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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创生出全新的学习环境。它在改变教

育信息传播方式的同时，也引发教育教学模式的变革，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然而，调研发现，教育数字化转

型中还存在着“重设备、轻学生”“重技术、轻转型”“重考试、轻发展”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对

相关文献主题结构、核心概念和主要任务归纳分析发现：1）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政策逻辑反映在价值逻辑、目

标逻辑和实践逻辑三方面，体现了应对数字化挑战、重塑教育体系和整体性推进的时代特征；2）数字技术革

新、系统组织创新、人力发展作为教育数字化转型内驱动力，加速了数字技术与教育应用的深度融合，激发了

教育系统变革活力，促进了师生信息素养的提升；3）教育数字化转型以主要任务为抓手，从建设智能教育环

境、创新教育教学应用、发展高质量教育体系等方面形成数字化转型的推进路径，为推进数字化转型提供实

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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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教育数字化转型指将数字技术整合到教育领

域各个层面，推动教育组织架构、课程内容、教学

过程、评价方式等全方位的创新与变革，形成具有

开放性、适应性、柔韧性的教育新生态（祝智庭等，

2022a）。然而调研发现，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仍存

在“重设备、轻学生”“重技术、轻转型”“重考

试、轻发展”等问题。
 

（一）教育数字化转型被简化为“数字设备更新”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引领下，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技术的发展拓展了学习时空，丰富了教育资

源，推动了学习空间的互联互通，为教育数字转型

创造了条件。但是，如果忽视教育规律，一味迎合
 

[收稿日期]2022-03-19　　　[修回日期]2022-04-18　　　[DOI 编码]10.13966/j.cnki.kfjyyj.2022.04.0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线上线下融合的信息技术教材新形态及创新应用研究（BCA210081）”。

[作者简介] 李锋，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信息技术学系，研究方向：信息技术教育

（fli@srcc.ecnu.edu.cn）；顾小清（通讯作者），博士，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信息技术学系主任，上海“立德树人”信息

科技教育教学研究基地主任，研究方向：教育信息化（xqgu@ses.ecnu.edu.cn）；程亮，硕士研究生，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信息

技术学系，研究方向：教育信息化（51204108036@stu.ecnu.edu.cn）；廖艺东，硕士研究生，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信息技术学

系，研究方向：信息技术教育（51214108004@stu.ecnu.edu.cn）。
[引用信息] 李锋, 顾小清, 程亮, 廖艺东（2022）.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政策逻辑、内驱动力与推进路径[J]. 开放教育研究,28（4）：93-
101.

第 28 卷  第 4 期 开放教育研究 Vol. 28, No. 4
2022 年 8 月 Open Education Research Aug. 2022

· 93 ·



技术工具功能特征，将技术赋能教育变为“技术跟

风”，教育数字化转型就会掉入“技术主义”陷阱。

例如，学校为监控学生注意力，让学生头戴“脑机

接口头环”学习，借助“头环”采集、分析学生注

意力数据。这种教学应用，姑且不论“脑机接口头

环”采集的注意力数据是否科学有效，仅从教育原

理看，将生动、有趣的课堂简化为抽象的数据，将

充满师生交流、探讨的课堂氛围变成技术工具控

制的“机器文化”，就违背了教育的复杂性与多样

性规律，只是“为数字化而数字化”。 

（二）教育数字化转型停留于传统教学模式

新时代教育改革追求的是面向每个人、适合每

个人的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建设。数字化工具在教育

领域的应用，打破“课程单一化”“千人一面”的

教育组织与实施方式，创建时时可学、处处能学、人

人皆学的泛在学习环境，推动教育从大规模集体化

教学向大规模个性化学习发展（袁振国，2020）。但

调研发现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还存在忽视需求分析，

将数字化工具与教学过程简单“叠加”，甚至生硬

地取代真实教具等现象。例如，数字化转型示范课

将视频播放代替课堂讲解，将面对面课堂交流变成

在线留言互动，以虚拟实验演示取代真实实验操作。

事实上，如果忽视新时代教育创新发展的特征，无

视技术工具的教育应用条件，将教育数字化转型停

留于数字化工具与传统教学方式的简单“叠加”，

甚至生硬地替代真实教具，那么它不仅不能提高教

育教学质量，还会造成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 

（三）教育数字化转型异化成“电子刷题”

