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化赋能未来教育开放、包容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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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育数字化是应对全球教育危机、引领世界教育变革创新的重要载体和方向。2023 世界数字

教育大会以“数字变革与教育未来”为主题，为世界数字教育发展注入新动能。文章系统概括了我国数字

教育发展新进展，阐述了大会聚焦的四大核心议题：数字化转型、教育数字治理、师生数字素养提升和数字学

习资源开发与应用，并从顶层设计、协同发展、互联共享三个层面探讨了未来世界数字教育发展的行动倡议。

文章最后建议：第一，加强建设各级别大数据中心，促进教育平台互联互通；第二，建设数字教育国家质量基

础设施，推进国家与国际标准研制;第三，推进数字基础设施泛在联通，夯实教育“数字”基座；第四，提升教

育大数据治理能力，推动教育业务流程再造；第五，实施师生数字素养提升工程，助力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第

六，坚持教育技术学科兼容创新，提升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第七，共享我国数字教育发展成果，构筑全球数字

教育生态。本研究能为我国纵深推进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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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

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数字化转型已成为驱动人类社

会走向智能化、数字化的世界性主题。数字技术

与教育系统的融合创新，正推动我国教育信息化向

数字化转型跃升。国家相继提出数字中国、教育

强国、教育现代化等战略，将教育数字化转型作为

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必由之路。特别是党的二

十大报告提出了“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

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央人民政府，2022a）战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指出“纵深推进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重点做好大

数据中心建设、数据充分赋能、有效公共服务、扩

大国际合作四件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3a）。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我国未来教育改革的

重点方向，也是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教育危机需要共

同解决的重要命题。2022年 9月，联合国教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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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峰会提出“数字学习与转型”等教育变革的五

大主题，要求遵循 2021年《关于教育连通性重塑教

育全球宣言》的三项核心原则：以最边缘化的人群

为中心、免费和高质量数字教育内容、教学创新和

变革，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 4的实现（联合国，

2022）。本研究聚焦 2023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围绕

数字化赋能教育变革的最新进展、核心议题、国际

社会对数字教育提出的倡议、未来数字教育发展

的应然路径等问题展开探讨。

 二、数字化赋能教育变革新进展

近年来，我国始终坚持创造公平包容、更有质

量、适合人人、绿色发展、开放合作的数字教育新

形态，积极推动数字教育的技术、模式、业态和制

度创新，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教育模式创新

和大规模在线教育实践等领域成果丰硕（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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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我国数字教育发展新进展
 

 （一）数字基础设施智能升级，教育更加优质公平

数字基础设施日趋完备，为教育数字化创造

了有利条件。经过多年努力，我国教育信息化实

现了跨越式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全国中小学

（含教学点）全部接入互联网，“三通两平台”目

标任务基本完成，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明显提

升，教育信息化应用模式不断创新，为迈向教育数

字化新阶段奠定了坚实基础。特别是 2022年我

国全面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提出联结

为先、内容为本、合作为要的“3C”理念（Connection、
Content、Cooperation），按照“应用为王、服务至上、

简洁高效、安全运行”原则，集成上线国家智慧

教育公共服务平台，释放数字技术对教育高质量

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持续溢出效应（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育部，2023b）。例如，国家智慧教育公

共服务平台正在拓展功能、增加应用场景，服务

自主学习、教师备课、双师课堂、作业推送、答疑

辅导、课后服务、教师研修、家校交流和区域管理

九大应用场景；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开设

“慕课西部行”专栏，为 725所西部高校提供

18.4万门慕课及订制课程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育部，2023c）。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智能升级有

利于数字资源的静态势能转化为教育改革的强大

动能，实现师资、课程、场地等优质资源在城乡、

区域、学校之间持续有效流动，让学习者都平等

享有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

 （二）数字教育模式融合创新，推动教育更高质

量发展

数字化赋能教育模式创新，提升教育质量大有

可为。近年来，我国积极探索数字化赋能教育发展，

基本建成世界第一大教育教学资源库，优质数字资

源惠及在校师生与社会学习者。例如，各类学校利

用数字化学习资源和平台赋能教研、教学、作业、

答疑等，创设出专递课堂、名师课堂、名校网络课

堂，探索形成跨校跨区域在线教学、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大规模在线+小规模定制+翻转课堂”

