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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从范围和成熟度两个维度探析数字化教育场景应用的现状。首先，本研究围绕数字化

转型的需求—功能—结构—业务场景的逻辑主线，构建教育业务场景整体框架；基于人员、流程和技术理论，

建立数字化教育场景应用维度框架；借鉴能力成熟度模型，构建数字化教育场景应用成熟度模型。其次，本

研究对 2012—2022 年发表在中国知网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论文进行筛选、编码、内容

分析和数据统计。研究表明，近十年数字化教育场景应用研究呈下降趋势。其中，应用范围的研究集中在

“教”与“学”场景和高等教育阶段，应用的成熟度仍处于基础级向成熟级过渡阶段。最后，本研究讨论了

数字化教育场景应用的发展趋势、不同教育场景和教育阶段的均衡性及不同教育场景的成熟度，以期对国内

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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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实施数字中国战略，必须有高度适应经济与社

会发展的数字教育做支撑，人才需求的变化也倒逼

教育系统的转型和升级。《教育部 2022年工作要

点》指出，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加快推进数

字转型和智能升级。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通过数

字技术全方位、多维度、深层次的赋能，推动教育

组织教学范式、组织架构、教学过程、评价方式等

的根本转变（胡姣等，2022），从而弥补数字鸿沟、

解决教育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实现教育强国（钟志贤等，2023）。
数字化转型的广度和深度直接影响教育体系

构建的速度和质量，然而其作为长期、庞大、复杂

的系统工程，在转型路上必然需要克服重重困难

（Rof et al.，2022）。首先，缺乏全局认识是教育数字

化转型的最大障碍（李锋等，2022）。教育组织及其

成员未认识到教育数字化转型是系统性变革，只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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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教育产品、服务、模式或组织某一方面的转型，

或者仅开展数字技术在教、学、管、评某一场景的

应用。其次，学校环境可能存在大量使用旧方法和

旧技术的信息系统、基础设施、技术架构等。教育

活动主体数字能力不足，对数字化转型未来方向感

到迷茫（Lu et al.，2015）。此外，现有研究“对协同

性服务体系、教育组织系统的战略和文化保障、环

境空间系统的政策等深层次问题缺乏考量”（胡姣

等，2022）。
当前研究大多聚焦于转型中的某个点，或数字

技术在某个场景的应用。例如，邦德等（Bond et al.，
2020）综述了高等教育特定学科使用技术促进学生

参与度的研究，巴特勒-亨德森和克劳福德（Butler-
Henderson et al.，2020）综述了在线考试研究，冯剑

峰等（2022）探究了国际范围内的教师数字能力。

少数研究聚焦数字化转型的整体发展，如法里亚斯-
加坦等（Farias-Gaytan et al.，2022）综述了高等教育

的数字转型，探索高等教育机构数字化转型的范围；

贝纳维德斯等（Benavides et al.，2020）总结了高等教

育机构数字化转型实施的特点，发现教育数字化转

型是一个新兴领域，尚未从整体层面开发；祝智庭

和胡姣（2022a & 2022b）提出了数字化转型的理论

框架和实践逻辑。整体来看，当前研究倾向于转型

的具体应用，缺少高屋建瓴的全貌描摹；倾向在高

等教育领域展开研究，缺少对其他学段的考量；倾

向直接行动，缺少定位反思和战略规划。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炼出数字化教育应用的

“范围”和“程度”，探讨以“范围”和“程度”

