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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超级计算机、人工智能、5G、区块链等数字科技不断发展，推动着社会的数字化转型。面对全

球数字化转型的浪潮，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教师作为教育环节的关键一环，是

数字化时代教育发展的重要支柱，在提升学生数字素养和推进社会数字化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挪

威作为世界上数字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自新世纪伊始，就将数字工具作为所有科目和各级学校的必

备技能进行教授，更是在学校课程中加入计算机编程等特色科目，培养学生的数字素养。通过对于挪威

教师数字素养能力的培养现状的探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世界先进发达国家在教师数字素养培养

上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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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igital technologies such as supercomputer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5G, and block-
chain have continued to develop, driv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 Faced with the wave 
of glob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has also receiv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eachers, as a key link in the education process, are an important pilla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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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digital age, and play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improving students’ 
digital literacy and promoting social digitalization. Norway, as one of the most digitalized countries 
in the world, has taught digital tools as a necessary skill for all subjects and schools at all level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and has added special subjects such as computer programming to 
the school curriculum to cultivate students’ digital literacy. By exploring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cultivation of Norwegian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experience of ad-
vanced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n cultivating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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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代科技的发展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行为和生活习惯，社会的变革需要当代年轻人学会批

判性和创造性地使用数字技术。教育工作者作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有必要具备相应的数字素养，充分

利用数字技术的潜力，加强数字化教学和学习，为学生在数字社会中的生活和工作做好充分的准备。1994
年，约拉姆·艾希特·阿尔卡莱(Yoram Eshet Alkalai)首次提出数字素养的概念，认为数字素养应该包括

五个领域：图片/图像素养、再创造素养、分支素养、信息素养、社会情感素养。上述五项基本要素组成

的部分构成了一种新的综合型能力的体现形式即数字素养能力，它也是当前这个信息化时代的核心竞争

力的重要表现形态。为了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4.4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4.4，简称

SDG4.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2013 年实施了“媒介信息素养”项目。2018 年，又发布了《全球数字素

养框架》报告，提出配套的评估建议，以期通过广泛的经验研究，创建有广泛性和普适性的数字素养框

架，并据此指导各国开展数字素养的培育和评估工作[1]。 
现如今，众多国家已经意识到随着科技的发展带来的人才培养的需求转变，并十分重视对于数字素

养能力的培训，也深刻意识到提高公民数字素养的重要性所在。2023 年我国教育部研究制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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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数字化教育教学

的高度重视。 
挪威作为世界上数字素养最高的国家之一，其对于教师数字素养能力的关注和培育起步较早，早在

上世纪八十年代，挪威便对电子计算机相关的信息通讯技术引起了重视，并提出相关政策将信息和通信

技术与教育相联系，认为学校必须重视电子数据系统的作用，并充分对其进行利用。在之后的数十年不

断强调信息技术对于培养学生个人能力，激发学生创造力和提高学习效果方面的作用。例如在千禧年初

始，挪威出台了《挪威教育信息和通信技术行动计划》，其中充分明确了要在教师教育中使用信息与通

信技术。发展到今日，挪威对于教师数字素质的培育已经颇具成效，从挪威的教育发展中可以看出教师

数字素养的提升，不仅有助于解决教育教学过程中面临的数字化教学的瓶颈，帮助老师们更好地适应科

技革命带来的教育变革，也能够进一步推动教育教学和科技信息技术的融合，促进教学发展为更好地培

育学生助力。因此，其在教师数字素养培育上的经验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分析，并取其精华为我国教师数

字素养的培育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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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挪威教师数字素养能力的培育动因 

2.1. 国家视角 

自信息革命以来，信息通信技术(ICT)在教育中的应用一直是人们关注和讨论的重要领域。在大多数

欧盟国家，在教育中引入信息和通信技术已作为一项官方政策纳入关于师范教育学位要求的正式国家指

导方针。挪威作为世界领先的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对于信息技术的发展都十分关注。早在 2006 年，挪威

政府就发表了第一部关于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以下简称 ICT)的白皮

书。在 2013 年 3 月，挪威政府基于本国和世界形式的发展变化又发表了《挪威数字议程白皮书》(Meld. 
St. 23 (2012~2013) Report to the Storting (white paper): Digital Agenda for Norway，以下简称《2013 白皮

书》)。 
挪威政府在其发布的《2013 白皮书》中指出，当前挪威正处在一场基于 ICT 的新科技社会革命之中。

科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并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根据格罗宁根大学的一项

研究，欧洲生产力增长的 50%归因于 ICT 的应用[2]。麦肯锡通过对 9 个国家的分析，估计 2004 年至 2009
年间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 21%，都应归因于互联网的扩大和应用[3]。 