等教学方法（人民日报，2023a）；依托职业教育平台，

职业学校教师积极开展混合式教学，探索运用虚拟

仿真、数字孪生等数字技术和资源创设教学场景，

解决实习实训难题；国家智慧教育门户开通服务大

厅，设置就业服务、考试服务、学位学历、留学服

务等栏目，有效推动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此外，

这些优质资源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教师教学改

进、农村优质资源共享和家校协同育人，有力支撑

了疫情防控期间的“停课不停学”和“双减”提

质增效。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引发了

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育模式、评价方式等的变

革，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和更有质量。

 （三）大规模在线教育显成效，凸显全民终身教

育优势

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发展

推动教育变革和创新，如何构建网络化、数字化、

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建设“人人皆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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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培养创新人才，

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新冠疫情让正常教

学受阻，我国充分利用慕课、虚拟仿真实验等数字

资源，开展了一场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大

规模在线教学实践（光明日报，2023）。在推动优质

资源全球范围共享方面，我国努力拓展国家智慧教

育平台访问用户的覆盖面，推动“慕课出海”：高

等教育平台向世界提供多语种课程，并在世界慕课

和在线教育联盟机制下开展国际学分互认。

 三、数字化赋能未来教育变革的
核心议题

发展数字教育，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大势

所趋、发展所需、改革所向，更是教育工作者应有

之志、应尽之责、应立之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部，2023c）。这不仅需要国家以数字化战略支撑数

字教育的发展，还需要学校以数字治理保障数字教

育的进程，以课堂创新应用，助力师生数字素养提

升，更需要区域以数字学习资源的开发与应用，促

进教育优质公平，推动数字教育的一体化发展（见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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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数字化赋能未来教育变革的核心议题

 （一）数字化转型

现代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人

民日报，2023b）。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

全球教育未来发展备受关注。

 1. 数字化战略推动教育转型

在国家战略规划等政策指引下，数字化不断推

动我国各行各业变革与创新。在教育领域，数字技

术的发展驱动传统的标准化、规模化教育转向个

性化、全人化的素质教育。教育数字化推动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提质升级国家教育资源公共平台，

探索教育大资源建设与应用模式。这是教育现代

化的有力支撑。

教学产品的智能升级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

如重构课程，变革教学方式，转变育人目标，加强数

字素养的培养，实现精准教育、科学治理，促进个

性化教育、终身教育和教育公平；通过数据采集、

标准制定、打通联系、分析应用和安全伦理规定，

构建教育数据中台，达成未来数字教育共识。

 2. 教育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挑战

顺应数字时代潮流推进教育变革和创新，是世

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新华网，2023）。我国

教育数字化转型仍处于初级阶段，尚未形成整体布

局，组织机构内部协同和制度保障还未完善，人才

培养方向仍有待转变，学科和教学内容的变革尚未

形成体系，教育数字化领域标准还未落实，我国教

育数字化转型正进入教育改革“深水区”。在第

四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未来教育将进入全新的发

展阶段。

 3. 国家战略推进未来教育发展

教育数字化推进需要国家战略抢占先机、整

体布局，重新定义未来教育。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教

育呈现出与传统教育不同的四大特征，是未来教育

的起点：

1）以育人为目标，培养学生的关键能力，促进

学生个性化发展，兼顾学生个人、社会、国家和国

际等的需求。

2）突破学科限制，实行跨学科教学，注重学生

全面发展，强调学习知识内容，更注重实践。

3）突破时空界限，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

打造线上线下结合、无障碍的泛在、绿色、智能共

享学习空间，促进教育公平和未来发展。

4）面向全人类，助力服务终身学习，强调全人

类知识的共享、传递、继承与发展。

 （二）教育数字治理

教育数字治理是促进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

手段。学校数字治理是教育治理的最小单位，主要

包括校园智能治理和课堂智能治理。其中，校园智

能治理体现在学校层面，课堂智能治理是学校数字

治理服务教育教学的核心和主战场。

 1. 校园智能治理

校园智能治理指通过教育政务信息的整合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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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推进校园数字治理，包括构建校园实景模型，实

