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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化学习已经成为教育领域的重要趋势，“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素养的培

养成为中学信息技术教学中的重要部分。本文通过对我国中学信息技术教学中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素养培

养的研究现状进行深入探索，采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工具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研究

发现，国内中学信息技术教学在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素养培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和挑战。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学效果，需要加强数字化学习资源的建设，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和创新能力，

同时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最后，研究客观地预测了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素养

培养研究的未来走向，为中学生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素养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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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igital learn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rend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digital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literac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ing in middle schools. Based on the in-
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research status of digital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literacy training in infor-
mation technology teaching in middle schools in China, this paper uses CiteSpace visual analysis tool 
to sort out and analyze relevant literature at home and abroad. It is found that information technol-
ogy teaching in middle schools in China has made some achievements in the cultivation of digital 
learning and innovative literacy,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order to fur-
ther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learning 
resources, improve students’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innovation ability, and strengthen teacher 
training to improve teachers’ professional literacy and teaching ability. Finally, the research objec-
tively predicts the future trend of the research on digital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literacy cultiva-
tion,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on digital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literacy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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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人才的需求正在发生变化，逐渐偏向于能够应对时代发展和技术更新的创

新型人才。数字化社会环境下，对于中学生来说用信息科技来强化自身技能显得日益关键，数字化社会

对数字人才的基本要求是数字化环境下的学习与创新。《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2017 年版)》明确

指出：数字化学习与创新是信息技术学科四大核心素养之一[1]。我国教育部于 2022 年 4 月发布的《义务

教育信息科技课程标准(2022 版)》中强调信息科技教学要发展学生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素养。 
欧美国家，很早就对数字化学习给予关注。E-Learning 初次出现是在 1998 年由美国杰·克罗斯教

授提出，它的全称为 Electronic Learning。E-Learning 在我国大多被翻译为数字化学习、网络化学习等，

他强调用信息技术手段去重新塑造学习方式。2000 年美国教育部公布的《14~19 Education and Skill White 
Paper》[2]中对 E-Learning 这一概念的核心价值进行阐述，提出如何使用技术比技术本身更为重要。E-
Learning 是指主要通过因特网进行的学习与教学活动，它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所提供的学习资源，从而实

现一种全新的学习方式[3]。学习者要具备发现信息的能力、判断信息与当前任务是否有关的能力、判断

信息是否准确的能力。 
本文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素养培养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了解“数字化学

习与创新”培养研究的发展动态、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 

2. 研究数据与方法 

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数据库的相关文献，检索年限为 2013 年 1 月 1 日~2023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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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4 日，以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素养为主题，学科限定为中等教育，共获得 156 篇文献。通过筛选，初步

得到了 156 篇有关的研究文献。为了确保研究的针对性，排除了 38 篇非期刊来源如硕博士论文和会议记

录等文献，从而确保剩下的 118 篇文献更加精准地反映了研究主题。此项研究利用陈超美团队开发的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软件来审查当代中国中等教育在数字化教学与创新素质培养方面的发展状况。通过

深入挖掘文献资料之间的网络构架、相互关联和分类集群以及演变过程，进一步阐释了数字化学习与创

新能力领域的教育研究格局、核心理论及研究前沿，为研究者在该学科范畴内的知识储备、体系结构、

和前沿动态的洞察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3. 数据处理与数据分析 

(一) 数据处理 
(1) 主题分类 
对某一研究领域的主题进行统计分析，能更好地把握研究前沿[4]。例如在筛选涉及“数位学习与创

新”主题的 116 篇学术论文时，我们将课题划分为主轴课题与辅助课题，并通过对这些主要研究课题的

发生频率进行数理处理，结果显示这些课题的分布较为集中于一定范畴，在中学阶段对学生数字化学习

与创新素养培养的载体主要是信息技术课程，同时也包括与其他学科融合的学习过程中对数字化学习工

具的使用。因此，在近十年的相关核心研究中，主要主题为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素养，出现的频次共计 47
次；其次高频为“数字化学习”和“学习与创新”，分别出现 42 次和 41 次；而高中信息技术课程中更