为核心的四个研究问题:1)近十年数字化教育场景

应用研究的整体趋势是什么？2)数字化教育场景

应用研究涉及哪些场景？3)数字化教育场景应用

研究涉及哪些教育阶段？4)数字化教育场景应用

的成熟度怎样？

 二、理论框架

 （一）教育业务场景整体框架

教育系统包含诸多要素，各部分必须协同配合，

故而本研究提出范围问题，即哪里用到数字技术、

哪里没用到、用得多还是少，进而协调好各局部。

如果将教育比作省，那么范围问题就是理清各区县

应用的程度和边界。教育业务场景整体框架可用

图 1分区工具显示（见图 1）。
教育业务场景整体框架的核心是学校的多主

体需求，涉及教师、学生、家长、管理者。一方面，

学校的根本任务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发挥教书育人

的作用，其组织空间相对固定和系统化。为服务教

学一线，学校需要专业管理人员，提供支持服务和

资源供应。另一方面，学校具有育人功能，必然涉

及价值标准评价、判断、鉴别受教育者的现状，进

而反馈调节；教师作为学校的主体，需要通过教科

研助推教育发展（马健生等，2019）。综上，本研究

由需求抽象出学校六方面功能：一线教学、学校管

理、支持服务、教研科研、评价验收和资源供应

（见图 1）。
图 1中部到外围涉及的功能与结构和业务基

本对应。一线教学涉及备课组等，对应考、综合实

践、教和学场景；学校管理涉及各部门管理机构，

对应管理场景；支持服务涉及医务室、食堂等，对

应服务、家校互动场景；教研科研涉及教研组等，

对应研究场景；评价验收涉及校务监督委员会等，

对应评价场景；资源供应涉及图书馆等，对应资源

场景。本研究对学校的需求—功能—结构—业务

场景进行了逻辑梳理，并由此提出范围问题；划分

的十类教育场景与《上海市教育数字化转型实施方

案（2021—2023）》提出的“教、学、管、考、评、研

究、服务、资源、实践活动、家校互动”一致（上海
 

考 综合实践 教 学

学生方

多主体
需求

管理方

教
师
方

家
长
方

资
源 管

评
价

备课组 教研组 实验室
教

代
会

 学
生
会

 年
级
组

校
食
堂

 医
务
室

 勤
工
组

教研组 实验室 教科室

文
印

室
 图
书
馆

 采
购
处

安
监

办
 教

育
局

 行
政
部

门

研究

教
研
科
研

评
价
验
收

服
务

家
校
互
动

资
源
供
应

一线教学

学
校
管
理

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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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教育委员会，2021）。
 （二）数字化教育场景应用维度框架

施内尔（Schneier，2008）提出的人员、流程、技

术（People、Process、Technology，PPT）理论同样适

用于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教育活动同样隐含并遵

循 PPT理论的三角框架模式。具体来说，教育数

字化转型的成功离不开从业者的数字素养、技术

能力，即数字能力（胡姣等，2022）；整体流程离不开

教育教学模式、过程的数字化重塑，即数字服务

（祝智庭等，2022d）；还离不开数字基础设施、具体

技术的应用，即数字环境（祝智庭等，2022d）。数字

化教育场景应用维度框架实际上是 PPT框架从企

业领域到教育领域的映射。三个元素关系密切，牵

连制衡（见图 2）。
 （三）数字化教育场景应用成熟度模型

程度问题旨在明确转型所处的位置和进度，即

成熟度等级。成熟度评估着重关注人员、流程、技

术和取得的成效。本研究根据现有模型对教育数

字化应用成熟度评估的适用性，借鉴能力成熟度模

型（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CMM） （Paulk  et  al.，
1993）及其继任者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Integration,  CMMI） （CMMI  Product
Team，2010），提出成熟度模型的五个等级：初始级、

基础级、成熟级、优化级、领先级（见表 1），并邀请

专家对成熟度维度及其表征进行修正。

总体而言，初始级表示没有或尚未开始推进数

字化建设。基础级指学校已经为大部分领域提供

了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出现数字化转型迹象。成熟

级指已有较高的利用率，并取得数字化实践经验。

优化级指能够根据已有的数字化应用经验优化当

前的教学、科研、管理等，认识到数字化的优势及

带来的竞争力。领先级指数字化应用程度高，具有

成熟的系统和业务水平，达到当地乃至更大地区范

围的领先水平。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系统性文献综述方法（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开展文献筛查，制定编码框架，进

行内容分析与数据统计，建立数字化教育场景应用

文献之间的联结。

 （二）检索策略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 CSSCI来源期刊及 CSSCI
扩展期刊为对象搜索文献，时间限定为 2012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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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数字化教育场景应用维度框架 

 