时监控、检测、更新校园环境信息，实现虚实场景

的深度融合；校园接入预警系统，结合智能感知技

术，提升校园安全管控效力；通过校园资产管理和

设备集控系统监测、管理校园设施的运行，提升设

施运维效率。

 2. 课堂智能治理

课堂智能治理包括构建数字孪生虚拟空间，建

立室内外三维一体全息、高清的数字空间，实时检

测课堂环境信息，智能管理教室设备，记录课堂教

学状况，智能生成课堂观察报告，刻画师生行动轨

迹，帮助教师回顾与反思课堂教学。

课堂数字空间可以采集教室和周边环境数据，

数据规范整理后可搭建虚拟仿真课堂环境；结合虚

拟仿真技术，以可视化方式呈现课堂实况，展示教

学内容、班级布景、学生管理、教务情况等数据；

用可视化方式呈现课堂环境信息，实现有毒有害气

体、水浸等风险监测预警，并探测课堂温湿度、风

速、光照等信息，实现课堂教学环境检测。

物联网集控系统可对数字教室内的交互式平

板、智能讲台、视频监控、音响等音视频设备进行

控制和管理。该系统还能记录课堂实况并进行智

能数据分析，刻画、回溯师生的表情交互、行为轨

迹，实现教学语言行为、师生互动、提问答疑、教

学组织等数字化建构；为教师和管理者提供课堂实

录回放、课堂观察报告、教学质量辅助分析，帮助

教师实现教学过程公平、学生思维引导、课堂时间

合理分配。

 （三）师生数字素养提升

 1. 学校数字教育建设

学校将数字素养培育纳入中小学教育教学活

动，设立必修课程，打造精品教材，开展培育数字素

养的课外活动。同时，各地全面推进数字校园建设，

包括智慧教室、智慧教学平台、虚拟实验室、虚拟

教研室等，引导师生使用数字产品，提升师生数字

素养，引领教育数字化高质量发展。

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借助国家中小学智慧教

育平台和省、市平台优质资源，开展教师培训、集

体备课、作业共享等，以“云课堂”“云教研”等

为技术支撑，形成结伴互助的教研共同体；推出精

准教学云平台，帮助教师形成“数据分析诊断学

情—问题导向设计教学—精准教学课堂提质—智

能作业有效练习—靶向作业拓展补偿”的教学流

程链，为教师教学赋能。

江西省教育厅打造“智慧作业”平台，精准分

析学生作业情况，为学生定制个性化作业，帮助学

生整体减少 1/3的作业量，提升正确率；帮助教师

快速了解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进行精准教学（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3d）。
总体而言，各省市通过构建数据互联融通的个

性化教学支持服务环境，探索新型教学模式，以推

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实践的深度融合；为教师因

材施教和学生个性化学习提供支撑，为教师深度参

与个性化教学研究提供便利，让技术更加贴合师生

需求，有效赋能教育教学。

 2. 数字技能教育培训体系

各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

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以课程和实践

为核心建构师生数字素养全面提升的机制。例如，

各级各类学校加强普通高校和职业院校数字技术

学科专业建设，推进数字技能基础课程和实习实训

基地建设，完善数字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提升人才

培养质量；开展教师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培训，提高

教师运用数字技术改进教育教学的意识和能力，鼓

励教师运用数字技术实现教学创新，增强中小学、

职业院校和普通高校专业教师的教学能力，持续壮

大高水平数字技能师资力量。

此外，学校还积极推动数字技术赋能教师教育，

应用教师智能助手减轻教学负担，提高教学效率，

推动教师更新数字教学理念，重塑数字角色，提升

数字素养，培养数字技能，打造优秀数字课程，应用

数字技术解决教学痛点、难点。

 3. 数字技能认证体系

国家级数字技能终身教育服务平台，可为制定

面向全民、适应行业发展的数字技能能力框架和

认证单元提供有力支持。这就有必要搭建国家级

数字技能终身教育服务平台，设计符合相关标准的

课程体系，提供配套学习资源与服务，调动教育机

构、公共图书馆、运营商、企业等社会资源，优化

数字技能教育资源，拓展获取渠道，打通培训、学

习、体验、考核、学习成果认定、学分互换等环节，

为全民终身数字学习体系的建设提供可信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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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给站”和四通八达的“立交桥”。

 4. 学生信息素养评价指标体系

部分高校开始探索建立学生信息素养评价指

标体系，开展学生信息素养评价研究。教师应探索

新型教学模式，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实践的深

度融合；利用大数据采集技术，依托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估模型，全方位、多层次、伴随