加凸显对中学生数字化学习创新素养的培养，研究主题共计出现 27 次。 
(2) 年度发文量 
从时间跨度来看，自 2017 年以来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素养培养研究的文献发表数量呈现出上升趋势。

“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的研究逐步受到各个领域研究者的重视，2017 年，华东师范大学的杨晓哲，任友

群教授在中国电化教育中强调数字化学习与创新是高中信息技术学科的价值追求[5]。数字化学习与创新

之后逐步成为我国信息技术教学培养目标，在 2017 年至 2023 年期间，该领域呈现出初步发展的局面。

在 2017 年至 2019 年期间，由于我国信息科技的持续进步以及 2017 年新课程标准的颁布，数字化学习与

创新素养的研究增长迅猛。而在 2019 年至 2021 年间，研究增长趋于稳定，到了 2023 年，相关研究论文

的数量已达到 156 篇。 
(二) 数据分析  
(1) 作者分析 
对我国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素养培养研究的作者进行统计分析，并对作者进行共现图谱分析得出以下

结论。 
研究“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的研究者，多为在中学任教的一线信息技术教师，通常在一线任教的信

息技术教师，在工作中，能够更加直观地参与教育实验，并且积极关注数字化学习的发展，这对于研究

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同时，为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发展，研究数字化学习与创新，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适

应数字化时代的发展，提高学习效率，在教学中培养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2) 聚类视图分析 
聚类视图对标签进行了分析，它们构成了一个元素。这个部分的规模受到了节点连接数、边缘的稳

定性以及引述频次等多种要素的影响，借由主题之间的相互出现，挖掘出研究热门议题的构造布局。对

“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相关文献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分析出了：#0 高中信息技术、#1 数字化学习与

创新、#2 信息技术、#3 数字化学习、#4 计算思维、#5 微课、#6 学习 7 个聚类，如图所示。根据各聚类

内涵关键字的语法特征及其相互联系的紧密程度，上文所提及的聚类可划分为三个主要的研究方向：数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01974


李一丹，熊佳仪 
 

 

DOI: 10.12677/ae.2024.14101974 1064 教育进展 
 

字化学习与创新素养培养路径、基于数字化学习实践的教学改革路径、数字化学习与创新能力输出路径

三大研究路径。 
(3) 突变性分析 
关键词突变性代表了某一主题在一定时间 内出现的频率，反映了该领域研究的趋势[6]。可以看出，

在 2017 年~2023 年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相关研究中，突变系数最高的关键词是信息社会责任，突变系数为

0.94，突变年份为 2017 年到 2018 年，表明 2017 年关于高中信息技术课程的研究激增，这与我国《高中

信息技术课程标准(2017 版)》的提出相对应；关键词创新的突变系数为 0.48，突变年份为 2018 到 2020
年，这表明在 2018 年创新能力的培养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数字化资源和数字化学习环境的突变系数

分别为 0.83 和 0.83，突变年份为 2021 年，说明研究者在 2018 年关注数字化资源发展的同时也开始关注

数字化学习环境的建设。 
(4) 时间线视图分析 
在时间线图中，时间线视图可以查看该研究领域在不同时间段内的关键概念、主题或人物的涌现和

发展趋势。这些关键词会根据其出现的年份，在相应的聚类中展开，每一个聚类都是这样，从而形成时

间线图。结合 CiteSpace 中的分时连线功能，分析项目式学习研究领域在不同时区是处于上升还是低谷时

期。 
根据时间线切片可以判断： 
聚类#0 高中信息技术和聚类#1 数字化学习与创新在 2017 年~2023 年内一直备受关注。信息技术课

程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发展需求，有助于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促进教育公平，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以及推动教育改革，因此备受关注。同时 2017 年《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2017 年版)》明确指出：

数字化学习与创新是信息技术学科四大核心素养之一，这表明了对信息科技这门学科的教学中对学生数

字化学习与创新素养培养的重视，该研究内容受到教育界的关注。而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素养的培养，通