表 1    数字化教育场景应用成熟度表征

成熟度/维度 数字环境 数字服务 数字能力

初始级（无进展）
• 尚未建设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如智慧校

园、智慧教室、智慧终端。

• 尚未将教育运营过程数字化，如学习资源

单一、学校管理流程复杂等。

• 没有意识到发展学校各个领域从业人

员的数字能力。

基础级（自发、个别、

孤立）

• 学校为大部分领域建设了数字技术基

础设施，存在设备使用率低等问题。

• 少数从业人员在学习、教学或管理中使用

数字技术，学校管理有数字化倾向等。

• 学校逐渐意识到需要提高学校从业人

员的数字能力，并探索相应的举措，小范

围实践。

成熟级（有组织、规

模应用）

• 建有智慧校园、智慧教室，数字技术基

础设施全覆盖，设备使用率高。

• 数字技术在教学、学习、管理、科研、考试

等领域广泛应用，实现优质资源共享，系统

化管理等。

• 学校形成了系统化的数字能力培训体

系，从业人员具备较高的数字能力，基本

将任务数字化全覆盖。

优化级（深度应用、

融合）

• 在实践基础上完善个性化数字技术基

础设施，如网络升级改造、智能设备更新

等。

• 学校运营过程完全数字化，且在实践基础

上变得更加简单便捷，如管理流程易操作

等。

• 学校对培训体系进行优化和完善，从业

人员熟练处理数字化教学或管理问题。

领先级（深度融合、

领先、创新）

• 学校建成智慧校园、智慧教室示范点，

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在区域甚至国内

达到领先水平。

• 学校运营模式在区域甚至国内达到领先

水平，实现优质资源共享等。

• 学校优质培训体系被广泛传播，从业人

员的数字能力在区域甚至国内达到领先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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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日—2022年 5月 31日。检索词分两部分：第一

部分为通用词，十类教育场景兼用。其中，“数字

化”和“信息化”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特征，数字

化可视为社会信息化的高级阶段（祝智庭等，2022c）；
“网络”“大数据”等是数字化转型涉及的重要

技术（Hidayat et al.，2022）；“高校”“中学”等是

常见的学段（见表 2第 2列）。第二部分为特征词，

突出各场景的特点：以“教”场景为例，派生出数

字环境、数字服务、数字能力场景特征词；以数字

环境维度为例，派生出“教学环境”“校园”

“教室”等词。其他类推，所有场景特征词见表 2
第 3列。各场景检索数量见表 2第 4列，本研究共

获得有效文献 16601篇（见表 2）。
 （三）文献筛选

本研究对初步检索到的文献进行筛选，纳入或

排除的标准见表 3。标准 1—5着重保证样本的准

确性与权威性；标准 6限定样本研究对象为中国而

非他国；标准 7限定样本的教育阶段；标准 8筛选

实例型研究，剔除采用调查、综述、元分析类等缺

乏实践应用的文献；标准 9限定样本研究主题聚焦

数字化教育场景应用维度，剔除将应用维度作为单

一变量或非研究重点的文献，如聚焦学习环境对学

生学习能力影响的研究，将学习环境作为单一变量，

故应当剔除。

本研究遵循系统性文献综述的识别、筛选、纳

入或排除过程（Moher et al.，2009），最终获得符合

条件的论文 1909篇。

 （四）数据分析

为直观呈现编码规则，本部分整合教育业务场

景整体框架、数字化教育场景应用维度和成熟度

模型的等级，构建了数字化教育场景应用编码模型

（见图 3），呈现了支持文献编码的关键观点，最终

形成三个维度。此外，本研究将文献归为学前教育、

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终身教育（成年

人/老人）五个学段进行编码，从另一视角分析数字

化教育场景应用的范围。

 四、研究结果

 （一）研究文献数量呈下降趋势

整体来看，文献数量呈下降趋势。为便于说明，

本研究将 2012—2021年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为

2012—2014年。其中，2012—2013年间，文献数

量出现明显增长，达十年间最大值，但 2013—2014
年快速回落；第二阶段为 2014—2020年，与第一阶

 

