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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时代背景下，随着教育信息化的深入推进和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发展，创生数字技术与教育发展

不断渗透与融合，数字素养教育已成为全球发展的必然趋势。本研究以文献研究法和问卷调查法，对W
中学的40名英语教师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显示W中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水平较高，但在数字技术知识与

技能、数字化应用方面还有待提高。为此，学校应实施综合性数字技术应用培训体系，加强数字技术工

具与平台的支持，激励英语教师探索与实施教学创新策略，构建英语教师数字素养发展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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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depth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and the continuous innovative de-
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cre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re 
constantly penetrating and integrating in the digital age. Digital literacy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of global development. This stud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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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naire survey, investigated 40 English teachers from W Middle School.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gital literacy level of English teachers in W Middle School is relatively high, but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digital technology knowledge and skills, as well as digital application. 
Therefore, the school should implement a comprehensive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training 
system, strengthen the support of digital technology tools and platforms, encourage English teachers 
to explore and implement innovative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build a digital literacy development 
community for English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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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已广泛渗透至包括教育在内的各行各业中，而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言，在

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数字化教学工具在英语教学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这一趋势无疑对英语教师的数字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着重强调了建设“数字中国”

推进教育数字化。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以“数字变革与教育未来”为主题发表演讲，

进一步明确了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指出这是时代进步的必然趋势，是社会发展的需

要，也是教育改革的方向。近十年间，国家也出台了多个文件，如 2018 年教育部印发的《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文件中强调要大力提升教师信息素养，推动教师主动适应信息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

积极有效开展教育教学。2021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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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数字素养的培养得到了重视。此纲要的发布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随后与数字素养的

相关研究也在我国学术界热门了起来。这些政策、文件也指出教师应当具备一定的数字素养。2022 年

11 月 30 日，我国教育部正式发布《教师数字素养》行业标准(以下简称《标准》)，该标准明确指出了

教师数字素养的定义，提出了教师数字素养框架，是对教育信息化、教育数字化领域发展方向的肯定

(教育部，2022) [1]。 
由此可见，在数字时代英语教师只有全面提升自身数字素养，才能利用数字技术去优化、调整和变

革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式，才能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2. 英语教师数字素养 

2022 年 11 月我国教育部研究制定了《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对数字素

养有了明确的界定，即教师运用数字技术获取、加工、使用、管理和评价数字信息和资源，发现、分析和

解决教育教学问题，优化、创新和变革教育教学活动应具有的意识、能力和责任。具体到英语学科的教

师数字素养，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施敏敏(2022)基于“AKSs”框架、TPACK 框架以及《高等职业教

育专科英语课程标准(2021 版)》，提出了新时代高职外语教师数智教学能力框架，认为英语教师的数字

素养应涵盖数智教学意识、数智教学知识和数智教学技能[2]。胡杰辉和张铁夫(2023)则强调，外语教师的

数字素养不仅包括教学技能，还应涉及语言学习方面的能力。他们指出，教师不仅需要熟练使用数字技

术，还应具备利用数字资源推动外语学习、跨文化交际、在线语言交流以及智能测评的能力[3]。结合《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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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对教师数字素养的界定以及英语学科的属性，笔者将英语教师数字素养界定为在英语教学中，英语

教师运用数字技术获取、加工、使用、管理和评价数字信息和资源，发现、分析和解决英语教学问题，优

化、创新和变革英语教学活动应具有的意识、能力和责任，并有效利用数字技术和资源促进外语学习。 

3. W 中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现状调查 

3.1. 研究问题 

1. W 中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水平如何？ 
2. 如何提升初中英语教师数字素养水平？ 

3.2. 研究对象与工具 

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和问卷调查法的研究方法，以 W 中学的 40 名英语教师为研究对象。此次调

查以问卷形式展开，共发放问卷 40 份，收回问卷 40 份。问卷包含数字化意识、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

数字化应用、数字社会责任、教师专业发展五个维度，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的形式，每小题分别有 5 个

选项(“1 = 完全不符合”，“2 = 比较不符合”，“3 = 不清楚”，“4 = 比较符合”，“5 = 完全符合”)。 

3.3. 调查结果分析 

Table 1.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igital literacy among English teachers in W Middle School 
表 1. W 中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现状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数字化意识 40 3.5 5 4.5375 0.50494 

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 40 3 4.57 3.775 0.33289 

数字化应用 40 2.57 4.71 3.7679 0.46171 

数字社会责任 40 3 5 4.825 0.47434 

教师专业发展 40 3.33 5 4.175 0.39934 

数字素养 40 3.22 4.74 4.0793 0.28244 

有效个案数(成列) 40     

 
如表 1 所示，W 中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总体的均值为 4.0793，由此可知 W 中学英语教师的数字素养

水平较高。其中，数字社会责任维度的均值为 4.825，数字化意识维度的均值为 4.5375，教师专业发展维

度的均值为 4.175，均值都大于 4，处于较高水平。而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数字化应用这两个维度的均

