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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基于AI-TPACK理论构建“AI-TPACK——数字素养动态整合模型”，探索高校英语教师数字

素养现状、影响因素及其分层提升路径。通过混合研究设计对高校英语教师数字素养现状进行了实证分

析，结果表明，在AI-TPACK各维度中，技术知识(AI-TK)与整合技术的教学法知识(AI-TPK)得分较低，

反映出数字工具应用及其与教学策略整合存在不足；整体AI-TPACK整合能力对教师数字素养的预测效

应显著(β = 0.45, p < 0.001)；高、低AI-TPACK教师在教学设计和技术应用上存在显著差异。据此本文提

出了“三阶发展路径”——短期以技术赋能为主、中期侧重教学创新、长期则着力于内容深化。研究结

果为优化高校英语教师培训模式与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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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construct an “AI-TPACK—Digital Literacy Dynamic Integration Model” based on the 
TPACK theory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tatu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iered improvement 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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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A mixed research design was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tatus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mong the AI-
TPACK dimensions, technical knowledge (AI-TK) and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knowledge (AI-TPK) 
scored relatively low, reflecting deficiencies in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ools and their integration 
with teaching strategies. The overall AI-TPACK integration ability significantly predicts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β = 0.45, p < 0.001). Additionally,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high AI-
TPACK and low AI-TPACK teachers in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technology application. Conse-
quently, this paper proposes a “three-stage development path”—short-term focus on technology-
enabled teaching, medium-term emphasis on teaching innovation, and long-term commitment to 
content deepening. The research findings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opti-
mizing college English teacher training models and policy formulation for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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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大语言模型的快速迭代和突破性发展，教师数字素养及其专业发展已然成为全球教育领域备受

瞩目的研究焦点[1]。根据国务院发布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提出的《超越极限：重塑高等教育的新路径》，高等教育在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方面肩负重任，未来十年大学教师能力的数字化转型将成为提升教育质量的重点

[2]。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已进入“数智化”发展阶段，要求教师具备数据驱动的教学设计能力和人机协

同的课堂驾驭能力[3]。特别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不断突破性发展的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于 2024 年发布了《面向教师的人工智能能力框架》，教师数字素养的内涵已从工具应用能力拓展至算

法素养和数字伦理意识[4]。在政策层面，《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JY/T 0646-2022)的颁布标志着

我国教师数字能力建设进入标准化新阶段[5]。但随着像 DeepSeek 这样具备深度推理的大语言模型的出

现，对教师数字胜任力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而现有研究对高校英语教师在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数字素

养的系统性提升路径仍缺乏实证探索，亟需结合区域差异和技术变革深化研究。 
本研究基于 AI-TPACK 框架，探究高校英语教师数字素养各维度的现状、影响因素以及提升途径。

通过混合研究设计，尝试构建“AI-TPACK 数字素养动态整合模型”，并依据该模型制定分阶段、差异化

的提升策略，为高校英语教师的专业成长和教学质量的提高提供切实可行的实践方案。 

2. 概念界定及内涵诠释 

2.1. AI-TPACK (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 

TPACK 框架的提出标志着教育领域对教师专业知识的深入思考和理论探索。这一框架最早由美国教

育学者 Mishra 和 Koehler 于 2006 年引入，其全称为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其核

心理念在于，教师应当具备并灵活运用技术知识(Technology)、教学知识(Pedagogical Knowledge)和学科

知识(Content Knowledge)，并将它们有机地整合于教学实践之中[6]。在这一框架中，学科内容知识(CK)、
教学法知识(PK)、技术知识(TK)等三个核心要素相互融合，衍生出学科教学知识(PCK)、整合技术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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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知识(TCK)、整合技术的教学法知识(TPK)以及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PACK)等四个重要元素。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闫志明等(2020)更新了 TPACK 理论中最活跃的技术要素，将人工智

能知识融入到教师专业知识体系，形成了 AI-TPACK 理论框架(见图 1) [7]。这一理论框架深刻阐释了教

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智能技术这三大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为将技术有效整合到教学过程中提供

了一种极具价值的指导性框架。在该框架下，涵盖了人工智能技术知识(AI-TK)、融合人工智能技术的教

学知识(AI-TPK)、融合人工智能技术的学科内容知识(AI-TCK)以及融合人工智能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

(AI-TPACK)等关键组成部分，全方位地为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如何合理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了理论支