由 ICT 所带来的数字革命不断影响着我们的社会，不仅从根本上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也为新形式的

社会互动和交流提供了基础，进一步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基于此，挪威政府认为当前的目标是充分利用

ICT 所带来的机遇，成为 ICT 技术服务业的主要市场之一，打造全民上网的社会，使得市场产品通过数

字形式覆盖全体人民[4]。这就需要高质量的 ICT 研究和 ICT 教育。只有通过高水平的 ICT 教育，才有希

望培养出拥有能够安全、可靠地使用数字技术的高数字素养的人群。面对挪威政府培养高数字素养人群

的需求，教师数字素养能力的培育和提高势在必行。 

2.2. 学校视角 

纵观世界各国，数字素养现已被定义为学校课程中的一个关键领域。为了培养能够满足现在与未来

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挪威政府与教育系统确定了覆盖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课程改革战略。教师教

育系统的供需两侧规定并影响着教育的内容、质量和发展方向[5]。作为教师训练的主要供应方，大学不

仅要响应教师培训的需求端的要求，还要面对自身机构内的质量提升挑战。大学既是人才塑造的核心场

所，也是科研活动的核心区域，肩负着向社会输出稳定的人才力量的责任。为确保优质人才的产生，挪

威政府自 2006 年起就开始推动数字化技术成为挪威各个学科领域和各层级学校的基本技能。这使得数字

素养在挪威国家课程中被赋予的重要的历史地位，成为与阅读、写作、算术和口语技能并列的第五个基

本能力，是义务教育中各个科目的必修课。自从 2001 年起，挪威政府通过 LærerIKT (2001~2005)培训计

划、Lærende nettverk (2004~2009)、《2008~2012 年信息通信技术与基础教育学校地方数字议程战略》、

《高等教育质量文化》(2017)，不断推动着本国教育数字化的进程，培养挪威教师的数字素养能力。教师

作为学校教育活动关键的一环，其数字素养能力是数字时代学校教育发展的重要支撑，不仅在提升受教

育者数字技能和数字素养方面有着重要功能，也在促进受教育者数字化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

学校应对数字化挑战，离不开教师数字素养能力的提高。 

2.3. 教育系统发展视角 

随着网络覆盖面扩大、电子产品普遍化及全民对于数字技术的需求持续上升，教育体系的数字化进

程已然加快。作为公众数字素质的主要培训机构，教育部门需要把数字素养的教育融合到日常教学中去。

首先，学校需改进其运用数字科技的方式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增加教育的公正度并提升教学效益；

其次，他们也应肩负起推动国民数字能力的成长的责任。而在这一过程中，教师数字素养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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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促进教育系统数字化转型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为了推动《教师专业数字胜任力框架》在教

师教育中的有效落实，自 2017 年起挪威所有年级的教师教育项目都被要求提供相关培训。挪威教育与研

究部从全国 12 家教师教育机构中选出 5 家，资助开展为期 5 年的教师数字化教育项目。在五年的硕士课

程之后，毕业生需具备“评估和使用相关教学辅助工具、数字工具和资源，并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数字

技能培训”等技能，即“具有专业的数字胜任力”[6]。作为一名教师，必须能够思考、发起和领导信息

通信技术和学习的工作。数字工具被用于规划、实施和评估该项目的教学任务，其方式与⼩学教师的期

望相同。应发展对如何使用信息通信技术作为学习情境支持的教学理解，将 ICT 培训融⼊到各个学科描

述中，ICT 与学科和实践培训中的工作要求和考试相关。数字能力在单独的数字素养计划中被具体化和

确立，并逐步融⼊主题描述中。 

3. 挪威教师数字素养能力的培育举措 

3.1. 以卓越的数字化基建为依托，提供多种项目支持 

挪威拥有强大的数字基建，多年来，公共部门一直在投资数字网关解决方案，以提供高效的在线公

共服务。每年，欧盟都会通过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DESI)调查欧洲的数字绩效状况。DESI 2020 显示，挪

威在数字基础设施(宽带和移动网络覆盖)、数字公共服务和数字技能领域正在明显改善。挪威与其他斯堪

的纳维亚国家一起位居榜首。根据调查，挪威人口的互联网活动率最高，超过 90%的人使用数字公共服

务[7]。挪威在在线公共管理流程和企业数字服务方面的得分特别高。与丹麦一样，挪威的移动网络和宽

带连接也是欧洲最好的。自 2012 年以来，已投资超过 70 亿挪威克朗用于数字基础设施，并投入了大量

资源来确保其安全并做好充分准备，以抵御恶劣天气和网络攻击的冲击。到 2020 年底，挪威已实现 90%
的家庭获得超过 100 Mbit/s 的高速宽带的目标。新的目标是 2025 年，100%的家庭能够获得到 100 Mbit/s
的速率。 

