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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文科教育模式的推进，高校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变得尤为关键。本文深入分析了当前高校教师在

数字素养方面面临的主要困境，包括理念滞后、培训体系不完善、激励与保障机制不足、评价体系不健

全等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具体对策。研究认为，高校应更新教育理念，重视数字技术在教学中

的应用，构建系统化的数字素养培训体系，完善激励与保障机制，加强数字教学资源与设施建设，改革

教师评价体系，并促进教学技能与数字技术的深度整合。此外，高校应营造开放合作的校园文化环境，

支持教师在数字技术应用方面的创新与尝试。通过实施这些对策，可以有效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推动

教育教学创新，提高教育质量。高校、教师、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为教师数字素养的提

升创造良好条件，培养适应数字化社会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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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education model, the improvement of digital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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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 university teachers has become particularly crucial.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main 
difficulties faced by university teachers in terms of digital literacy, including the lag in concepts, 
imperfect training system, insufficient incentives and safeguards, and imperfect evaluation system, 
and proposes specific countermeasures for these problems.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universities 
should update educational concepts, pay attention to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teach-
ing, build a systematic training system for digital literacy, improve incentives and safeguards,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teaching resources and facilities, reform the teacher evalua-
tion system, and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skills and digital technology. In addition, 
universities should create an open and cooperative campus culture environment to support teach-
ers in innovation and attempts in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is study not only provides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understanding and solving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process 
of improving university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but also provides reference for universities to for-
mulate relevant policies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counter-
measures,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teachers can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teaching and education inno-
vation can be promoted, and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can be improved. Universities, teachers, poli-
cymakers, and all sectors of society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create good conditions for the improve-
ment of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and cultivate high-quality talents adapted to the digit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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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兴起，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全球教育领域的重要趋势。特别是在党

的二十大报告中，对教育改革和数字化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了教育现代化和教师专业能力提升的重要

性[1]。在新文科背景下，教育模式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对教师的数字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文科

教育模式强调跨学科融合与创新能力的重要性，这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学科界限，也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

出了新的挑战[2]。 
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已成为实现教育教学创新和教师专业发展的关键。数字素养不再局限于基本

的计算机操作技能，更包括对数字资源的识别、获取、评估和利用能力，以及在教学中有效整合数字技

术的能力。2022 年 11 月，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发布的《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通知，进一步明确了

教师素质素养能力框架，为教师数字素养的培养提供了指导和规范[3]。教师数字素养的构成包括了数字

化意识、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数字化应用、数字社会责任、专业发展五个维度的要求。在国际上，许多

高校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例如，美国的一些大学通过建立数字教学中心，为

教师提供技术培训和教学设计支持。在中国，一些高校通过实施教师专业发展计划，鼓励教师参与数字

教学项目，以实践促进学习[4]。这些实践表明，系统的培训、实践机会和支持性环境是提升教师数字素

养的关键因素。 
尽管已有研究和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新文科背景下，高校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仍面临着一

系列现实困境。理念滞后、培训课程体系缺乏、机制不足、保障乏力、评价难以准确表述教师数字素养

水平、教学技能与教学整合不足等问题，制约了教师数字素养的进一步提升[5]。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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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提出了转变观念、优化教师数字素养培训、评价模式研究、改善教学设施设备、完善保障体系、营

造开放合作的校园文化环境等对策，旨在为高校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提供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本研究旨在全面分析新文科背景下高校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现状和面临的困境，并提出有效的对策。

研究的核心领域包括教师对数字技术的理解和应用、数字素养培训的系统化建设、激励与保障机制的完

善、评价体系的创新，以及校园文化环境的开放性与合作性。研究目的在于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促进教师专业成长，推动教育教学模式的创新，实现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通过本研究，期望达成以下

目标：系统识别并分析高校教师在数字素养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挑战；提出创新性的策略和措施解决

现有问题；为高等教育机构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提供决策参考，促进教育公平和质量的提高。本研究的

意义在于为当前和未来的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战略性思考，为构建适应数字化社会的教育体系贡献力量。 

2. 现实困境分析 

在新文科背景下，高校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它不仅涉及到教师个人能力的发展，

还与高校的教育理念、培训体系、激励机制、资源配置等多方面因素紧密相关。为了深入了解高校教师

数字素养的现状和面临的困境，本研究开展了问卷调查和访谈。问卷调查对象包括不同学科、不同年龄

段的高校教师，共收集有效问卷 300 份。访谈对象包括高校教育管理者、一线教师和学生，共访谈 20 人。

根据调查结果，以下是对当前高校教师数字素养面临的主要困境的深入分析。 
(一) 理念与认知的滞后 
高校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首先遭遇的是传统教育理念的束缚。在数字化时代，教师的角色正从知识