撑。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AI-TPACK framework and its constituent elements [7] 
图 1. AI-TPACK 框架及其组成要素示意图[7] 

2.2. 数字素养 

数字素养的内涵在国内外被进行了广泛的界定。最早，以色列学者约拉姆·埃谢特–阿尔卡莱(Eshet-
Alkalai)提出了数字素养框架，将其分为图像素养、再创造素养、分支素养、信息素养和社会情感素养等

方面[8]。欧盟数字素养框架(DigComp 2.0)将数字素养包括在信息、交流、内容创建、安全意识和问题解

决等五个“素养域”中[9]。教育部在 2022 年发布的《教师数字素养行业标准》中进一步明确了教师数字

素养的内涵，指出教师数字素养是指教师在适当利用数字技术获取、加工、使用、管理和评价数字信息

和资源的同时，具备发现、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问题，优化、创新和变革教育教学活动的意识、能力和

责任[5]。此外，教育部还强调，教师的数字素养不仅仅是指他们掌握数字技术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够

运用数字技术来提高教学效果、创新教学方式，以及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但随着教育数字化战

略的推进，其内涵和要求在不断完善。 

2.3. 高校教师数字素养框架构建 

国内关于高校教师数字素养的定义尚未形成一致共识。学者但武刚提出，我国高校教师数字素养可

以从专业素养、教学素养和促进学习者三个维度来划分[10]。另一方面，周良发等学者则强调高校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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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素养主要包括理论认知素养、技术应用素养、数据整合素养和伦理安全素养[11]。刘洋、李淑认为，

高校教师数字素养涵盖了掌握数字化技术、具备数字思维、灵活运用数字化工具和资源，以及提高教学

效率和教学质量的能力和素养。他们进一步提出了高校教师数字素养的五种能力，包括数字技术的应用

能力、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应用能力、数字化教学方法的创新能力、数字化教学平台的应用能力以及数字

化教育评价能力[12]。 
基于 AI-TPACK 框架，根据《面向教师的人工智能能力框架》(UNESCO, 2024)对智能技术应用层级

的划分以及《教师数字素养》标准，结合 TPACK-EDU 扩展模型对智能教育环境的相关阐述[13]，本文构

建了教师开展数字教学能力的要素。表 1 展示了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时代 AI-TPACK 框架下高校教师数

字化教学能力的内涵体系，其中包括了数字化教学能力解构的关键要素。 
 
Table 1. Connotation system of college teachers’ digital teaching ability under the AI-TPACK framework 
表 1. AI-TPACK 框架下高校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内涵体系 

要求 名称 含义 

核心

要素 

技术知识 AI-TK 

融合传统技术、数字技术及智能技术，涵盖生成式人工智能、

大语言模型系统原理、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等核心领域。 
新增智能教学工具操作、提示工程应用、人机协同策略等 
数字化生存能力。(UNESCO，2024；教育部，2023) 

教学法知识 AI-PK 对与教学过程、实践或方法相关的知识具有深刻理解。 

学科内容知识 AI-CK 
在原有语言学科知识基础上，拓展智能时代学科新形态认知，

包括语言智能技术原理(如 NLP)、跨文化数字沟通规范、 
智能化学术研究范式等前沿领域。 

复合

要素 

学科教学法知识 AI-PCK 基于 LLM 的个性化语言训练设计，智能写作辅助工具与 
批判性思维培养的融合，机器翻译伦理与跨文化教学整合。 

整合技术的学科知识 AI-TCK 加强语言学研究与语料库智能分析技术，文学批评与文本生成

技术应用边界，文化传播与数字叙事工具的协同创新 

整合技术的教学法知识 AI-TPK 大语言模型的教学提示工程，智能评测系统的教学诊断应用，

虚实融合教学空间的设计与管理。 

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法知识 AI-TPACK 
基于学习分析的精准教学决策，人机协同的智慧教研模式， 
符合《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技术伦理整合 
能力。 

境脉 智能教育生态  
数据驱动的教学决策支持系统，虚实融合的混合式学习空间，

人机协同的课堂管理机制，符合《教师数字素养》标准的 
技术伦理规范框架。 

3. 文献综述 

3.1. 理论演进：从 TPACK 到 AI-TPACK 

国外学者 Archambault 等对 TPACK 在实际教学环境中的应用进行了深入探讨，为教育实践提供了宝

贵的经验和指导[14]。此外，Angeli 等则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对 TPACK 进行了深入研究，为进一步

