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喻文化视域下师生代际数字鸿沟弥合策略研究
姜宛彤1 摇 王翠萍1 摇 张艳婷2

(1. 东北师范大学 计算机与科学信息技术学院,吉林长春 1301173;东北师范大学 图书馆,吉林长春 130117)

摇 摇 [摘要] 摇 信息与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也导致不同国家、地区、人群之间数字鸿沟

的产生。 目前,数字鸿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因经济、政策、信息技术普及等因素导致的国家或地区间数字鸿沟的

研究上,对于不同人群之间数字鸿沟的研究较少。 本文引入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三喻文化理论,从
一个崭新的视角探讨后喻文化视域下作为数字土著的学生和作为数字移民的教师之间产生的代际数字鸿沟,还
在迪克累积循环模型基础上建立了教师信息素养提升策略模型,提出了弥合师生间代际数字鸿沟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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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玛格丽特·米德的三喻文化理论

摇 摇 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1987)提出了

著名的“三喻文化冶 ( three figurative cultures)理论,
以此阐释因文化传递的差异而导致的代际对立与冲

突。 “三喻文化冶理论从文化传递方式出发,将人类

文化分为三类:前喻文化(pre-figurative culture)、同
喻文化(co-figurative culture)和后喻文化(post- fig鄄
urative culture)。 前喻文化是一种传统的文化传递

方式,文化自年长一代传递到年轻一代。 随着新兴

科技的发展,很多长辈无法再以经验指导晚辈,年轻

一代只能通过自己探索或向有经验的同伴学习,这
就造就了同喻文化,同喻文化主要在同辈间传递。
信息技术的兴起与普及打开了数字化时代的大门,
年轻一代置身于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的数字化社会

中,文化传递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产生了一

种与前喻文化截然相反的文化传递过程,即由年轻

一代将知识文化传递给年长一代,这一过程被称为

后喻文化。

二、后喻文化传递方式代表———
数字土著与数字移民间的“文化反哺冶

摇 摇 玛格丽特·米德(1987)曾说:“这一情形和当

年那些开拓新大陆的移民者的经历颇为相似。 不同

的是,新大陆开拓者经历的是空间上的迁徙,这一代

年轻人经历的是时间上的迁徙。 如果说开拓新大陆

的移民只占世界极少的人口,那么今天时代巨变而

经历的时间上迁徙的则是整整一代人。冶这一代人

是在数字化环境成长起来的,数字经济之父唐·泰

普斯科特(2009)称之为“N 世代冶。 如果说“N 世

代冶是伴随数字化兴起而成长起来的一代,那么伴

随信息技术普及而成长的这一代,则可称为“数字

土著冶(digital natives)。
“数字土著冶是著名学习软件设计家马克·普

伦斯基(Marc Prensky)提出的,指那些出生在网络

时代,把网络作为他们一种生活方式的人。 与“数
字土著冶 相对应的是 “数字移民冶 ( digital immi鄄
grants),指那些出生于网络时代之前,需要靠后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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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才能融入数字化生活的一代人。
数字土著和数字移民可以说是玛格丽特·米德

提出的后喻文化的典型代表。 数字土著因其身处数

字化成长环境,对信息技术和网络有很好的领悟和

学习驾驭能力。 对于数字移民来说,这种环境并非

他们成长所熟悉的,常需要后天学习他们下一代运

用自如的技术。 数字化时代中,数字移民在数字土

著面前失去了他们曾经言传身教的话语权,甚至不

得不去向数字土著请教,这种“文化反哺冶现象与玛

格丽特·米德提出的后喻文化理论一脉相承。

三、数字土著与数字移民间的代际数字鸿沟

摇 摇 (一)数字鸿沟的内涵

数字鸿沟的英文表述有“digital divide冶或“dig鄄
ital gap冶,此外还包括“ information digital冶 “ informa鄄
tion differentiation冶“digital differentiation冶“digital di鄄
vision冶“ information haves and have-nots冶 “ info-rich
& poor冶等。 中文表述除“数字鸿沟冶外,对应的译法

有“数字分化冶“信息鸿沟冶“信息分化冶“信息差距冶
“数字差距冶“信息的有无冶和“信息的富有与贫乏冶
等。 我国台湾地区把它称为“数码沟冶 “数位落差冶
和“数位隔离冶等(纪秋发,2010)。 总的来说,数字