当前，提高学生考试成绩，追求学校升学率是

我国基础教育不争的事实。“高利害”考试虽可

促进人们对教育的重视，但过于强调考试甄选功能，

强化成绩排名，容易使学生产生受挫感，影响学生

心理健康。例如，有学校引入所谓“智能辅导

APP”，根据数据库中学生拍照上传的习题，为学

生推荐大量类似习题，提高学生解题熟练度。这种

利用技术过于强调重复训练的方法，不仅没有提高

学生的高阶学习能力，反而异化为“电子题海”练

习，削弱学生思维能力与独立思考意识，违背素养

导向的教育理念。可见，如果忽视学生全面发展的

教育要求，过于强调利用数字化工具提高考试分数，

甚至依托智能技术向学生高频度推送训练题，不仅

不能减轻学生学业负担，还会因为数字技术的应用

产生新的教育误区。

针对教育数字化转型问题，本研究收集并分析

了国内外九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文件和研究

报告，试图理顺教育数字化转型逻辑关系，挖掘转

型内驱动力，描绘教育数字化转型推进路径。 

二、逻辑关系

教育数字化转型政策文件和研究报告为实施

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顶层设计，明确了数字化转型的

方向。为正确理解其内在逻辑关系，概括数字化转

型的特征，本研究通过主题结构化方式，梳理文献

的一级、二级、三级标题以及段落中心句，对其进

行类别归纳、频度汇总，从价值、目标、实践三方

面分析教育数字化转型逻辑关系（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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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教育数字化转型逻辑关系
  

（一）价值逻辑：应对数字化挑战

教育数字化转型价值逻辑反映的是“为什么”

的问题。政策文件和研究报告中主题类别的频度

表明：信息社会挑战、国家发展战略、学生学习发

展、国际经济竞争和企业生产变革等是促使教育

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起因。研究对主题进一步归类，

发现类别聚焦在适应社会需求、切合学生发展和

满足国家战略三方面。 

1. 适应信息社会发展需求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全球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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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更新和技术创新，深刻影响着社会经济结构和生

产方式。社会生产新业态、经济营销新模式对教

育改革提出了新需求，推动了教育数字化的转型发

展。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未来学校：面向第四次

工业革命中的教育新模式》（简称世界经济论坛报

告）提出的“教育 4.0”发展理念，呼吁通过教育数

字化转型，提高学生“硬技能（包括技术设计、数

据分析等）”和“人文技能（包括协同合作、社会

创新等）”，以符合“工业 4.0”人才需求。 

2. 切合“数字原住民”成长需求

数字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一代具有使用

数字设备的天然优势。随着他们对数字工具的不

断适应，一套在数字环境下认识事物、交流互动、

解决问题的行为方式与思维特征潜移默化地开始

形成（顾小清等，2012）。然而，传统封闭教学空间、

集中授课讲解、统一步调的教学组织方式已难以

满足“数字原住民”的认知特征和学习需求，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动机（Kivunja，
2014）。因此，教育数字化转型要为“数字原住民”

提供与他们认知方式相适应的学习环境与学习方

式，切合其成长需求。 

3. 满足国家数字战略需求

数字经济发展推动全球化与高科技的结合，打

破了原有世界经济秩序，加速重塑国际经济竞争格

局（潘晓明，2020）。为谋求国际数字经济的竞争优

势，世界很多国家（或地区）加强数字战略布局，以

教育数字化转型助力区域数字战略发展。《上海市

教育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2021-2023）》（简称上海

市文件）开篇提出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深入贯彻国家

教育强国、数字中国战略部署，服务国家战略和上

海发展要求的。《欧盟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
2027）》（简称欧盟计划）强调“以教育数字化转型