探讨 TPACK 框架的概念化、开发和评估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方法[15]。还有国外学者对 2012 年至 2021
年教育研究领域 TPACK 框架的文章进行了文献计量分析，发现近期研究重点强调高等教育、自我效能

和 STEM 等关键词[16]。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发展，TPACK 理论迎来智能技术驱动的范式

革新。Mishra 团队提出 TPACK-EDU 扩展模型，强调智能技术介入引发的三重复合知识重构：技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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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包含机器学习系统认知能力，教学法知识应涵盖人机协同教学设计，学科内容知识则需拓展至智能化

学术研究范式[13]。综上所属，TPACK 研究在国际上经历了从概念框架构建到实践应用、再到融合新技

术的演进过程。 
相较之下，国内对于 TPACK 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已形成本土化演进脉络。自 2008 年国内引入这个

概念以来，国内学者涉及的研究主题包括 TPACK 理论的完整性和有效性，TPACK 与具体学科整合发展、

TAPCK 的测量与评价研究、基于 TPACK 的教学实践、基于 TPACK 的教师教育以及教师知识研究[17]-
[19]。随着中国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 TPACK 框架下教师信息化教

学能力的培养和提升，高校教师教学能力的核心要素、标准框架、发展路径等关键问题都亟需做出回应

[20]。在智能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有学者提出了基于智能技术与教育融合的教师专业发展的

AI-TPACK 理论，该框架突破传统技术整合观，要求教师具备大语言模型教学提示工程、智能课堂诊断

分析等新型能力[7]。闫志明团队在 2023 继续探讨了 AI-TPACK 的内涵、教学实践与未来议题，提出了

人机协同思维下的教学实践新形态[21]。苏春燕和但武刚(2023)从 TPACK 视域下探讨了教师知识结构的

转化内涵、过程及路径，强调了技术、教学的协同化发展在教师知识转化中的重要性[22]。在此理论基础

上，学者们构建了多元化实践模型，如张群和田格格(2023)以此构建了教师智能教育素养的金字塔模型，

提出了智能教育培训、个性化资源提供等培养策略[23]。库在强等(2023)则基于 AI-TPACK 理论和技术接

受模型，构建了高中数学教师的 AI-TPACK-TAM 模型，提出了人机协同的课堂教学等提升策略[24]。王

朋娇等(2023)聚焦师范生培养，构建了以 AI 知识、AI 能力和 AI 伦理为一级维度的师范生人工智能素养

框架，提出了多层次人工智能教育课程和多元化教学评价的培养策略[25]。马睿等(2023)则基于 AI-TPACK
理念，构建了教师校本发展模式，强调了人机协同思维在教师知识整合中的重要性[26]。 

现有研究为 AI-TPACK 框架的构建提供了理论根基与实践参照，然而无论国内外，如何在实践中有

效整合 AI 技术以提升教师教学知识体系仍未有定论，尚未系统解决智能技术引发的教师知识结构转型问

题，特别是针对高校英语教师相关研究几乎是空白，而高校英语老师对于课堂创新和新技术应用的需求

尤为迫切。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时代，对于“智能技术应用”的新维度，如大语言模型操作、智

能数据分析等核心能力等尚未在框架中提及。 

3.2. 能力维度重构：智能时代的数字素养新图谱 

教育部发布的《教师数字素养》标准对教师数字素养进行了系统的界定，包括数字化意识、数字技

术知识与技能、数字化应用、数字社会责任以及专业发展等五个维度[5]。而在人工智能技术重构教育生

态的背景下，教师数字素养内涵已突破传统工具应用范畴，向算法素养与人机协同能力转变。国际层面，

UNESCO《面向教师的人工智能能力框架》(2024)强调教师需具备提示工程(Prompt Engineering)、生成式

内容审核等 AI 时代特有技能[4]。相较于此，国内外对于教师数字素养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一些研究着重

于提高教师的数字素养意识，构建实践平台，并建立了多维评价体系[27]。有学者则强调提升教师的数字

素养意识，完善培育改革，并创造良好的数字化氛围和保障体系。还有研究探讨数字素养对教师学科素

养现代性的影响，强调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教师数字素养的培育，以及重塑教师学科素养现代性的路径[28]。
吴砥教授等提出，数字素养培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整体考虑，通过培育理念、方法和路径的一体化