鸿沟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界定,且内涵在不断变化。
第一代数字鸿沟关注点为信息通讯技术接入上

的差异。 1995—1999 年间,美国商务部通过美国国

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发表了四篇名为《在网络中落

伍》(Falling Through the Net)的系列报告,对数字鸿

沟的出现及其融合进行了探讨。 数字鸿沟最初提出

时,主要关注因信息通讯技术接入所引起的差距。
第二代数字鸿沟关注点为信息通讯技术使用上

的差异。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接入的普及,数字鸿沟

的内涵随之发生了变化。 学者们意识到,信息通讯

技术普及到一定程度后,信息通讯技术的接入已不

能作为衡量数字鸿沟产生的依据,即接入的普及不

代表使用的普及。 如果说接入鸿沟反映的是人们拥

有新兴互联网技术的差距,那么使用鸿沟则反映了

人们使用互联网技术的差距。 所以,第二代数字鸿

沟的关注点已经从接入鸿沟转向使用的差距上。
第三代数字鸿沟关注点为信息获取与使用能力

的差距。 如果说前两代数字鸿沟关注的是包括电

话、计算机、网络等的接入和使用带来的差距,那么

第三代数字鸿沟已经把关注点转移到人们运用网络

获取和使用信息能力的差距上了。
(二)数字鸿沟的分类

伯托特(Bertot,2003)将数字鸿沟分为:技术鸿

沟、通信鸿沟、经济鸿沟、信息接入鸿沟和信息能力

鸿沟。 诺里斯(Norris,2001)从更宏观的层面将数

字鸿沟分为:全球鸿沟、社会鸿沟、民主鸿沟。 吴士

余等(2003)把数字鸿沟分为:国际鸿沟、种族鸿沟、
语言鸿沟、性别鸿沟、代际鸿沟。 目前,大部分研究

还将目光投向于因经济、政策、信息技术普及而导致

的国家、地区间数字鸿沟的产生,而对于不同人群之

间的数字鸿沟关注较少,尤其是由于成长环境和年

龄因素所导致的代际数字鸿沟关注更少。
(三)数字土著与数字移民间的代际数字鸿沟

马克·普伦斯基指出:“经历不同会影响人们

大脑的认知结构。冶医学博士布鲁斯·佩里也指出,
由于成长方式的不同,学生的大脑可能已经发生了

质的改变,尤其是他们的思维模式已经发生改变

(唐·泰普斯科特,2009)。 可见,数字化时代的生

活方式已经逐渐改变了数字土著的思维方式。 思维

方式控制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数字土著对知识的接

受和认知随之发生改变。 这种改变最明显体现于数

字土著和数字移民学习方式的不同上。 陶侃

(2010)曾对数字土著和数字移民的学习方式从信

息接收思维频度、思维特征、学习交流语言、处理问

题方法、接触学习方式、学习交流模式、依赖学习工

具、学习与娱乐的区别等方面进行对比(见表一)。
表一摇 数字土著与数字移民学习对比

比较维度 数字土著 数字移民

信息接收思维频度
较 快、 有 快 餐 式 的
特点

一般、由习惯支配

思维特征 视觉、图形思维优先 文字、逻辑思维占多

学习交流语言
快捷、 随意、 幽 默 或
意会

正规、严谨、传统

处理问题方法 模块式、分布式居多
一般 从 表 入 里、 抓 着
核心

接触学习方式 大量非线性随机进入 一般线性、非随机居多

学习交流模式
擅 长 互 动 式、 网 络
探究

擅长面对面交流、讨论

依赖学习工具
偏爱各种数字化工具
使用

通常需要时才使用

学习、娱乐的区别 分界线相对模糊 分界线十分清晰

如上表所示,数字土著和数字移民存在明显差

别,数字土著明显更适应数字化生活。 数字移民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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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成长环境的影响依然保持着传统的学习特点,
他们必须通过后天学习才能融入数字化生活。 数字