常是以信息技术课程为载体，以核心素养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开展研究的。 
聚类#2 信息技术，在 2021 年左右达到饱和，其包括对初中信息技术和对高中信息技术的研究，对应

于聚类#0 高中信息技术，初中信息技术的研究在 2021 年左右达到饱和，而对高年级的数字化学习与创

新素养培养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 
聚类#3 数字化学习一直以来是社会关注的热点。 
聚类#5 微课的研究是从 2019 年开始一直到 2023 年，在微课中，学生可以接触到丰富多样的学习资

源，包括视频、交互式课件等，这些资源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元化的学习内容，满足学生的不同学科和

兴趣领域的学习需求。同时，微课的个性化学习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学习选择，使学生能够在自身适

应的学习模式下取得更好的成绩。 

4. 研究结果分析  

(一) 研究结论 
基于上述研究现状分析以及对引用率较高的文献进行阅读总结后，可以发现我国目前对中学信息技

术教学中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素养培养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 
从主题聚类来看，中学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的实证类文献数量最多，且在内容深度上也更加地全面；

数字化学习与创新培养研究在 2017 年之后日渐成为中学信息技术教学研究方向的关键议题，这强调了在

中学信息科技的教育过程中对数字化学习以及创新能力养成的研究向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方向发展；关

于中学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素养培养路径的研究，从文献的发表时间来看，在 2017 年之后每年发文量整体

上呈现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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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的突变性分析看，在该领域关键词突变性由教学模式探索向教学实践以及学生能力提升转变，

促进了中学信息技术教学实践的发展，在整体趋势上，未来中学信息技术教学研究中关于数字化学习与

创新培养的文献还会逐年上升，且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理论与教学模式的研究缓慢增长。从时间线来看，

在新课标出台后，使得我国大量研究者将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研究的视野从国外经验学习到自我教学问题

的分析。我国在中学信息技术教学中培养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的研究还会继续升温。 
(二) 存在问题 
(1) 中学“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素养研究的理论及应用不足 
目前对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的理论研究相对较少，缺乏深入的探讨和系统性的研究。这导致对数字化

学习与创新的理解和认识不够深入，无法为实践提供有效的指导。其次是实践应用研究不足，尽管数字

化学习与创新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对其应用效果和实践经验的研究相对较少。这导致无法全面

了解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的实际效果和存在的问题，也无法为进一步的改进提供参考。另外，技术应用研

究不足，数字化学习与创新涉及多种先进技术的应用，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然而，目前对这些技术

的应用研究相对较少，缺乏对技术应用效果的评估和优化。这可能导致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的效率和质量

受到限制。 
(2) 中学信息技术教师发展研究较少 
随着中学信息技术教学实践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积极投身于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素养培养

的探索研究。对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的理论研究侧重于实用主义理论，主张以实效性为导向的观点占据主

流。针对我国数字化学习与创新教学研究进行整理和分析，发现教师发展研究中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素养

培养的过程性研究和总结性研究较少，不利于教师对学生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素养的培养。因此，通过解

析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素养的过程性研究，可以为基层教育工作者在教学实践中提升学生数字化学习及创

新能力方面提供有效的参考与指导。 

5. 结语 

目前，有关中学信息技术教学的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素养培养研究成果，对教学实践的理解与应用能

够提供强化辅助。通过结果分析可知，我国中学阶段的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素养培养研究中仍存在中学“数

字化学习与创新”素养研究的理论及应用不足、中学信息技术教师发展研究较少的不足。为此，在推进

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素养提高的过程中，中学信息技术教师在教学中需要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情况相结合来

进行教学，在授课模式、教案设计中以学生“数字化学习与创新”培养为核心。一线教师应提高对新课

标学习的敏感度，积极关注并学习“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素养”的培养要聚焦于新修订的课程标准，及时

了解掌握新课标、中学生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素养教学授课表现形式和对学生学习和能力发展的评价形式，

做到因材施教，教有所成。培养中学生“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素养对于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发展、促进教

育公平、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以及推动教育改革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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