变革袁教育者被要求在一种
更复杂的学习环境中袁 去寻求技术与教学的融合创
新袁这与以往简单叠加技术与教学方法的教学相去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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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14]遥 随着教育与数字技术的结合日益紧密袁数字化
教育需要教师教育者具备相应的能力遥教师教育者数
字素养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教师教育者在未来实践

中是野为人工智能所困冶野随人工智能所动冶还是野驭人
工智能而成冶的问题[15]遥

渊一冤提升教师教育者数字意识袁主动迎接教育数
字化转型挑战

教育数字化已然从技术的简单叠加过渡到了数

字化内涵的深层建构与理解袁教师教育者作为连接理
论与实践尧传统与创新的桥梁袁其数字认知水平的提
升尤为关键遥首先袁加强对数字教育相关理念的理解遥
只有对数字技术应用于教学的伦理道德尧主体意识等
理念和知识有深入的理解袁 才能顺利调动数据素养尧
信息素养尧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等相互联系的要素袁更
好地实现教学活动的提质增效[16]遥 其次袁教育管理部
门和高等教育机构需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袁包括高质
量的硬件设施尧丰富的数字教育资源和便捷的教学平
台等遥 同时袁要鼓励教师教育者主动参与数字化教学
实践袁通过研究和实践探索创新的教学方法袁熟练使
用各种教学软件和平台袁如学习管理系统尧在线评估
工具等袁以提高教学的互动性和个性化遥此外袁还须积
极与其他学科专家合作袁 整合跨学科的数字化教学资
源袁以促进教学创新遥最后袁作为教育改革的引领者袁须
警惕技术理性至上的趋势袁回归教育本真遥 因此袁要在
技术应用中嵌入动态评估袁确保教学活动的合法性和
道德性袁 在数字技术与人文关怀间构建动态平衡袁使
数字化教育既高效又富有人情味遥

渊二冤健全教师教育者数字素养培训体系袁弥合数
字技术应用能力的鸿沟

教师教育者数字素养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袁
而非仅依赖于短期的技能训练就可以立即显现成果

的遥传统的培训方式往往采用短暂且分阶段的方式来
培养教师的数字素养袁这无法满足教师数字素养提升
的整体性和持续发展的需求遥 由于缺少连续性袁这些
培训的实际效果减弱袁表现为部分老师只学会了表面
技巧却并未深入理解数字化教育的本质袁从而在使用
数字化工具时遇到困难袁 形成数字技术应用的鸿沟遥
首先袁要根据教师教育者的实际需求袁制定明确的目
标袁包括数字技术基础知识尧数字工具应用尧数据安全
与隐私保护等遥其次袁根据培训目标袁制定科学合理的
培训内容与课程袁设计一系列的包括线上和线下的课
程遥此外袁根据课程安排袁定时组织教师教育者参加数
字案例分析尧数字工具操作等具体内容的培训袁帮助
其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遥再次袁通过测试尧问卷调查等

方式对培训效果进行评估袁了解教师教育者对培训内
容的掌握程度袁以及他们在实践中应用数字工具的能
力袁根据评估结果袁对培训内容和方法进行调整和改
进袁从而优化培训方案遥最后袁建立培训的长效支持机
制遥 在培训结束后袁持续跟踪并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
助袁 将数字素养培训纳入教师教育者的常规工作范
畴袁建立相应的机制袁确保培训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遥