传授者转变为学习引导者和教学设计者。然而，许多教师仍然固守传统的“教师中心”教学模式，缺乏

将数字技术融入教学的主动性。例如，某国内高校在 2022 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仅有 30%的教师经常

使用数字工具进行教学。相比之下，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通过建立数字教学中心，成功推动了教师

数字素养的提升[6]。该校通过定期的数字技术培训和教学创新研讨会，帮助教师逐步转变教学理念，最

终有超过 70%的教师能够熟练使用数字工具进行教学设计和课堂管理[7]。这一案例表明，理念的转变需

要系统的培训和支持性环境的配合。 
(二) 培训与教育体系的不足 

 

 
Figure 1. The gap between the demand and supply of digital skills training for teachers 
图 1. 教师数字技能培训需求与供给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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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需要依托于系统的培训体系。然而，目前多数高校的培训课程缺乏针对性和系

统性，无法满足教师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培训内容多停留在基础计算机操作层面，对于如何将数字

技术应用于教学实践的指导不足。作者通过对所在单位教师进行问卷调查时发现，教师对于数字技能培

训的需求与实际提供的培训之间存在明显差距。同时，学科特性与数字素养的矛盾也限制了教师根据自

身学科特点进行个性化数字技能发展的可能性[8]。如图 1 所示，教师对高级数字技能培训的需求较高，

但实际提供的培训多停留在基础操作层面。相比之下，国内某高校通过建立分层次的数字素养培训体系，

成功满足了不同学科教师的需求。该校为文科教师提供了数字文献检索和数据分析的培训，而为理工科

教师则提供了模拟仿真和数据可视化的高级培训。这种针对性的培训体系显著提升了教师的数字技能应

用能力。 
(三) 激励与保障机制的缺失 
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需要有效的激励和保障机制。当前，不少高校在这方面存在明显不足，缺乏对

教师参与数字技术培训和应用的鼓励措施。这种机制上的缺失，导致教师在数字素养提升上缺乏动力和

保障。一项针对激励机制的分析指出，缺乏奖励和补贴是教师参与数字技术培训的主要障碍之一[9]。此

外，学校环境与文化对教师的数字素养同样具有重要影响。一个开放、合作、鼓励创新的学校文化环境，

能够有效激发教师提升数字素养的积极性。 
(四) 评价与应用的困境 
教师数字素养的评价体系尚未完善，现有评价标准往往忽视了教师在数字技术应用方面的能力和创

新。缺乏科学的评价指标和方法，使得教师的数字素养水平难以得到准确反映和公正评价。同时，教学

技能与数字技术的整合不足，制约了教学创新的发展。尽管部分教师掌握了一定的数字技能，但在教学

设计和实施中，如何将这些技能与教学内容有效整合，仍是一个难题[10]。 
(五) 资源与设施保障不力 
数字教学资源和设施设备的不足，直接影响了教师数字技能的实践和应用。一些高校在相关方面的

投入有限，导致教师在数字教学方面的探索受到限制。此外，技术支持和维护的不到位，也增加了教师

在数字教学过程中的困难。例如，一些高校的计算机实验室设备陈旧，无法满足现代教学的需求；或者

数字资源更新不及时，无法提供丰富的数字学术资源[11]。 
(六) 教学模式创新困难 
在新文科背景下，教学模式的创新成为提升教学质量的关键。然而，许多教师在尝试将数字技术应

用于教学模式创新时面临诸多挑战，如教学设计缺乏创新性、数字技术应用不够灵活等。这种创新困难

不仅影响了教师的教学效果，也限制了学生学习体验的提升。例如，一些教师虽然尝试使用在线教学平

台，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教学策略和互动设计，导致在线教学效果并不理想[12]。 
(七) 跨学科整合的挑战 
新文科教育模式强调跨学科的整合，这对教师的数字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需要能够利用数

字技术跨越学科边界，进行知识融合和创新教学。然而，目前高校中跨学科课程的开设和数字技术的应

用还不够普遍，教师在跨学科教学中的数字技能应用也面临诸多挑战[13]。 
(八) 持续专业发展的机会有限 
教师的数字素养是一个持续发展的领域，需要教师不断学习和适应新的数字技术和教学方法。然而，

目前高校中为教师提供的持续专业发展机会有限，特别是在数字技术应用方面。这导致一些教师在数字

素养方面的知识和技能难以跟上时代的发展[14]。 
通过对高校教师数字素养现实困境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提升教师数字素养是一个多维度、

多层次的任务。它不仅需要高校从理念上进行更新，还需要从培训体系、激励机制、资源配置、评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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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改革和创新。此外，高校还应关注教师跨学科教学能力的提升和持续专业发展的

机会提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过程中的困境，促进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推动