自 2014 年以来，挪威地方政府和现代化部已为旨在提高人口数字参与水平的各种举措提供了超过 30
万挪威克朗的资金。政府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即每个想要它的人都应该得到基本的数字培训。挪威地方

和地区当局协会(KS)、挪威技能协会和地方政府和现代化政府扩大了弹性教育计划，以应对冠状病毒危

机。例如，向教育机构提供了 100 亿挪威克朗的资金，这些机构能够迅速升级课程，为失业者和下岗工

人提供在线课程。2021 年，政府共拨款 132 亿挪威克朗用于补贴灵活的教育计划。这些资金将由挪威技

能局和挪威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与质量提升局(Diku)进行宣传合作并提供 Digihjelpen 服务，为那些很少或

没有基本数字技能的人提供本地数字援助。 

3.2. 不断出台相关政策，提供政策引导和保障 

挪威最早提出要引⼊信息通信技术(称为 IT 或电子数据处理(EDP))的政策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80 年代

初。在政府颁布的白皮书中明确指出要为教育部门的信息技术国家战略做出贡献，首先提出了在学校使

用 IT 方面共同努力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多项行动计划。在 2000 年代初期的白皮书中，也指出要以为社

会需要创造新的工作场所和进一步发展信息技术为出发点，详细介绍了 IT 技术在改变了社会上所拥有的

巨大潜力。并且提出了 IT 技术在“激发学生创造力”“提高效率”“创造新的可能性”等层面的可能性，

从而证明将这项新技术引入教育的必要性。 
2017 年，挪威信息通信技术教育中心发布了《教师专业数字素养框架》报告，呼吁持续推进教师专

业发展以及培养学生在未来智能时代的数字技能。这一中心还特别指出，要想培养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学

生，教师必须将数字能力视作自身专业发展和教师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该中心对数字能力的理解主

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数字技术手段从数字资源中检索、定位、分析和加工信息的能力；二是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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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资源、信息和媒体进行鉴别和解读等方面展现相对高级水平的能力。挪威的《教师专业数字能力框

架》设立了两个中心目标，即以教师的专业发展和专业实践为核心。根据这两个中心目标，挪威教师的

数字能力包括七个领域(学科与基本技能、社会中的学校、伦理、教学法和学科教学、学习中的领导力、

互动和沟通、变革和发展)，并对教师在这些领域的知识、技能和能力水平进行了详细阐述。 
挪威的教育工作者在数字化的环境下有三方面的提升，包括他们在具体科目上的教导能力和持久的

专业成长潜力；他们对于数字教育的管理和服务的能力；以及他们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教育改革和进步的

视角及技巧。这个国家教师数字素质模型的主要特点在于：首先，它既强调教师在专业的数字化领域中

的需求，又注重他们的实际操作能力，以此来平衡两者的重要性并促使教师全方位地发展，最终达到专

业性和数字化相融的目标。其次，它的重点放在学生的成长上，教师的发展被视为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学

生。在这个模式里，教师需要具备知识、技能和能力的均衡发展，这不仅是为了自身的发展，更是为了

助力学生的全面发展。再者，根据其所提出的知识、技能和能力的要求，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标准几乎