实现欧盟终身教育体系发展，是欧盟应对未来社会

发展不确定性的重要战略”，这均突显了教育数字

化转型对国家（或区域）数字战略的重要作用。综

上，教育数字化转型不应局限于“更新数字化设

备”，而应针对社会发展、个人成长和国家（或

区域）发展需求，推动数字化环境下教学模式与教

育生态的整体变革，为数字经济发展夯实社会基础。 

（二）目标逻辑：重塑教育体系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目标逻辑反映了转型后“是

什么”的结果。政策文件和研究报告的主题类别

频度表明，教育行业新基建、教育治理新格局、数

字化学习新模式、社会生存新素养、教育应用新场

景等是教育数字化转型希冀的结果。研究对主题

类别进一步归类，发现类别聚焦在建设目标、应用

目标和发展目标三方面。 

1. 教育新基建目标

教育新型基础设施是面向教育高质量发展，以

信息化为主导，聚焦信息网络、平台体系、数字资

源、智慧校园、创新应用、可信安全等的新型基础

设施体系（教育部，2021）。为突破教育领域“痛

点”，解决教育信息化发展的“瓶颈”难题，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助推器（祝

智庭等，2021）。九份政策文件和研究报告都关注

教育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如《浙江省教育

领域数字化改革工作方案》（简称浙江省文件）强调

“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5G、人工智能等

下一代技术，引领行业云、数字校园等教育行业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数

字化转型：联通学校，赋能学习者》（简称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报告）提出“建立互联互通网络学习环境”。 

2. 教育创新应用目标

数字技术的教育应用，除了提供丰富的教育资

源和优化教育环境，更要促进教育教学方式的变革，

创新教育应用场景 （黄荣怀，2015）。上海市文件

提出“统筹推进教、学、管、考、评和研究、服务、

资源、实践活动、家校互动等十类教育应用场景建

设”，世界经济论坛报告遴选出的 16个国际未来

学校发展案例，体现了数字技术在教育创新应用中

的意义。 

3. 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以技术赋能教育改革，推动

教育从学校的阶段学习向适应社会发展的终身学

习转变（WEF，2020）。很多政策文件和研究报告将

教育数字化转型指向人的发展。例如，浙江省文件

要求“打造以人为核心的数字学习新模式，构建辐

射各行业各领域的数字学习生态链”，欧盟计划强

调“适应数字环境，提高公民数字素养”，均以学

习者的发展作为数字化转型的最终目标。由此可

见，教育数字化转型不只是用新技术为传统教育“打

补丁”，更不是把“纸质题海”变成“电子题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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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秉承“以人为本”的教育规律，创建新型教育