建构，来促进数字素养持续提升[29] [30]。 
尽管 AI-TPACK 框架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但在实际应用中却仍遭遇诸多困难。例如部

分教师对技术的感知能力不足，缺乏必要的技术操作技能，并且在教学实践中难以持续有效地整合技术

[31]。此外，教师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还需克服对新技术的恐惧与抵触情绪，同时亟需学校及政策层面

的有力支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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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数字化的背景下，我国教师数字素养的相关研究和实践虽取得一系列成果，但缺乏系统化的

框架构建，特别是 AI-TPACK 框架下高校英语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路径落实到实践中仍需进一步研究和探

讨。 

4. 研究设计 

4.1. 研究目标 

本研究聚焦于在 AI-TPACK 框架下，探寻高校英语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路径。 
具体目标涵盖： 
1) 调查吉利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当前的数字素养现状，包括 AI-TPACK 框架下各维度——技术知识

(AI-TK)、教学知识(AI-PK)、内容知识(AI-CK)、技术与教学的整合(AI-TPK)、技术与内容的整合(AI-TCK)
以及技术、教学和内容的整合(AI-TPACK)等方面的分布特征。 

2) 分析制约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主要因素，如技术支持、教学资源、专业发展机会、学校政策等。 
3) 基于调查得出的结果和理论分析，依据 TPACK 各要素的动态交互关系，规划分层提升路径，构

建“技术赋能→教学创新→内容深化”的螺旋式发展模式。 

4.2. 理论框架：TPACK-数字素养动态整合模型 

本研究构建的理论模型(图 2)，在 TPACK 框架基础上进一步融合人工智能技术特征和数字素养的发

展要求，揭示了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协同作用和动态交互机制。 
 

 
Figure 2. AI-TPACK digital literacy dynamic integration model 
图 2. AI-TPACK 数字素养动态整合模型 

 
模型核心内容包括：1) AI-TK 技术知识：展现教师对数字工具(如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软件及平台

的掌握和运用能力，包括人机协同策略、提示工程(Prompt Engineering)应用与智能工具链管理(多种智能

工具和资源整合系统)等，这一要素是开展数字化教学的技术驱动力；2) AI-PK 教学法知识：体现教师对

教学策略、方法以及课堂管理的见解、整合数据驱动的精准诊断、智能评测反馈循环等新型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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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学设计与实施给予理论保障；3) AI-CK 学科知识：拓展智能化学科新范式，包括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应用、跨模态数字叙事工具((如 AR/VR 技术在语言教学中的应用)开发等前沿领域，彰显学科专业知识的

深度和广度，保障教学内容的科学性与严谨性；4) 复合要素(AI-TPK、AI-TCK、AI-TPACK)：借助技术、

教学和内容三者的相互交织，形成“技术赋能→教学创新→内容深化”的螺旋式上升发展路径。 
基于上述模型，本文在问卷调查和访谈中均围绕模型各要素展开，以检验高校英语教师在不同维度

的现状和差异，并针对模型所揭示的薄弱环节提出改进路径。 

4.3. 研究方法与设计 

4.3.1. 混合研究方法 
鉴于本研究既关注数字素养现状的整体水平，又希望深入了解教师在技术整合中的具体困难和需求，

因而采用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有助于定量揭示普遍规律，并通过定性深入剖

析背后原因，从而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丰富性。 
1) 定量阶段 
通过问卷调查收集高校英语教师在 AI-TPACK 各维度的数据，对他们的数字素养现状以及影响因素

做统计分析。问卷设计参考相关文献、专家意见及实验性研究结果，涵盖“技术与工具应用”、“教学策

略创新”以及“内容整合适配”、“整合技术的教学法知识”、“整合技术的内容知识”、“整合技术的

学科教学法知识”。使用 SPSS 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因子分析还有回归分析，验证模型合理性。 
2) 定性阶段 
在定量调查基础上，挑选具有代表性的高低 AI-TPACK 水平教师进行深度访谈。访谈采用半结构化