表 2    中国知网十类教育场景检索

场景
检索词 检索数量

（篇）通用词 特征词

教

（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大数据+在线+智慧+人工智

能+互联网+新媒体+计算机+物联网+多媒体+技术）

（教育+高校+中学+小学+中小学+职业教育+教学）

（教学+教学环境+教学资源+教学平台+教师素养+校园+教室+终端+工具） 2204

学 （学习环境+学习资源+学习平台）*（信息素养+数字素养） 4589

管
（管理+学校管理+资源管理+管理平台+管理模式+管理策略+管理体系+管

理者+教学管理+教育管理）
909

考 考试 780

评
（评估+学习评价+评价方式+教育评价）*（领导+管理者+CIO+校长）*（数

字素养+信息素养）
1654

服务 服务 1385

资源
（教育 APP+教育游戏+学习工具+网络课程+在线课程+数字教材+ MOOC+

慕课+智慧校园+智慧教室+电子白板+电子书包）
4235

研究 （研修+科研） 569

家校

互动
（家校）* （微信+群） 130

综合

实践
（综合实践+实习+校企+实验）* （资源+平台+场所+模式+方式+虚拟仿真） 146

共计（篇） 16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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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相比，这一阶段相对平稳，呈先小幅上升，又较快

下降的态势，最终在 2020年达到最低点，文献数量

为 129篇；第三阶段为 2020—2021年，文献数量首

次回升（见图 4）。
 （二）研究场景集中在“教”与“学”

数字化教育场景应用研究主要包括十类场景，

图形呈“旋风”状（见图 5），从“教”到“家校互

动”依次减少。其中，“教”是最受欢迎的研究场

景，“教”和“学”的文献数量都在 400篇以上。

“管”“评”“服务”“资源”的文献数量在

100~300篇之间。“考”和“研究”的文献数量

在 40~100篇之间，相对较少。“综合实践”和

“家校互动”的文献数量不到 20篇，其中，“家校

互动”的文献数量最少，仅 6篇。
  

家校互动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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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评

研究

考

综合实践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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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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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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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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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4

6

图 5    教育数字化应用场景研究的文献数量
 

 （三）高等教育场景研究居多

研究高等教育应用场景的文献最多（1333篇），

是研究基础教育应用场景（499篇）的 2.67倍。职

业教育应用场景研究（180篇）位列第三，明显少于

基础教育段。学前教育（104篇）研究文献最少。

终身教育阶段比较特殊，研究文献 301篇。需注意

的是，若某篇文献涉及多个教育阶段，那么这些教

育阶段的文献数量都会被加 1，故五个教育阶段的

文献数量总和会大于筛选得到的文献数。

 （四）成熟度处于基础级向成熟级过渡阶段

不同应用场景的成熟度等级分布见图 6。首

 

表 3    文献纳入/排除标准

序号 纳入标准 排除标准

1 中文论文 非中文论文

2 CSSCI来源期刊和 CSSCI扩展期刊论文 非 CSSCI及 CSSCI扩展期刊论文、学位论文、报纸、书籍、会议论文、报告等

3 全文可获取 全文不可获取

4 发表时间为 2012.1.1—2022.5.31 其他时间

5 标题只出现一次 重复性标题

6 聚焦于中国数字化教育场景应用 其他国家的数字化教育场景应用

7 符合学前/基础/职业/高等/终身教育（成人、老年人）阶段 其他教育阶段

8 符合技术应用在教育的十类场景（实例型文章） 脱离技术应用在教育十类场景的文章（如综述类文章）

9 聚焦十类场景的数字环境、数字服务、数字能力三个细分维度 非十类场景的数字环境、数字服务、数字能力三个细分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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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数字化教育场景应用编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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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2—2021年中国知网的相关文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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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初始级文献最多（719篇），每个应用场景都有

超过 30%的文献被归为初始级。其次，基础级

（537篇）和成熟级（348篇）文献量相当。这一差异

主要受“教”和“学”场景的影响，该场景研究文

献基数大，百分比值差距也大。相比之下，“综合

实践”和“家校互动”的百分比值差异也大，但因

其基数小，对整体影响有限。“考”“资源”和

“研究”三类应用场景的基础级和成熟级差异最

小，差值在 5篇内。最后，优化级和领先级的研究

文献最少，分别为 154和 151篇。资源类场景研究

的优化级文献最多，为 40篇；教学类场景研究有

69篇领先级文章，约占总数一半。总之，不同场景

研究的成熟度分布呈现一定的共性：初始级最多，

成熟级其次，基础级少于成熟级，但较接近，优化级

和领先级最少。
 
 

综合实践
家校互动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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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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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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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教育技术应用场景研究成熟度百分比
 