性采集学生学习过程数据，有效支撑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改革，实现规模化和精准化测评；结合数字应

用对学生数据进行分析，开展过程性评价、发展性

评价和综合性评价，刻画学生个性化精准动态画像，

构建相应评估模型；持续对学生的不同学段、不同

学科的学习情况跟踪测评，及时更新调整学生画像

信息，为学生的自我认知和自主学习提供参考。

 （四）数字学习资源开发与应用

数字教育资源开放共享是缩小数字鸿沟的关

键举措。自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上线

以来，我国已基本建成世界第一大教育资源数字化

中心和服务平台，聚焦重点领域推出优质高效的公

共服务。

 1. 优质资源供给，助力教育公平

2022年 3月 28日，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

台正式上线，聚焦学生学习、教师教学、学校治理、

赋能社会、教育创新五大核心功能，涵盖中小学、

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三大资源平台，提供 26项政

务服务，将资源数据中心和公共服务结合起来。目

前，平台汇集基础教育课程资源 4.4万节、职业教

育在线精品课 6628门、高等教育优质课程 2.7万

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3e）。
在基础教育领域，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开

设德育、课程教学、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等 10个

板块、53个栏目，覆盖 30个版本、446册教材，有

效服务了学生自主学习、教学资源共享和家校协

同育人，促进偏远地区的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例如，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巴网校”智慧教育云

平台，通过资源共建、共享的方式，缩小城乡教育

的数字鸿沟（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3d）。
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国慕课大会 2019年 4月

发布的《中国慕课行动宣言》，全面总结了中国慕

课建设的经验和建设方案。2020年 12月，在北京

召开的世界慕课大会提出了中国特色、世界水平

的在线教育主张。教育部高教司发出“慕课西部

行”号召，将优质教学资源输送至西部地区。目前，

已有 725所西部高校（占 97.3%）使用慕课开展在线

教学或混合式教学，“慕课西部行”累计向西部高

校提供 17.29万门慕课及定制化课程服务，帮助西

部地区开展混合式教学 327.24万门次，学生参与

学习达 3.76亿人次，西部地区教师参加应用培训

171.4万人次，西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能力显著提

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3f）。
在职业教育领域，职业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正

着力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全新职业教育生态系

统。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数据采集与管理系统、

中职学校学籍管理信息系统等，已实现本科层次、

专科层次高职学校、中职学校采集全覆盖。目前，

我国已建成 203个国家级和 460个省级职业教育

专业教学资源库，5000余门国家级、省级、校级精

品在线课程，1个江西国家职业教育虚拟仿真示范

实训基地和 215个职业教育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

基地培育项目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3g）。
 2. 资源灵活应用，促进教育模式变革

区域和学校创新应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的优

质教育资源，在助学、助教、助管、助研等方面不

断创新，形成了示范带动效应。教师在教研、教学、

作业布置等环节，积极使用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源，

创设了同步课堂、专递课堂、智慧课堂、双师课堂、

智慧作业、网络教研、线上答疑、自主学习等多场

景应用，有效提升了教师教学能力，激发了学生学

习兴趣，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例如，上海市长宁

区升级智能终端“纸笔同步系统”，对学生书写行

为数据进行精准的学情分析，以便教师进行教学评

价与反馈；深圳市实行线上+线下、主讲+辅讲的

“云端双师”教学模式；南宁市兴宁区以“双师课

堂”帮助中心校带教学点实现同步课堂，解决乡村

教学点难以开齐开足音乐课、美术课的问题。

同时，我国鼓励各地区以资源共建共享的形式，

推动特色教育资源开发、应用与交流。例如，上海

着力建设教育数字基座，形成数据、技术、应用协

同的生态，破除了资源分配不均、学校“数据孤岛”

等难题；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区依托名校名师打造

“青青益课”平台，实现全区优质资源免费共享。

数字教育资源的创新应用，有助于未来教育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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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变革。

 四、数字化赋能未来教育变革的
行动倡议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教育数字化已成为

全球趋势，各国纷纷投入大量资源推动数字教育的

发展。然而，教育数字化的推广仍面临系列挑战，

包括如何建立泛在联通的数字基础设施，如何精准

提供优质的数字教育资源，以及如何推进教育数字

化能力建设等。2023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提出加强

政策对话沟通、推动基础设施联通、推进数字资源

共享、加强融合应用交流、开展能力建设合作、建

立健全合作机制六点倡议，强调在顶层设计、协同

发展和互联共享等方面加强对话和合作，从而建立

全面有效的数字教育生态系统（见图 3）。
 
 