土著成长于数字化生活,而数字移民是融入数字化

生活。
尼葛洛庞帝(1997)曾说:“尽管许多人担心新

兴技术会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使整个社会日益分

裂为信息富裕者和信息匮乏者,富人和穷人,乃至

‘第一和第三世界爷,但最大的鸿沟将横亘于两代人

之间冶。 在学者对数字鸿沟的分类中,代际数字鸿

沟是数字鸿沟的一个分支。 它主要指因年龄和成长

环境差异所引起的代际之间掌握和使用信息技术能

力上的差距,以及判断信息价值能力上的差距(秦
艳丽,2010)。 代际数字鸿沟主要存在于家长与子

女之间或者教师与学生之间。
(四)代际数字鸿沟—师生间的代际数字鸿沟

琳达·金斯伯格指出:“横跨许多国家并在国

家内部存在的成年人与孩子间的数字鸿沟很可能会

持续多年。 这个问题涉及的成人或许比青年人和孩

子更抗拒改变,因为青年人和孩子将在不断地渗透

更多新技能的社会中成长。 此外,到目前为止,世界

绝大部分教育信息与通信技术投资,已经在没有考

虑弱势成年人的教育需要的情况下,投入到法定学

校和高等教育中。冶 (纪秋发,2010)可见,学生作为

数字土著是随着信息技术成长起来的,已习惯这种

数字化成长环境,无需后天学习与适应。 而作为数

字移民的成年人反而成了弱势群体,当信息技术大

量投入教育领域时,教师感到无所适从,这也对教师

如何在数字化时代进行教学提出了挑战。
已有一些国家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和实践,如

芬兰政府选出 5000 名学生训练老师如何使用电脑。
美国也选取了一些被称为“科技天使冶的学生先接

受复杂的电脑培训,然后教给老师(唐·泰普斯科

特,2009)。 学生成为老师,老师成为学生,这是数

字化时代独特的尝试。
数字鸿沟目前主要存在于人们学习知识的能力

和质量上,这种鸿沟不仅是数字方面的,更重要的是

教育方面的。 所以,教师能否跟得上时代步伐,变挑

战为机遇,更好地进行教学是极为重要的,而教师信

息素养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 由于师生间的代际数

字鸿沟是由年龄和成长环境不同而导致的,所以教

师信息素养的提升对跨越师生间代际数字鸿沟有一

定帮助。 随着教师信息素养的提升,他们的教学技

能、教学方法、教学观念等都会发生改变,这有助于

缩小师生间的代际数字鸿沟。

四、基于迪克模型的教师信息素养提升

摇 摇 (一)数字鸿沟模型—迪克数字技术接入类型

的累积循环模型

国际著名数字鸿沟研究专家凡·迪克(Van Di鄄
jk,2006)认为,数字鸿沟是由不同国家、地区、机构、
人群等在接入计算机网络等方面产生的。 他将接入

计算机网络分为接入动机、接入工具、接入技能、接
入应用,并由此提出了数字鸿沟的“数字技术接入

类型的累积循环模型冶(见图 1),提出在一次技术变

革周期中,正常的演变轨迹应是:接入动机-接入工

具-接入技能-接入应用。 随着科技的进步,新一轮

的技术革新又产生新的接入类型累积循环模型。
接入动机、接入工具、接入技能、接入应用的差

距分别指不同的人群在使用计算机和网络的意愿、
拥有和选择工具、使用能力、使用目的和利用质量上

的差距。 其中,接入技能又分操作技能、信息技能、
战略技能。 操作技能指应用计算机软硬件的能力;
信息技能指搜索、选择以及处理信息的能力;信息技

能又分为两种,一是形式信息技能,指对文件和超文

本的处理能力,一是实质信息技能,指对特定问题查

找、选择和处理特殊信息的能力。 战略技能指运用

信息技术思维的能力(柴文光等,2009)。 其中,操
作技能是最基本的,信息技能在操作技能之上,战略

技能则是接入技能中最高级别的。

图 1摇 数字技术接入类型的累积循环模型

(二)教师信息素养提升策略模型的建立

迪克不仅考虑了接入的应用,还考虑了人群的

接入动机,考虑了技术革新的不断循环。 可以说,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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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模型为我们认识数字鸿沟提供了范式。 笔者认为