值分别是 3.775 和 3.7679，均值相对于其它三个维度较低，说明 W 中学的英语教师的数字素养在实践方

面还有待提高。 
第一，数字化意识。在对 W 中学英语教师数字意识的调查中，W 中学英语教师的数字化意识均值为

4.5375，表明整体数字化意识较高。有 65%的教师认同数字技术对教育转型的重要性，并认识到教育的未

来与数字技术密不可分。67.5%的教师认为合理使用数字技术有助于激发学生兴趣并提升成绩。75%的教

师愿意将数字技术与英语教学结合，并积极进行创新实践。65%的教师对解决数字化教学中的问题和挑

战有信心。尽管整体均值较高，但部分教师在理解数字技术意义和应对挑战的信心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第二，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教师在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应了解数字技术知识与需要掌握的数字技

术技能。根据问卷调查显示，W 中学英语教师所具备的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水平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均

值在 3.35 至 4.27 之间。其中受访者对有较广泛的了解，熟悉多种数字工具，表明对数字技术知识有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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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而在需要掌握的数字技术技能上有所欠缺，受访者在课程计划中能够综合考虑学科内容、教学

方法和数字技术，但根据教学活动调整数字技术方面表现中等。综合来看，W 中学英语教师对数字技术

的认知较高，但在实际应用和创新性等方面仍需进一步提升。 
第三，数字化应用。数字化应用主要体现在应用数字技术资源开展教育教学活动。通过调查发现，

W 中学英语教师在对数字技术的应用方面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所有问题的均值在 3.45 至 4.0 之间。在运

用数字技术记录与评定学生的表现，以及与家长沟通等方面表现较好，但运用数字技术引导学生学习英

语知识、开展多元化教学，以及设计一堂整合数字技术的课堂等方面仍需进一步提升。 
第四，数字社会责任。教师能够遵守数字道德规范，注意保护个人及他人的隐私，尊重他人的智慧

成果。根据调查显示，90%的教师都认为，其能够遵守互联网的法律法规，规范使用数字产品与服务，以

及保护好学生个人及家庭的隐私。 
第五，教师专业发展。徐维斌(2022)强调提升数字素养是教师专业成长的必然选择。在核心素养背景

下，英语教学涉及的领域和知识点越来越广泛，英语教师专业发展不仅要注重理论学习，不断更新自己

的知识体系，更要注重实践与创新[4]。当前时代，数字素养是每个人适应时代发展的重要素养，也是终

身学习的核心，教师作为终身学习者和终身学习引领者，更应当具备数字素养并善于利用数字技术促进

其专业发展(徐雄伟，王晨曦，王苏豫，2024) [5]。根据调查发现，75%的教师愿意主动学习并发展数字技

术融合英语课堂的能力，促进其自身专业发展。但根据个人发展需求，运用数字技术资源进行各类学习、

交流等活动仍需进一步提升。 

4. W 中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发展提升策略 

4.1. 构建综合性数字技术应用培训体系 

为有效提升英语教师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学校亟需构建一套系统化、多维度的数字技术应用培训

体系。该体系不仅应涵盖数字技术的基础理论知识，还需深入探讨数字技术与英语教学实践的深度融合

路径[6]。通过分析优秀案例、情境模拟等多元化的教学策略，引导教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逐步掌握数

字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并且基于教学需求进行创新性应用，从而有效提升教学效果。这一培训体系的

构建，旨在推动教师从技术使用者向技术整合者转变，最终实现数字技术与英语教学的协同发展。 

4.2. 加强数字技术工具与平台的支持 

在数字技术应用培训的基础上，加强数字技术工具与平台的支持服务。这就涉及学校为教师配备教

学软件及平台，并设立专业的技术支持与维护团队，确保教师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障碍能够得到即

时有效地解决。此外，还应持续更新与优化数字技术工具与平台的易用性与功能性，以保障其能稳定支

持并高效促进英语教学活动的进行。 

4.3. 激励英语教师探索与实施教学创新策略 

为推动英语教学领域的持续革新，有必要积极鼓励英语教师勇于尝试并实践多样化的教学创新路径

[7]。这涵盖但不限于引入新型教学模式(如翻转课堂、混合式学习)、利用数字技术构建互动学习环境等。

同时，学校应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与评价体系，以正向激励教师实施创新教学。 

4.4. 构建英语教师数字素养发展共同体 

为提升英语教师的数字素养水平，有必要建立一个由英语教师组成的数字素养发展共同体[8]。旨在

成为教师间分享数字技术应用经验、交流教学心得、探讨教育技术应用难题的重要平台。通过定期举办

学术研讨会、工作坊、在线论坛等形式，促进教师间的深度交流与合作，同时邀请教育技术领域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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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进行专题讲座与培训，为教师提供前沿的理论指导，共同推动英语教师数字素养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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