“跑道”，促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 

（三）实践逻辑：整体性推进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逻辑反映的是“如何

做”的策略。政策文件和研究报告中主题类别的

频度表明，政府宏观调控、学校治理机制、教育教

学改革、科研部门咨询、企业研发服务等是推进教

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保障。研究对主题进一步归

类，发现类别聚焦在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微观层

面三方面。 

1. 宏观顶层设计层面

数字化转型顶层设计是政府部门或研究机构

从宏观层面进行的整体规划，通常以政策文件、标

准文本或研究报告形式发布。上海、天津、浙江、

江苏、陕西等省市的政策文件从转型背景、目标、

任务和保障措施等方面对教育数字化转型作了规

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盟委员会、世界经济论

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报告从背景与挑

战、数字化环境建设、教育组织改革、典型实施案

例等方面给出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建议。 

2. 中观统筹管理层面

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组织与管理者在中观

层面根据教育发展需求统筹数字化资源与环境建

设，推进教育生态文化变革，完善教育管理制度。

为有效落实顶层设计，政策文件和研究报告从组织

方式和伦理规范等方面给出了指导。例如，上海市

文件提出“针对基础教育需求开展‘课堂教学 1+1’
‘课外辅导 1对 1’智能化学习平台建设”，浙江省

文件强调“构建新技术应用伦理规则”，分别从组

织建设、制度伦理等方面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

支持。 

3. 微观实践创新层面

教育系统作为一个复杂的交互活动系统，其目

标达成有助于教育工作者的教育实践（顾小清等，

2021）。网络学习空间、知识图谱、资源推送等新

技术和新方法，只有被教育工作者应用于微观层面

的教育实践，才能推进教育变革。《天津市教育信

息化“十四五”规划》（简称天津市文件）提出“推

动教师利用人工智能辅助手段创新教学方式，提高

教学效能”的融合创新工程，《世界经合组织：

2021教育数字化展望》（简称世界经合组织报告）

提出“组织和鼓励教师参与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

研究与实践”，都从微观应用层面给出可操作性的

教育实践与创新建议。综上，教育数字化转型不应

局限于某一局部变化，而应通过顶层规划、统筹管

理、实践创新一体化推进教育系统变革。 

三、内驱动力

教育数字化转型政策文件和研究报告通过背

景描述和发展需求明确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影响因

素，锚定数字化转型“发力点”。为有效推进数字

化转型，教育机构需要激发自身的内驱动力，解决

转型过程中主要矛盾。本研究梳理了文献的核心

概念，通过一级编码界定其基本类属；采用二级编

码对其进行归类，建立基本类属之间的逻辑关系，

形成主类属；回溯文件内容，在主类属的基础上完

成三级编码，归纳具有关键影响特征的核心类属，

凝练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驱动力（见图 2），包括：

数字技术革新、系统组织创新、人力发展。 

（一）数字技术革新作为内驱动力

教育数字化源于数字技术革新。以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为主导的新兴技术创生出全新的

教育教学环境。它们在改变教育信息传播方式的

同时，也引发教育教学模式的变革，推动教育数字

化转型。这主要表现在：其一，拓展与优化教育环

境。政策文件和研究报告显示，这些技术主要有

5G、虚拟/增强现实、物联网、智能学习终端等。它

们的应用加强了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融合，拓展

了学习时空，为师生提供了生动而丰富的学习资源。

例如，《陕西省教育信息化“十四五”规划》（简称

陕西文件）提出“5G技术支持下的线上线下融合

教学改革”，世界经合组织报告提出“利用虚拟/
增强现实技术为学习者提供日常难以触及的学习

场景”，均通过新技术拓展和优化教育环境。其二，

追踪与分析学习行为。这些技术主要包括大数据、

云计算、区块链等。这些技术可跟踪采集学生学

习数据，进而构建具有“标识特征”的学习模型，

描绘学习个体和群体的学习信息全貌，分析教学实

施现状，为师生调整学习方法提供证据。上海市文

件提出“依托伴随式数据采集，建立长周期、跨场

域、多维度的师生画像，为学生成长与教师发展提

供精准指引和指导”，欧盟报告提出“发挥数字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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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在收集教育数据、精准提供教育服务功能”，都