访谈提纲，访谈包括探讨数字素养提升中的实际困难、技术与教学整合的难点和优化的需求、内容整合

适配的挑战、智能教育生态中的教学体验、技术伦理与规范在教学中的应用，最后通过编码分析并提炼

出关键主题。 

4.3.2. 数据收集工具与信效度检验 
1) 问卷设计 
基于教育部的数字素养问卷进行了改编，改编后问卷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① 技术知识(AI-TK)：评估教师对生成式 AI、大语言模型等教育技术的了解和应用能力。 
② 教学知识(AI-PK)：评估教师在数据驱动教学法、互动式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教学策略和方法。 
③ 内容知识(AI-CK)：评估教师对英语学科内容的掌握情况，特别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原理等。 
④ 技术与教学的整合(AI-TPK)：评估教师将大语言模型提示工程、智能辅助工具等技术与教学策略

相结合的能力。 
⑤ 技术与内容的整合(AI-TCK)：评估教师将语料库智能分析、自适应学习材料生成等技术与学科内

容相结合的能力。 
⑥ 技术、教学和内容的整合(AI-TPACK)：评估教师在教学中全面整合技术、教学策略和学科内容的

能力，特别是在技术–教学–伦理协同方面的表现。 
问卷包含 TPACK 各维度题目，例如“您在教学中如何平衡数字工具使用与学科内容的深度？”等经

过专家评审还有预调查之后再修改，问卷的 Cronbach’s α系数达到了 0.87，KMO 值是 0.82。通过因子分

析，提取出 3 个公因子，分别对应技术整合能力、教学策略创新以及内容适配深度。 
2) 半结构化访谈提纲 
访谈提纲涉及教师对数字素养提升的看法、遭遇的挑战以及对学校和政策的期待等内容。主题涵盖

个人背景信息、数字素养自我认知、技术应用与教学实践、遇到的挑战与困难、对学校以及政策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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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结构化的设计，访谈提纲能够系统地捕捉教师在数字素养发展过程中的多维度体验和需求，为后续

研究提供丰富的定性数据。 

4.3.3. 分层抽样策略 
1) 抽样方法 
方便抽样法：选择本校外国语学院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因为属于本研究团队所在单位，能够方便进

行研究中的资料和数据收集、调查研究等活动，而最后形成的培训报告等也是首先直接服务于学院。 
可获得性抽样：学院对于参与本次的研究态度开放，能提供需要的支持和资源，以及保障研究能顺

利开展下去。 
2) 样本量 
选择 89 名教师作为研究样本，包括教育专家和普通教师，确保样本的多样性和代表性。根据职称将

教师按教授(5%)、副教授(20%)、讲师(40%)和助教(25%)进行分层抽样，共计抽取 89 人，样本覆盖 ≤ 35
岁(63%)、36~45 岁(27%)、46~55 (4%)、≥56 (6%)，教龄 1 至 30 年，确保样本具有代表性和多样性。然

后分别选取 AI-TPACK 得分排名前 5%和后 5%的教师各 3 名，共 6 人参与访谈。 

5. 数据分析与结果 

5.1. 定量分析结果 

5.1.1. 数据整理与预处理 
对收集到的问卷进行编号和匿名化处理，同时确保数据的隐私性。然后对问卷的完整性进行检查，

剔除其中的不完整问卷。将问卷数据录入到统计软件(如 SPSS)中，进行编码和整理，以确保后续分析的

准确性与可靠性。 

5.1.2. AI-TPACK 各维度描述性统计 
1) 描述性统计 
计算各 AI-TPACK 维度的平均值和标准差，了解教师在各个维度上的表现。然后画制柱状图或折线

图，直观展示数据。利用问卷数据，对 AI-TPACK 各维度得分进行描述性统计，并采用雷达图直观呈现

各维度差异(图 3)。 
 

 
Figure 3. AI-TPACK dimension score radar chart (In the figure, each dimension is 
scored out of a maximum of 5 points, with a permissible numerical error of ±0.2) 
图 3. AI-TPACK 维度得分雷达图(图中各维度均以 5 分为满分，数值误差±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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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技术知识(AI-TK)的平均得分为 3.8，整合技术的教学法知识(AI-TPK)得分为 3.6，而教学

法知识(AI-PK)、内容知识(AI-CK)以及复合能力 AI-TPACK 得分分别高于 3.9，表明当前高校英语教师在

技术与教学整合方面存在明显短板。 
2) 回归分析结果 
进行单样本 t 检验，验证教师在各个 AI-TPACK 维度上的得分是否显著高于或低于期望值。再进行

方差分析，比较不同变量(如教学经验、技术培训经历等)对数字素养的影响。然后以教师数字素养总得分

作为因变量，对 AI-TPACK 各核心要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下表 2 所示： 
 