可以参考此模型提出提高教师信息素养的策略,以
缩小师生间的代际数字鸿沟。 结合迪克模型,本文

建立了“教师信息素养提升策略模型冶(见图 2),提
出教师教育意识转换、建设数字化校园、教师信息素

养培训、变革传统教学方式与之对应。

图 2摇 教师信息素养提升策略模型

(三)教师信息素养提升策略模型分析

1. 教师教育意识转换

数字化时代对教师教育的研究开始逐渐关注教

师的心理层面。 杨启亮(2000)曾指出:“观念问题,
从来就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核心问题。冶教师教学

观念的转变是提高教学信息素养的基础。
1)教师权威意识的转换:放下权威,做教学中

的促进者

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马克斯·韦伯将权威分

为:传统权威、魅力权威、法理权威 (古尔德纳,
1986)。 传统权威建立在习俗、经验的基础上,法理

权威建立在规章制度和行为规则基础上,魅力权威

建立在对领袖个人魅力的崇拜上。 传统教学中,教
师更多地被赋予了传统权威和法理权威。 随着人本

主义以及建构主义等学习理论的发展,教师和学生

在教学活动中的角色发生了质的转变。 特别是在数

字化环境下,学生有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有一定的

自主能力,不适应被动地灌输,渴望符合他们需求的

教学方式。 当传统权威和法理权威受到挑战时,教
师能否完善自我赢得魅力权威至关重要。 所以教师

应该适应数字化教学环境做教学的促进者,指导和

引领学生学习,帮助学习者完成知识的自主建构。
2)教师对信息技术运用意识的转换:主动利用

信息技术进行教学

使用计算机和网络不仅取决于设备,还取决于

人们的使用意愿。 数字化环境长大的学生,在计算

机和互联网方面运用自如。 靠后天学习使用计算机

和网络的教师则可能对此产生排斥心理,造成教学

上冲突。 波斯纳(Posner et al. ,1982)的观念转变理

论(Conceptual Change Theory)指出,观念发生转变

需要满足四个条件:1)对现有观念感到不满意;2)
可以理解新观念;3)接受新观念的合理性;4)肯定

新观念的价值。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发展,传统教学

观念已难以支撑现阶段的教学,教师需充分认识到

信息技术对数字化教学活动的促进作用,主动利用

信息技术进行教学,营造适合学生的数字化学习

环境。
2. 建设数字化校园

《教育部关于推进教师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意

见》指出,以教育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以信息

资源开发为核心,建设数字化学习环境,提高教师信

息素养(教育部,2002)。 而数字化校园是建设数字

化学习环境的基础,是校园信息化建设的高级阶段。
它是在传统校园的基础上,以网络为基础,从环境、
资源到活动全部利用先进的信息化手段和工具,将
现实校园的各项资源数字化(祝智庭等,2006)。

1)数字化设备的投入:为教师提供充分利用数

字化设备教学的机会

很多研究表明,数字化学习环境能有效提高学

生的学习效果(殷旭彪,2012)。 学校数字化设备的

完善是营造数字化教学环境的前提和基础。 需要注

意的是,很多学校为教师和学生添置了先进的数字

化设备,可是这些设备并未得到充分利用,甚至还被

搁置,教学效果的提高自然也无从谈起。 所以,学校

在投入数字化设备的同时需要调动教师使用的积极

性,且保证师生都有接触数字化设备的机会,以免造

成更大的代际数字鸿沟。
2)数字化资源的建设:培养教师利用、开发数

字化资源能力

教师信息素养与优质数字化资源是当前我国教

师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关键所在(姜含之,2007)。 数

字化资源包括网络课程、音像资料、电子教案、数字

化素材库和虚拟仿真实训系统等(王伟,2014)。 近

年来,慕课和微课作为新型数字化资源迅速兴起,越
来越多的教师将其运用到教学中,有些教师甚至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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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微课资源。 与此对应的是,学校应进行教师信