本研究针对十类教育场景的数字环境、数字

服务和数字能力三维度，分别探究不同成熟度等级

的研究文献数量，发现每类场景中数字服务维度、

数字能力维度的研究文献最少。以场景类为例，

“评价”类场景数字环境维度研究较多（74篇），

数字服务维度研究严重不足（13篇），属特例；“资

源”类场景的研究文献最集中，几乎都集中在数字

服务维度（261篇）。此外“综合实践”（18篇）、

“家校互动”（6篇）类场景的研究文献较少，参考

价值有限。以“学习”类场景为例，在数字环境方

面，随着 5G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的引入，智慧环境

研究广受关注，智慧学习环境研究达到 50.32%。

在数字服务方面，研究者倾向于探讨微课、电子书包、

数字教材等学习资源的开发和实践，其基础级及以

上的文献占 62.98%。研究文献最少（10篇）的学习

活动子维度，成熟级及以上的研究文献占 71.43%。

这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在技术环境下学习活动的设

计与实践（王小根等，2017），二是促进学生能力发

展的学习活动设计与实践（毕景刚等，2019）。

 五、结论与讨论

 （一）总体趋势

从研究文献的发表数量看，我国近十年数字化

教育场景应用研究的文献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但

在 2012—2014年、 2014—2020年、 2020—2021
年的特点不同，这可能和政策文件颁布有关。

2012年 3月，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

划（2011—2020）》，提出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

代化（教育部，2012）。该政策推进了教育变革，提

高 了 研 究 者 对 教 育 信 息 化 发 展 的 精 力 投 入

（翟雪松等，2020），2012年前后的研究文献数量也

随之上升。2014年热度减弱，直至 2020年趋于平

稳，主要原因在于 2020年后，新冠疫情的影响，倒

逼教育转型。教育部于 2020年提出“利用网络平

台，‘停课不停学 ’”，部署“改善网络支撑条件”

“汇聚各方资源”等任务（教育部，2020a），相关研

究文献数量在 2020年后回升。

从长远看，在线教学的危机与机遇并存，学生

既有可能游离其外，也有可能更好地发展自主学习

能力（Schleicher，2020），如何通过数字化教育方式

培养自主、独立的人才显得尤为重要。因此，2020
年成为文献数量变化的拐点，亦可能是教育数字化

发展的拐点。

 （二）不同教育场景的均衡性

首先，在一线教学模块中，教和学的研究文献

最多，作为核心应用场景，其表现符合预期。综合

实践应用场景指向活动性教学，在当前我国教育强

调核心素养、跨学科教学的背景下（袁丹，2022），
研究较为单薄。考试场景对检验成效、调控教学

至关重要，当前数字化转型研究少，且多集中于线

上考试平台的开发和外语学科。因此，考试场景值

得关注。其次，支持服务模块旨在优化师生体验，

作为支持性应用场景，其文献数量较多。家校互动

场景中，从家校日常沟通看，即时通讯已能满足日

常交流需求，研究文献量较少；家校协同育人应用

场景，研究空间尚有很大。再次，教研科研模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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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是教育数字化转型、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破解教

育难题的推动力量（方春水等，2022），能引领教育

前行，但其文献数量仅占 4.40%，略显偏少。第四，

学校管理模块的应用场景文献量适中，涉及教学、

行政等方面，内容广泛，较为均衡。第五，资源供应

模块场景作为供给侧，研究文献较多。最后，评价

验收模块场景具有导向作用，相关研究文献虽有但

可以更多。

 （三）不同教育阶段的均衡性

从教育阶段看，各阶段研究文献数量参差不齐，

呈高等教育最多、学前教育最少的特征。首先，学

前教育为儿童终身发展奠基，学龄一般在 3~6周岁，

学习能力弱。现有网络课程等资源并不适配其需

求，该学段的数字化需求也不迫切，因此研究量符

合预期，这与维拉切娃等（Vilacheva et al.，2021）的
研究结论一致。其次，基础教育阶段包含义务教育

（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起着基石的作用。义务

教育规模庞大，经费投入普遍比高等教育多（教育

部，2022）。然而，高等教育数字化教育场景应用研

究文献数量却是基础教育的 3倍左右。究其原因，

主要是基础教育学校的数量远超过高等教育（教育

部，2022），因此每所学校平均获得的经费远低于某

所高等学校（教育部，2020b，2021）。此外，基础教

育缺乏信息化人才，教学模式相对简单，适合数字

化转型的业务也远低于高等教育，而高等教育的经

费额度和支配以及适合数字化转型的业务远高于

基础教育。再次，职业教育在我国处于弱势，常被

认为是普通教育的替代品（李名梁等，2018）。2022
年，我国施行新的《职业教育法》，旨在培养更多的

高素质技能人才，未来职业教育发展值得期待，相

关研究有望大幅增长。最后，终身教育是各国倡导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各年龄、各岗