Table 2. Summary of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表 2. 回归分析结果摘要 

自变量 β系数 标准差 t 值 p 值 显著性水平 

AI-TK 0.32 0.11 2.91 0.01 ** 

AI-TPK 0.27 0.09 3.00 0.004 ** 

AI-TPACK 0.45 0.08 5.63 0.001 *** 
 

进行回归分析并识别影响数字素养提升的主要因素。从单样本 t 检验结果看出，教师在技术知识(AI-
TK)和技术与教学整合(AI-TPK)上的得分显著低于预期值(p < 0.05)，因此在这些领域教师还需要进一步提

升。整体 AI-TPACK 整合能力(包括 AI-TPK 和 AI-TPACK)对高校英语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预测效应最为

显著，其中 AI-TPACK 整合能力的 β系数为 0.45，表明该变量每增加 1 个标准差，教师数字素养得分将

提升 0.45 个标准差(p < 0.001)。 

5.2. 定性分析结果 

5.2.1. 数据整理与预处理 
对访谈录音进行转录，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再对转录的访谈内容进行匿名化处理，保护参与者的隐

私。然后使用 NVivo 等质性分析软件进行数据管理和分析。 

5.2.2. 主题编码(基于 AI-TPACK 框架) 
对访谈录音进行逐句编码，经主题分析提取出以下关键主题：1) 主题 1 (AI-TCK 相关)：学科内容数

字化重构的挑战——部分教师反映，“AI 工具在文学文本分析中存在适配性不足，导致教学内容深度降

低”(访谈对象 A)；2) 主题 2 (AI-TPK 相关)：技术工具与教学策略适配性问题——教师普遍表示，“现

有在线讨论平台难以支持课堂深度思辨与互动”(访谈对象 B)；3) 主题 3 (支持保障相关)：学校支持与政

策引导——部分教师提到“缺乏持续的培训机制和资源支持使技术融合难以深入”(访谈对象 C)。 

5.2.3. 高/低 TPACK 组案例对比 
依据定量数据，将样本分为高 AI-TPACK 组(得分 ≥ 4.0)与低 AI-TPACK 组(得分 < 3.0)，对两组代

表性教学案例进行对比，结果见下表 3： 
 
Table 3.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ase studies 
表 3. 案例对比分析结果 

组别 代表性教学设计案例 AI-TPACK 整合评分 
(1~5 分 Likert 评分) 

高 AI-TPACK 利用多模态等技术模拟跨文化交际场景，实现全程互动式教学 4.8 

低 AI-TPACK 主要依赖 PPT 单向讲授，缺乏互动及技术支持 2.3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5943


王倩 等 
 

 

DOI: 10.12677/ae.2025.155943 1590 教育进展 
 

结果表明，高 AI-TPACK 组教师在教学设计中更注重技术与内容的深度融合，呈现出更高的数字化

教学效能；而低 AI-TPACK 组教师则存在明显的技术应用不足问题。 

6.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构建的“AI-TPACK 数字素养动态整合模型”，揭示了技术知识、教学法知识与内容知识之

间的动态交互机制，丰富了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理论范式。实证结果表明，高校英语教师在 AI-TK (技术

知识)和 AI-TPK (技术与教学整合)维度存在明显短板，技术工具应用与教学策略创新是当下亟待攻克的

关键难题，提升教师 AI 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能力势在必行，这一发现与吴砥等(2023)提出的教师数字素

养评价结果相符，他们也指出教师在技术应用上的短板明显。同时，本研究进一步结合 AI-TPACK 视角，

强调了教学法创新能力的重要性，这是对以往研究的拓展。基于定量、定性及实践研究，本研究提出了

“三阶发展路径”：短期内(1 年内)聚焦技术赋能，通过举办 AI 工具工作坊、开展大语言模型应用技能

培训等活动，着重提升教师的 AI-TK 与 AI-TPK 水平；中期(2~3 年)构建 AI-TPACK 教师学习共同体，鼓

励教师交流教学策略、共享案例，推动教学法知识更新；长期(3~5 年)将数字素养考核纳入职称评审体系，

借助政策与资源保障，促使教师在内容知识与技术整合方面持续深入发展，呼应了吴砥等提出的将数字

素养培养上升到制度层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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