渊三冤建立教师教育数字伦理问责机制袁营造有序
数字伦理环境

在大数据时代袁 各种新模式和理念不断推陈出
新袁信息隐私尧安全尧污染尧异化等伦理环境问题日益
突出遥教师教育者的数字伦理问责机制的建立对于营
造健康的数字教育伦理环境至关重要遥 第一袁完善制
度保障体系袁明确数字伦理问责机制遥 叶新一代人工智
能发展规划曳中明确要求院建立追溯和问责制度袁明确
数字技术法律主体以及相关权利尧 义务和责任等[17]遥
因此袁政府部门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袁明确教师教育
者在数字环境中的责任和义务袁明确违规行为的处罚
措施袁确保问责机制的透明与公开遥 在学校和教育机
构内部建立严格的监督机制袁加强对日常行为和教育
活动的监控袁及时发现和纠正不当行为遥 建立便捷举
报平台袁 鼓励师生及家长主动监督和举报违规行为遥
第二袁 加强教师教育者和职前教师的数字伦理培养袁
提高他们对于网络行为的认识和理解袁引导他们在数
字环境中保持诚信且遵循道德规范袁避免将数字技术
当成是简化教学甚至是懈怠教学的工具[18]袁增强教师
教育者在教学中对自我的观察和认知袁从而主动营造
有序的数字伦理环境遥第三袁构建协同治理网络袁进行
多方协作袁形成合力袁共同促进数字伦理建设遥学校要
依托数字化环境建立跨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数字化

学习共同体袁利用数字化平台推动教师间的互动和合
作袁 达成教师教育者群体在数字伦理环境上的共识袁
并使其成为一种常态化的认知遥 第四袁构建数据驱动
下的数字伦理环境遥 具体而言袁需基于教师数字化教
学行为尧学生隐私保护等实时数据袁使教师教育者对
周边伦理环境进行不断反思和审视袁主动识别潜在伦
理冲突袁从而营造有序的数字伦理环境袁实现技术增
效与育人红线间的动态平衡遥

渊四冤建立导向性常态化机制袁强化教师教育者数
字素养的评估

导向性常态化机制是一种在人工智能领域中使

用的技术方法袁旨在调整和引导 AI模型的生成结果袁
使其更符合特定的准则尧规范或偏好遥第一袁需要确定
评估准则袁成立专家团队袁并引入技术支持袁共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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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者的数字素养水平遥 第二袁构建多源数据采集机
制袁通过问卷调查尧观察记录尧教学案例分析等方式收
集教师教育者的相关数据袁或者要求教师教育者提供
自我评估遥 此外袁还可以采用同行评估或专家评估的
方式来获取更多的视角和意见遥 第三袁实施模型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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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中袁通过模型的生成过程来评估教师教育者的数字
素养水平袁根据评估指标对教师教育者的表现进行评

估和打分袁并生成相应的反馈和建议袁根据模型生成
的评估结果袁 向教师教育者提供个性化的反馈和建
议袁反馈内容可以包括教师教育者的优势和改进的领
域遥第四袁强化韧性评估原则遥在数字化信息呈井喷式
状态呈现于教师教育者面前时袁教师教育者与职前教
师都有可能处在野监视冶之中袁且不同的教师教育者依
据其心态的不同袁所表现的结果也不尽相同[19]遥 因此袁
评估和监督要有野韧性冶避免给教师教育者带来技术
负担袁成为制度累赘袁评估内容除了可测量的实际数
字技术的运用之外袁更应该关注到教师教育者对数字
技术运用的心态袁以及对教育数字化的认同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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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key developer,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teacher educators will affect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future teacher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literacy that teacher educators should
possess. Grounded in Bandura's triadic reciprocal determinism theory, a digital literacy framework for
teacher educators is constructed, featuring three primary dimensions (digital adaptability, digital
application, and digital ethics) and secondary dimensions encompassing the agent, behavior, environment,
and their pairwise interactions. Building on this framework, it is proposed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teacher educators by enhancing their digital awareness, refining digital literacy training
systems, establishing digital ethical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 in teacher education, and establishing a
guidance-oriented mechanism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teacher educators and align
with the critical trends in teacher cultivation in the Era of Educational Digitalization.

[Keywords] Digital Age; Educational Digitization; Teacher Educators; Digital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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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tivating the potential of data elements and building up momentum to empower new
quality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focus to promote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core meaning of data
elements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divides the main types of data elements from
two dimensions of data source and data content. The data elements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give
new momentum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by shaping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giving rise to new -quality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resources, cultivating new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and helping to optimize the
combination of key elements of education.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data
elements empower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digital ecosystem for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enhancing the 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to use data;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s for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fostering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data service institutions;
and focusing on the security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data.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Data Element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ternal Logic; Implementa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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