位的学习者都需依托在线直播、网络课程等方式

获取知识技能，但其实现有赖于数字技术（Kim et
al.，2019）。因此，借用教育数字化构建终身教育体

系无疑是未来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

 （四）不同教育场景应用的成熟度

本研究选取教、学为代表性应用场景开展成

熟度分析，主要是因为这两类应用场景是教育教学

活动的核心环节，研究文献数量最多，最具参考价

值，最能反映实际。

教的场景居数字化教育应用研究数量之首，且

一半以上研究文献处成熟级及以上，主要分布在数

字环境和数字服务维度，数字能力方面的较少。大

数据、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技术的广泛教育应用，

进一步打破了时空限制，推动教学环境的变革。教

师和教育管理者居教学的中心和权威地位，其数字

素养对数字化教学起决定性作用，对增强学生的数

字能力尤其重要（仇晓春等，2021）。但数字能力方

面的研究文献数量的绝对数和百分比都偏少，仅

26篇，占 5.26% 。为了应对数字技术融入教学的

挑战，这方面的研究有待加强。另外，目前研究主

要聚焦各局部环节，如数字化课件等，有待将局部

串联起来，形成系统的数字化教学生态，加强数字

战略与体系规划研究。

学习场景的研究文献在数字环境、数字服务、

数字能力三个维度上分布广泛，处成熟级水平。但

当前数字能力研究少，且大部分处于基础级。究其

原因，国内教育倾向于关注提升学生的学习成绩，

尤其基础教育领域对学生数字能力培养的认识不

高，学生数字能力培养制度未形成体系（吴砥等，

2022）。然而，学生使用数字技术学习是推动教育

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因素。因此，国家一方面要从数

字意识、数字技术应用、数字社会责任等维度建立

符合学生的数字能力框架，构建数字能力成熟度评

价模型衡量学生的数字能力，并提供反馈和指导；

另一方面要重视数字能力的启蒙教育，在教学中潜

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数字能力。

管理、服务、资源类场景研究处于成熟级，考、

评、研究、家校互动、综合实践类场景研究仍处于

基础级，表明其数字化转型处于起步阶段，仍需政

策引导或资金支撑来加强数字化转型。成熟级场

景的数字化转型正在加速，需要不断总结数字技术

应用经验，向优化级发展，最终实现数字环境、数

字服务、数字能力三个维度的全面进步。

本研究的不足在于：一是研究数据主要源于

CSSCI来源期刊，因其中的职业教育类刊物较少，

可能会给研究结论带来偏差；二是文献基数大，工

作量大，又多依赖人工处理，可能导致误差。后续

研究还需围绕各类场景的数字化转型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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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cope and Maturity of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Scenarios: Based on Analysis of

Literatures from 2012 to 2022

XU Xianlong1， XU Jie2， GUO Hongqi2 & JIN Guangyao3

（1. Shanghai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Digital Educational Equi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2.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3. Faculty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cope  and  maturity, the  research  on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to  illustrate  the  current  state.  First,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for educational business scenarios was constructed following the logical thread of demand-
function-structure-business  scenarios  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theory  of  People, Process  and
Technology (PPT).  Additionally, a  maturity  model  of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n  education  was
created, referencing the 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CMM) and 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Integration
(CMMI).  Second,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was  used  to  screen, encode, and  analyze  the  relevant
research published in CSSCI source journals of CNKI from 2012 to 2022. The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d
a  declining  trend  in  the  amount  of  research  related  to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  research  reviewed  mainly  focused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scenario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its  maturity  was  in  the  transition  phase  from  the  basic  to  a  mature  level.  Finally, the
study fou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educational scenarios, the
balance  of  different  scenarios  and education  stages, and the  maturity  of  different  education  scenarios
were discussed respectively.  This  study provides important  enlightens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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