息素养培训,鼓励教师利用、开发优质数字化资源进

行教学。
3. 教师信息素养培训

1)阶段培训与技能培训:循序渐进的教师信息

素养培训

迪克所提出的接入技能分为操作技能、信息技

能、战略技能,这三种技能分别代表着利用信息技术

由低到高的能力等级。 这与霍尔(Hall,2011)提出

的教师利用信息技术的八个渐进过程异曲同工。 这

八个阶段分别为:1)使用新技术障碍期;2)接受期;
3)准备期;4)机械使用期;5)常规使用期;6)提炼

期;7)信息技术一体化教学期;8)创新期。 教师在

利用信息技术初期,无法自如地使用新的信息技术,
只是机械模仿使用。 随着使用的熟练,教师开始进

行总结和反思正式进入信息技术一体化教学期,且
会根据使用效果进行改革和创新,真正熟练地运用

信息技术进行教学。 八个阶段中,教师对于信息技

术的使用能力也会从操作技能提升到信息技能和战

略技能。 所以教师信息素养的培训也应参考这八个

阶段和三种技能。
总的来说,教师信息素养培训首先要使教师接

受利用信息技术,然后培养教师基本的信息识别能

力、信息分析能力、信息获取能力以及信息评估能

力,再次培养教师将信息技术运用于教学实践,不仅

能利用现有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和数字化设备进行教

学,还能针对学生和学科特点自主开发具有创新意

识和符合学生特点的数字化教学资源,真正实现信

息技术教学。
2)教师信息素养评价:教师技术标准的建立

国际教育技术协会( ISTE)和全美教师教育认

证理事会(NCATE)研发了教师信息技术基础标准,
用于衡量教师掌握信息技术的程度。 这些标准包括

三方面内容,一是对技术的基本理解和对相关技能

的掌握,二是能够应用技术提升教师的专业工作和

个人生活,三是能够将技术有效地整合到课程教学

中(纪秋发,2010)。 若要更好地提升教师信息素

养,需要研发教师信息技术标准作为评价教师信息

素养的依据,以便更有针对性地对教师信息素养进

行培训。
4. 变革传统教学方式

1)信息技术与课程的融合

加涅曾说:“通过计算机刺激创造性过程的可

能性是有前途的,但是计算机技术的成功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教师创造性的教学应用。冶(加利尼,1985)
教师若只是将数字化设备运用于教学,那也只是

“换汤不换药冶。 要将信息技术与课程真正融合,核
心是要营造全新、适合学生学习的数字化教学环境。
数字化设备只是工具,更重要的是要能够将数字化

设备合理运用于课程教学中,能够真正有效地提高

教学效果。 所以,教师将信息技术应用于教学,不仅

考验教师的信息素养能力,同时也考验教师对专业

知识的掌握和对学科的理解以及课程设计能力。
2)信息化教学模式的运用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化设备已经渗透于

生活的方方面面,学校也大力投入数字化校园建设。
教师应应用更加符合数字化时代学生认知的新型信

息化教学模式。 目前,新型信息化教学模式主要有:
基于资源的主题教学模式、基于项目的教学模式、基
于 WebQuest 的教学模式、基于网络协作学习的教学

模式、基于概念地图的教学模式等(钟志贤,2006)。
信息化教学模式的目标也从传统教学的 3K 素养

(读、写、算)转变为 3T 素养(技术运用、团队协作、
迁移能力),这对教师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运用信

息化教学模式提高学习效果。
最后,本文主要论述了如何提高教师信息素养

来缩小师生之间的代际数字鸿沟,未来的研究可以

从学生角度进一步探讨如何缩小师生代际数字鸿

沟。 另外,提出的模型还可以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

验证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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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Elimination Strategies of Intergenerational Digital
Divide between Teacher and Student Based on

Co-figurativ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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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s not only promoting social pro鄄
gress, but also leading the digital divide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y, different region and different people. So far, the
researches of digital divide are usually considering economic factors, government factors and popularization of infor鄄
mation technology . However, the research which is from the digital divide of different group is too few. Based on the
theory of Margaret Mead three figurative cultures, the intergenerational digital divide between digital native student
and digital immigrants teachers has been discussed from a post- figurative culture point . In addition, according to
Van Dijk,J. 's accumul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to access type circulation model, the improving teachers'information
literacy strategy model has been built, and the strategy of bridging the digital divide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has
also been raised.
Key words: post - figurative culture; digital natives; digital immigrants; digitaldivide;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teacher

·17·

姜宛彤,王翠萍,张艳婷 郾 后喻文化视域下师生代际数字鸿沟弥合策略研究 OER. 2016,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