都是围绕着怎样更好的服务学生展开的。此外，框架也蕴含了“全人化”发展的教育目标。关注数字化

时代的问题，如伦理问题、数字欺凌等，将伦理作为教师数字素养的重要部分，为培养更合格的数字公

民而提出要求。 

3.3. 开发教师数字素养能力培育课程，满足数字化教育需求 

要培养未来教师的专业数字胜任力，教师教育者也必须发展与教师专业数字胜任力框架相契合的能

力，并在教师教育中熟练使用数字技术。为此，挪威教育部资助了名为“中小学教师教育数字化”的课

程开发项目，通过在线学习平台为教师教育者提供包括研究论文、基于文本的课程、视频讲座和各种应

用程序教程在内的多种课程，课程内容共计分为五大模块：一是数字化时代的教师职业。该模块主要介

绍数字化时代的教师教育职业及专业数字胜任力的概念，并提出与教学相关的基本理论，要求参与者批

判性地反思其教师教育者的角色和数字榜样的角色。二是信息通信技术的学科应用。主要讨论信息通信

技术教学的一般理论和学科理论，以及在教学实践活动中运用数字技术的实践活动。三是数字环境学习

的领导力。主要研究学校数字化环境中的课堂管理，以及在活动中反思对学生教师的指导。四是学生的

数字世界。该模块要求教师教育者考察学校内外学生使用数字技术的实践，并将这些实践与当代学习理

论联系起来；以及以访谈的形式了解学生的数字生活世界，并思考如何将学生的数字生活世界与教师的

数字实践相联系。五是未来的学习环境。该模块主要探讨传统物理教室之外的替代学习环境及发展趋势，

教师教育者需要想象和设计一个未来的教室或学习实验室，并用于自己的教学实践。借由教师教育者数

字胜任力发展课程，挪威旨在将专业数字胜任力发展制度化，并激励教师教育者在教学实践中利用数字

技术重新设计教学实践，发展与数字化相关的认知和批判性思维，以更好地适应数字化教育的需求。 

4. 挪威教师数字素养培养的启示与反思 

挪威教师数字素养教育历经了多年的实践，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基于实践取向的视角，现从如下

几个层面提出了对于提升我国教师数字素养的路径建议。 

4.1. 教师数字素养培育需要具体的政策支持 

政府政策对于提升数字素养至关重要。公共政策的助力使数字素养有了稳定且持续的经济资源注入，

从而确保其长期稳健地发展下去。持续投入培训资源建设，促进数字素养相关的资源质量不断提质升级。

我国一直高度关注教师培训资源的建设，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以确保其规模和质量的完全

保障。对于教师数字素养这一专题，也涌现出了一些培训课程资源，但在引领性、实践性、体验性方面

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为使一线教师能够在资源的支撑下不断提升个人数字素养，应充分调动多方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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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加快建设相应数字化学习资源。同时，教师数字素养

的培育应通过一定的政策措施建立常态化推进的机制。常态化推进教师数字素养的培育，离不开政府部

门的政策支持、经费投入与硬件升级。 

4.2. 教师数字素养培育需要明确的框架标准 

数字素养框架是数字素养教育和评估的基础，对数字素养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8]，许多实施数

字素养教育的国家都已经设立了相应的数字素养框架。2022 年 11 月 20 日，教育部发布了《教育部关于

发布〈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的通知》(教科信函〔2022〕58 号)，这是我国首个关于数字素养和信

息素养的行业标准和框架。其目的是“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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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这项决策的推行将会显著增加对教师数字素质水平关注的程度，以便他们能够适应新颖的

数字化生活方式，并为此助力我国的社会经济进步。同时，我们还可以参考国外的成功案例，启动全国

性的数字素养计划，借助政策保护和资金扶持来全面推广教师数字素养的教育工作。针对高等院校和科

研单位，应增大投资规模，大力展开数字素养的研究和实验项目，向全社会的教师数字素养培养提供指

导意见，也为推动教师数字素养教育的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4.3. 教师数字素养培育需要落脚于促进人的发展 

教师数字素养的培育出发点与落脚点均在于“人”的数字化。如今，全球范围内的数字技能已经成

为了个人融入社会的必要条件。各类信息科技装备对社会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给个人的

数字技能带来了紧迫的需求。截至 2020 年 6 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 67%，但非网民规模仍有 4.63 亿，

48.9%的非网民因为不懂电脑或网络而不上网[10]。所以，在教育过程中发挥出数字技术的潜力并提高公

众的数字技能，依旧是中国未来的重要任务之一。信息科技的进步和数字素质的培养不仅是对教师发展

的机会，同样也是一种挑战，是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都需要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教师需要从教育者的角

度出发，把教育数字化观念渗透进日常的教学活动中，使其能够激发课程革新、课堂变革及人才培养方

式转变的力量，确保自己跟上数字技术的发展步伐，用技术来促进教育工作。唯有当老师能充分利用科

技进步所提供的契机，深刻领悟到信息化社会对于人才的要求，才有可能有效地面对日益增长的技术创

新所产生的压力。教师的专业成长不仅仅需要卓越的教育技能和教学策略，更需依赖于持续演进的信息

化工具，把人类全方位的发展作为核心目标，推动公众信息素养的提升，塑造多元化的全局视角。 

5. 小结 

教师数字素养的培养是一个关涉面广、纷繁复杂的长期系统性工程。与西欧等先进的国家相比，我

国教师的数字化能力相对较为薄弱，数字素养也有待提升。挪威等西方国家的媒体素养教学自二战之后

就已建立起完整的系统，近些年来的数字技能培训则是由媒体素质教育衍生出来的。我国对媒体素质教

育的引入时间比较短，因此必须同步提升媒体素质教育及数字技能训练。基于我国良好的信息素质教育

基础，充分培养我国教师的数字素养，做出转变适应数字化的发展趋势，将会有助于教师专业能力的提

升，从而更好地培育社会建设所需要的新时代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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