顶层设计
系统谋划, 铸基赋能

能力培养, 合作共赢

资源共享, 平台互通

协同发展

互联共享

图 3    数字化赋能未来教育变革的行动倡议
 

 （一）顶层设计：系统谋划，铸基赋能

顶层设计是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前提，只有

在加强政策对话沟通和推动数字基础设施联通的

基础上，才能实现数字教育长远发展。政策对话沟

通可以帮助各国加强教育数字化理念、战略、资源、

标准、监测评估等的交流，增加教育数字化投入，

激励利益相关方参与教育数字化转型。推进基础

设施联通是建设数字化教育基础设施的前提，包括

建设数字教育平台、智慧校园、网络学习空间以及

创新安全技术等。

 （二）协同发展：能力培养，合作共赢

开展能力建设合作和建立健全合作机制是推

动数字教育发展的有效保障。开展能力建设合作

可以帮助教师与管理者提高数字化教学水平，共建

学生数字能力培养课程和教师教育数字图书馆，以

及共同开展面向妇女、儿童和残障群体的数字教

育能力建设活动。建立健全合作机制可以推动国

际合作，建立国际交流合作长效机制与平台，打造

世界数字教育联盟，促进南南合作、南北合作，优

先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地区和小岛屿国家。

这些合作机制可以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支持，加快教

育数字化转型进程，实现数字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目标。

 （三）互联共享：资源共享，平台互通

互联共享已成为数字时代推动未来教育变革

的重要途径。数字资源共享和平台互联互通也成

为数字教育发展的重点。缩小数字鸿沟和教育差

距，需要推进数字资源共享，让更多人特别是处境

不利的地区和群体参与数字教育资源的开发。同

时，加强融合应用交流至关重要。应用是教育数字

化的核心动力，数字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具有

催生新的教育形态、革新教与学关系、推动治理方

式变革的巨大潜力。各利益相关方应协同开展数

字技术教育应用循证研究，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加速

迭代升级。

 五、启发与审思

教育数字化转型作为一项面向未来教育的系

统工程，需要“整体推进”“全面赋能”“多元协

同”（楼军江等，2022）。虽然我国教育信息化实现

了向数字化迈进的跨越式发展，但教育数字化转型

的理论范式、应然方向和推进路径仍有待探索。

 （一）加强建设各级别大数据中心，促进教育平

台互联互通

2022年 12月，国务院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

意见》指出，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应遵循“增强

数据要素共享性、普惠性”“增强数据的可用、可

信、可流通、可追溯水平”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央人民政府，2022b）。2023年全国教育工作

会议提出“重点做好大数据中心建设、数据充分

赋能”的基本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3a）。
可见，搭建开放共享、数据互通、技术集成、应用

协同、交互可用的大数据中心，促进国家智慧教育

公共服务平台之间的教育数据互联互通，实现各级

各类应用系统联接和复用是今后国家教育数字化

发展的重心。

教育数字化转型需充分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

人才优势、资源优势，加快系统升级、服务升级和

功能升级，构建国家级和地方级大数据中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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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通过混合云模式建设教育云，规

划整合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低小散旧”的数据

中心；推动各级各类教育平台融合发展，构建互联

互通、应用齐备、协同服务的“互联网+教育”大

平台；激活数据全要素充分赋能数字化教育应用场

景，为师生提供优质在线教育和个性化学习支持。

 （二）建设数字教育国家质量基础设施，推进国

家与国际标准研制

标准化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重要特征，是衡量

社会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

的重要组成部分。研制数字教育领域相关标准规

范，是加快教育数字转型的重要保障。

2002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国际标准化

组织正式提出“国家质量基础设施” （National
Quality Infrastructure，NQI）概念，将计量、标准化、

合格评定（主要包含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称为国

家质量基础的三大支柱（蒋家东等，2019）。未来标

准化工作任重道远。我国应充分发挥引领作用，打

造数字教育标准化共同体，建设数字教育国家质量

基础设施，开展标准的基础性和战略性研究，为教

育数字化转型提供国家层面的系统性、基础性和

前瞻性研究。同时，我国需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和资

源共享，与世界各国协同推进数字教育相关国际标

准的研制工作，例如，开展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安

全管理、数字伦理风险防范和隐私保护等方面的

交流合作，共建开放、包容、有韧性的数字教育，共

同打造数字教育未来新图景。

 （三）推进数字基础设施泛在联通，夯实教育

“数字”基座

教育新基建是国家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推动教育数字化发展的牵引力量。我国教育新基