希冀借助数字技术打开“学习的黑箱”。其三，个

性化推荐与教育预警。如人工智能、学习行为监

测平台、特殊人群服务系统等的应用可实现真实

教育工作者与“虚拟教育工作者”协同工作，共同

服务学习者。欧盟报告提出“以人工智能技术支

持未来人才培养”，世界经合组织报告提出“以辍

学预警系统帮助学校及早发现学生问题和教育干

预”，都反映了新技术对教育改革的驱动作用。综

上可见，随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推进，数字技术与

教育教学融合日趋紧密，不同技术相互依赖逐步增

强。为更好地发挥数字技术的驱动作用，教育机构

需要将数字技术置于整个教育系统中，加强各类技

术工具的协同作用，围绕教育需求促进教育数字化

转型。 

（二）系统组织创新作为内驱动力

数字技术的教育应用，可以打破原有教育系统

内部稳定的要素关系，撬动系统内部的“稳定支

点”，激发组织变革的内生力，推动教育数字化转

型。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创新教育活动场景。教

育系统内具有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教、学、管、

评、研究”等都影响着教育系统的发展。数字技

术与教育活动融合，能创生全新的教育场景。这些

新场景包括远程协同学习、智能综合评价、数字化

学校管理、弱势群体特殊教育等。上海市文件提

出“数据驱动的教育综合评价”，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报告提出“基于情绪调节的多动症儿童智能

监管”，分别通过不同教育场景创新带动教育数字

化转型。其二，创新教育组织方式。数字经济的发

展，加剧了人才需求与教育改革的矛盾。虚拟化、

互操作、服务导向等发展需求（Hermann  et  al.,
2015），推动教育系统自身变革，催生出双师课堂/
“三个课堂”、学分银行个人成果兑换等教育教

学组织新方式。比如，陕西省文件提出“专递课堂”

“名师课堂”“名校网络课堂”的跨校联合，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报告提出“基于网络跨区域国际合

作教学”，均以教育组织方式创新为学习者提供更

多的学习机会。其三，改革教育教学内容。随着数

 

数字化教育服务能力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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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教育数字化转型内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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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技术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人们从早期关注

“技术工具替代危机”上升至“如何与技术工具

打交道”，信息社会发展需求赋予教育改革新的任

务，人工智能课程、编程技能、STEAM课程成为教

育教学的新内容。无论是 WEF报告提出的数字技

术教育，还是欧盟报告发布的“数字素养与技能发

展框架”，以及天津市文件提出的“人工智能和编

程教育”，都针对数字时代的发展需求改革教育教

学内容。可见，数字技术的教育应用给教育带来了

更多新的可能性（祝智庭，2022b）。为将这些可能

性转变为教育现实，教育机构需要遵循教育规律，

以数字技术赋能教育各个子系统，激发变革的内生

力，在组织创新中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 

（三）人力发展作为内驱动力

教育系统中，“人”是数字技术工具的使用者

与创新者，只有“人”对数字技术的教育功能认识

正确，并付诸实践时，才能打开教育系统内生力的

“闸门”，加快教育数字化转型。人力发展作为内

驱动力反映在：其一，学生数字化学习能力发展。

当学习环境从固定教室变成现实与虚拟融合的学习

空间，学习资源从纸质内容转化为沉浸式多媒体场

景，师生关系从学生跟随指定教师学习延伸到学生

依据需求通过网络选择教师学习，这都要求学习者

具有与之相适应的数字化学习能力。研究发现，政

策文件和研究报告对数字化学习能力的要求集中体

现在：提高学生信息素养，发展数字技能等。比如，

陕西省文件要求“实施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工程，推

动信息素养培育融入各学科教学”，欧盟报告提出

“数字技能教育与认证项目”，都通过提高学生数

字化学习能力来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其二，教师

数字化教学能力发展。教师支持学生学习的关键在

于能否“引导学生能动地参与学习活动，促进学生

有效完成学习活动”（陈佑清，2017）。教育数字化

转型过程中，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要不断提高。政

策文件和研究报告关注的有：线上线下融合教学能

力、信息技术解决教育问题能力和保护学生身心健

康能力。上海市文件提出以“数据治教，数据治学”