教育教学的创新。 

3. 提升对策与实践路径 

在深入分析了高校教师数字素养的现实困境之后，本章将探讨具体的提升对策与实践路径。这些对

策旨在解决前述问题，以促进教师数字素养的全面提升，并推动教育教学的创新。 
(一) 理念更新与认知提升 
一是强化数字教育理念培训，高校应定期组织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如举办数字教学国际研讨会，

邀请国内外专家分享前沿理念；开展校内工作坊，以小组研讨、案例分析等方式，让教师深入探讨数字

技术在本学科教学中的应用策略，从而增强教师对数字素养重要性的认知。二是将数字素养纳入专业发

展核心，在教师年度专业发展规划中，明确设置数字素养提升专项任务，要求教师完成一定学时的学习

和实践。建立数字素养学分制，将参与培训、项目等情况纳入考核，激励教师更新知识结构，适应数字

化教学需求。 
(二) 培训体系构建与资源支持加强 
首先是构建分层分类培训体系，根据教师的数字技术基础和教学需求，构建从入门到高级的培训体

系。入门级培训面向基础薄弱教师，重点在基础操作和工具使用；进阶级培训针对有一定基础的教师，

侧重数字资源深度整合和在线教学平台高级功能应用；高级培训聚焦前沿技术在学科教学中的创新应用，

邀请专家进行专题讲座和研讨。同时，加大资源设施投入，高校每年安排专项经费建设数字教学资源库，

采购丰富资源，并鼓励教师自制资源上传共享。同时，加大对智能教室等硬件设施的投入，配备高性能

计算机、交互式电子白板、虚拟现实设备等，为数字教学提供有力支撑。 
(三) 激励与评价机制完善 
高校应建立全面激励机制，设立数字教学专项基金，支持教师参与项目，提供经费用于课程开发、

资源制作等。对表现突出的教师给予物质奖励，如奖金、补贴设备购置费等。在职称评定、岗位晋升中，

将数字素养和数字教学成果作为重要参考，为教师提供保障。此外，改革教师评价体系，建立多元化的

评价指标体系，涵盖数字技术应用能力、教学设计创新性、学生学习成效等维度。采用过程性与结果性

评价相结合的方法，通过课堂观察、案例分析、学生访谈等方式，全面客观地评价教师数字素养水平，

促进其持续提升。 
(四) 实践创新与校园文化营造 
首先要推动教学技能与数字技术融合，组织教师开展项目式学习，以实际教学问题为导向，探索数

字技术与教学内容、方法的深度融合。建立数字教学案例库，收集分享优秀案例，为教师提供借鉴。同

时，鼓励教师跨学科组建团队，开展协同教研和实践，形成创新氛围。此外，营造开放合作校园文化，建

立校内数字教学社区，提供交流、资源共享、合作教研平台。定期邀请行业专家开展讲座培训，拓宽教

师视野。举办数字教学创新大赛、成果展览等活动，展示成果，激发热情。通过这些举措，营造一个支持

教师数字技术应用创新与尝试的文化环境。 
(五) 校企合作与持续跟踪评估 
高校应注重深化校企合作，与企业共同制定数字教学项目计划，企业根据需求提供支持，教师将资

源融入教学，合作开发课程。建立联合实验室，为师生提供实践平台，开展技术研发和应用实践。组织

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了解技术应用现状和需求，增强实践性。企业选派技术骨干到高校授课，实现资

源共享、优势互补。同时，建立跟踪评估机制，成立专门评估小组，定期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情况进行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2326


杨勇 
 

 

DOI: 10.12677/ae.2025.152326 906 教育进展 
 

全面评估。评估指标包括培训参与度、资源使用频率、教学方法创新性、学生学习能力提升等。通过多

种方式收集数据，分析结果，及时发现问题并调整策略，确保提升工作取得实效。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深入探讨了新文科背景下高校教师数字素养的现实困境，并基于此提出了一系列提升对策。

研究发现，高校教师在数字素养方面面临的主要困境包括理念与认知的滞后、培训与教育体系的不足、

激励与保障机制的缺失，以及评价与应用的困境。这些困境相互交织，共同制约了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

和教学创新的实施。针对上述困境，本研究提出更新教育理念、构建系统化培训体系、完善激励与保障

机制、加强资源与设施建设、改革评价体系、促进教学技能与数字技术的整合、营造开放合作的校园文

化环境等对策。 
本研究在样本选择和研究视角上存在局限性。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大样本范围，涵盖不同类型的高校

和不同学科的教师，以获得更广泛的视角。同时，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未来的研

究可以深入探讨这些技术对教师数字素养的具体影响，以及如何有效整合这些技术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提升高校教师的数字素养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高校、教师、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通过实施有效的对策，不仅可以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还能够推动教育教学的创新，培养更多适应数字

化社会的高素质人才。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教师的数字素养将越来越成为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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