建聚焦信息网络、平台体系、数字资源、智慧校园、

创新应用、可信安全六个重点方向，具有智能、泛

联、韧性、治理、绿色、融合和生态等特征（祝智庭

等，2021）。当前，我国教育新型基础设施的技术架

构体系规范建设尚未落实，亟需探索自主可控的教

育数字化基座架构。上海基于上海市教育数字化

转型１号工程教育数字基座建设的实践，阐释了数

字基座概念与特征、教育数字基座服务新模式、教

育数字基座的总体架构、数字基座核心结构、数字

基座标准体系（研制了 6项标准）、教育数字基座

建设情况（吴永和等，2022）。实现互联网与物联网、

有线网与无线网的无缝对接，形成不受时空限制的

高速泛联网络，建设教育数字基座是推进教育数字

化转型的重点任务。

《确保和改进全民高质量公共数字学习》行动

倡议的三大密匙之一是“连通”（connectivity），即
数字化连通服务有助于确保所有学校和个人都能

受益于优质互联网连接带来的教育优势（United
Nations，2022）。该行动倡议为未来教育数字化转

型提供了方向。该倡议包括加快学校教学、实验、

科研、管理、服务等设施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升级，

实现各级各类学校无线网络全覆盖；提升教室、实

验室和实训室的数字化教学装备配置水平，升级传

统技术设备和系统，按需配备高清互动、虚拟仿真、

智能感知等装备，打造良好体验的新型课堂教学环

境；逐步普及符合技术标准和学习需要的个人学习

终端，支撑网络条件的个性化学习；加强研究自主

可控的教育信息化底座架构，将云计算与物联网相

结合，创造基于云的物联网服务环境，实现“人—
机—物”三者之间的全方位联通（祝智庭等，2022），
满足“跨时空”“沉浸式”“个性化”教育应用

场景建设的现实需求，为教育新生态建设夯实“数

字”基座。

 （四）提升教育大数据治理的能力，推动教育业

务流程再造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的基础，已快速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

费和社会服务管理等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

民政府，2022b）。教育数据是虚拟资源，本身没有

价值，只有经过采集、存储、融合、分析、应用等加

工处理才能实现“要素化”，产出可在不同教育场

景自由流通的教育数据产品和服务。当前，教育领

域数据要素的开发力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很难满

足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也难以支撑教育全面数

字化转型向纵深方向发展（杨现民等，2022）。为此，

探讨如何构建教育数据要素协同治理机制、实现

数据驱动的规模化因材施教，是实现教育治理现代

化的应然之举。

数据驱动的教育治理已成必然趋势。因此，各

地区需：1）打造教育数据大脑，建立统一、安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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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的数据交换通道，提升教育数据采集、分析、挖

掘等能力，推动教育数据有序流动，实现跨地域、

跨层级、跨部门数据共享；2）开展基于大数据的教

育治理分析，支撑科学决策，推动管理业务流程再

造，提高管理服务效率；3）促进政府和学校数据共

享，实现校内外业务协同、教育服务一站办理，提

高办事效率。

 （五）实施师生数字素养提升工程，助力服务全

民终身学习

数字素养是数字时代教育主体生存、发展的

必备素养，提升师生数字素养是建设数字中国、实

施教育数字化战略的重要内容。2021年 11月，中

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提升全民数字素

养与技能行动纲要》对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进

行了顶层设计和全面部署。2022年 3月，中央网

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联合印发的《2022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