为主线，培养教师适应信息时代发展趋势的数字思

维，提升教师利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报告建议“更新和改革教师培训和专

业发展计划，确保教师能利用技术促进教育发展”，

均强调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的重要作用。其三，教

育行政人员数字治理能力发展。数字技术与教育的

结合，使教育组织形态虚拟化和管理边界模糊化，

提升了教育系统的自适应性。要适应数字化环境下

教育管理方式，教育行政人员需要不断提高数字化

治理能力。对此，政策文件和研究报告提出，要提

高数字化领导能力和数字化服务能力。例如，《江

苏省教育信息化“十四五”发展专项规划》（简称

江苏文件）提出，“推进数据的跨层级、跨部门、跨

区域共享，加强教育管理业务协同和数据联动”，

浙江省文件提出“再造教育管理业务流程，加强‘一
端统管’”，均提出以提高教育行政人员数字治理能

力支持教育数字化转型。 

四、推进路径

教育数字化转型政策文件和研究报告界定了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主要任务，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

“抓手”。本研究通过比较、分析政策文件和研

究报告中的主要任务，从建设智能化环境—创新教

育教学应用—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等层面描绘教

育数字化转型的推进路径（见图 3）。 

（一）建设智能化教育环境

智能化教育环境指能感知教育情景，识别学习

者特征，提供适切的学习资源与便利的互动工具，

自动记录学习过程和评测学习成果，以促进教育工

作者和学习者有效工作和学习的活动空间（黄荣怀

等，2012）。建设互联互通教育基础设施、丰富多

元的教育资源、具有感知识别功能的平台是这些

政策文件和研究报告的共同特点。其一，建设互联

互通教育基础设施。这主要是运用 5G、物联网、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科技，推动教育云、

智慧校园等教育行业数字基础设施发展，贯通各学

段，连接正式与非正式学习，形成面向共享开放的

教育环境，满足全民数字化学习需要。例如，浙江

文件提出的“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建设‘教育魔方’
工程，搭建教育行业云端一体化系统，统筹数字技

术与教育管理、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其二，提供

丰富多元的教育资源。这主要指通过网络空间整

合校内外教育资源，构建资源目录和资源地图，利

用增强/虚拟现实、全息投影等技术创建沉浸、体

验式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资源的体系化和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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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习者提供优质、均衡、丰富多样的学习资源。

例如，江苏文件提出“虚拟仿真和混合式课程资源

建设”，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报告提出“开发智能

化学习资源，通过教育机器人指导学生学习”。其

三，建设感知识别教育系统。这主要指依据学习分

析、行为编码、认知建模、情感计算等教育前沿成

果，研制具有识别情境、记录过程、分析数据的学

习平台系统，实现智能化学习资源推送、自适应学

习辅助等功能，促进学生个性化学习。例如，上海

文件提出“推进校园物联网建设，实现伴随式、无

感知、守伦理、保安全的校园采集数据。加快教室

数字化改造，实现即时互动、远程协同、全程辅助

和智能评估”。综上，智能化教育环境建设不是盲

目引入新技术和新工具，而是按照需求导向、学习

中心、服务至上的发展思路，发挥“物联、数联和

智联”技术优势，从教育需求供给侧方面为教育数

字化转型提供全方位的适需服务。 

（二）创新教育教学应用

当技术条件与教育需求的持续变化对教育发

展提出新要求时，就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

而教育教学创新正是平衡杠杆的支点（祝智庭等，

2022a）。数字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创新主要

体现为：优化教育教学方法、重组教育教学流程和

创新教育教学模式。其一，优化教育教学方法。数

字技术具有快速传播、高容量存储、自动化实现等

功能，它能针对教育问题发挥技术优势，优化教育

教学方法，提高教育教学质量。WEF报告提出“将

计算机编程与数学、科学学习相结合”策略，建议

应用计算思维分析气候环境、建构生态系统模型，

用编程验证模型，通过计算机编程优化教学方法，

提高学生探究学习能力。其二，重组教育教学流程。

网络技术加快了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深度融合，

打破了传统封闭式教育环境，拓展了教学时空，重

组了学习活动流程。例如，上海文件提出“积极引

导各区、校推进业务流程梳理再造。完善大中小

幼、职业教育、继续教育、老年教育一体化的教育

服务体系”，超越了数字技术对教育的辅助作用，

更注重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其三，创新教育教学

模式。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提高了教育

建模与学习分析的全面性与准确性。它可按照教

育规律和需求，借助教育数据采集与处理技术，建

立教育场景画像，为教育工作者和学习者提供教育

指引。例如，天津文件针对职业教育的特殊场景需

求，建设职业教育全息课堂，将学生无法在课堂上

开展的职业实践活动，以模拟仿真方式供学生体验

与探索；通过采集、分析学生的模拟操作数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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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教育数字化转型推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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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个性化指导，创新教育教学模式。由此可见，智