能工作要点》部署了 8个方面 29项重点任务，其中

之一就是“促进全民终身数字学习”（中央网信办

等，2022）。全面提升师生数字素养，是弥合数字技

术“应用鸿沟”的关键举措。尽管我国在提升全

民数字素养方面已取得积极进展，但数字素养培养

是一项整体化、长周期和持续性的系统工程，当前

数字素养的培养还存在重视度不足、系统性不强、

效果难测评和滞后性突出等问题（吴砥等，2022）。
教育部研究制定并于 2022年 11月 30日发布和实

施了《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旨在扎实推

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完善教育信息化标准

体系，提升教师利用数字技术优化、创新和变革教

育教学活动的意识、能力和责任。提升全民数字

素养与技能，是顺应数字时代要求，提高国民素质、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任务。

教育肩负着学习社会化和终身化的使命，我们

要利用数字技术，加快构建面向每个人、适合每个

人、伴随每个人、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体系。鉴于

我国数字素养培育的滞后性，我们建议国家继实施

“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
之后，实施师生数字素养全面提升工程，对师生数

字素养培育进行系统性建构；自上而下、顶层设计

国家数字素养发展构架，创新数字素养评价体系，

解决数字素养培育零碎化、标准不统一、效果难以

衡量等问题；基于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积

极探索学习的多种样态，运用慕课、微课、虚拟现

实等多种方式，为学习者提供泛在、多元、智能化

的学习环境，缩小数字鸿沟，为建设“人人皆学、

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奠定坚实基

础，助力服务全民终身学习。

 （六）坚持教育技术学科兼容创新，提升专业人

才培养质量

教育技术学兼具“教育”与“技术”的学科

基因，四十多年来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任友

群等，2019）。学科领域不断拓展、学科理论更加

多元，专业建设正朝着融合、创新、特色的方向发

展。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导向下，教育技术学

需要把握新机遇，顺应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

云计算、区块链、元宇宙等新兴技术与教育教学融

合创新的趋势，促进国家教育信息化与智能化发展。

然而，教育技术学科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比如，如

何突破学科理论创新的“瓶颈”？如何创设适应

未来教育变革的学科实践？如何以学科发展“反

哺”未来教育变革？

进入智能时代，教育技术学作为当代教育科学

与信息技术融合的新兴学科，需要重新审视学科定

位，调整专业方向，开拓学科发展的国际视野，努力

为社会转型所需人才培养作出应有的贡献（胡钦太

等，2022）。学科理论研究应坚持跨学科的视角，推

动不同研究范式的融合，特别是推动数据密集型研

究范式的教育研究应用，积极探索智能研究新范式，

思考并应对 ChatGPT等智能平台工具的技术两面

性——赋能教育应用和潜在危害。学科实践应关

注数字技术介入对教育教学流程的改造和重塑，通

过开设跨学科课程实现育人模式的转变；依托本土

化实践，建设有中国特色、国际水准的教育技术学

科，助力培养创新型、复合型人才。

 （七）共享数字教育发展成果，构筑全球数字教

育生态

数字时代带来了开放合作的平台，开放合作也

成为推动新时代教育变革创新的关键要素。无论

是消除数字壁垒、缩小数字鸿沟、提升教育领域危

机应对能力，还是培育合作增长点、挖掘发展新亮

点、推动教育转型创新，这些都需要坚持合作包容

共赢的理念。以数字教育的开放合作，共享数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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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发展成果，加速教育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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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Path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or Open,
Inclusive and High-quality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WU Yonghe， XU Qiuxuan， YAN Huan & ZHENG Hao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and direction to address the
global  education  crisis  for  the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world  education.  The 2023 World
Digital Education Conference, with the them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injects  new  momentum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digital  educa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new  progress  in  China's  digital  education  and  describes  the  four  core  topics  of  the
Conferenc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igital governance of education, improvement of digital literacy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digital  learning resources.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op-level design,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and interconnection and sharing, 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initiative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global digital education. Finally, the paper
makes several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digital education: 1)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big data
centers at all levels to promote the interconnection of education platforms; 2) to build a national quality
infrastructure  for  digital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3) to  promote  the  ubiquitous  interconne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o  strengthen  the
"digital"  foundation  of  education; 4) to  enhance  the  ability  of  big  data  governance  in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reengineering of education business processes; 5) to implement the project of improving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help  serve  lifelong  learning  for  all; 6) to  adhere  to  the
compatible  innovation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rofessional  personnel
training; and 7) to share China's achievements in digital education to build a global digital education
ecosystem.  This  paper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China  to  further  promote  the  strategic  action  of
education digitization.

Key  words: world  digital  education  conferenc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education； education
digitization；digital education；chinese approach；education equity；digital governance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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