能化教育环境建设与教育应用创新是双向赋能的：

一方面智能化教育环境建设为教育创新提供条件，

另一方面教育创新需求也促使智能化教育环境不

断改进与完善。两者相互赋能，持续推进教育数字

化转型。 

（三）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

社会进入工业 4.0时代，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为代表的个性化、定制化生产方式，推动教育模式

由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追求教育高质量发展

成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必然要求（袁振国，2022）。
数字化转型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更关注教育公平

化、教育个性化和教育终身化，表现为：其一，以开

放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公平，即加强高质量教育资源

的协同开发，通过在线学习平台建设开放教育资源，

实现跨区域的资源共享，助力实现公平而有质量的

教育。例如，陕西文件提出的 “实施在线教学资

源建设与共享工程”、欧盟报告的“高质量教育

生态系统发展项目”，都是以开放教育资源方式促

进教育公平的明证。其二，以智能导引促进教育个

性化，即在教育研究和需求分析基础上，发挥网络

数据无感采集优势，利用数据画像技术，实现学习

标准化系统向基于每位学习者的个人需求系统发

展，让每位学习者按照自己的风格和进度学习。例

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报告的“利用学习分析技

术分析学生学习数据，为每位学生创建学习罗盘”；

天津文件提出的“推进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的
教学分析与评价，探索满足差异化教学与个性化学

习的新路径”，均采用智能化手段促进教育个性化。

其三，以互联互通学习环境促进教育终身化。在数

字时代，学习不止发生在学校，也不应因学校教育

结束而终止，而应通过网络技术融合学校教育、社

区教育，形成互联互通的学习环境，为每位社会成

员打通线上线下学习渠道。 浙江省文件规定的“通

过学分银行方式推动学习成果转换互认”、WEF
报告的“创建按照学习者发展需求可持续获得新

技能的教育体系”均依托数字技术推进教育体制

改革，促进教育终身化的实现。由此可见，智能化

教育环境建设、创新教育教学应用指向是以教育

高质量发展来促进教育公平化、个性化和终身化。

综上，本研究通过分析国内外教育数字化转型

政策文件和研究报告，探究教育数字化转型逻辑关

系，挖掘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驱动力，描绘了教

育数字化转型的实施路径。本研究还有不足：研究

只集中于 2020年至 2021年相关的政策文件和研

究报告，有待后续研究扩大文献范围。此外，国内

外文献内容各有侧重（如国内政策文件偏重政策指

导，关注数字化转型普适性应用，而国外报告注重

案例示范，强调数字化转型对特殊群体的支持），后

续研究可从多维视角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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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olicy Logic, Driving Force, and
Promotion Path for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Era

Li Feng1， GU Xiaoqing1,2， CHENG Liang1 & LIAO Yido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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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Internet,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has  created  a  brand-new  digital  learning  environment.  When  the  mode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has  been  changed, it  also  innovates  teaching  methods  and
promote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However, the  survey  also  found  tha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For example, school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new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but  ignored  student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al  innovation.  Around
these problems, this study used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o study the policy documents and research
reports  about  digital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1) the  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reflected in coping with digital challenges, reshaping the educational
system, and overall  innovative  promotion; 2) the  driving force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included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system  organization  innovation, and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3) it  has  formed  the  promotion  path  from  the  intelligent  education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pplication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education  development,
which provided the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digital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policy logic；driving force；promo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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