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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数字技术正深刻改变教师负担的形式。数字技术的发展将引发教师工作内容的

扩展，形成短期减负、长期增负的趋势。这一趋势的深层机理在于传统“教师中心”的教育惯习与信息

技术所趋向的“学生中心”理念的内在矛盾。对此，教师应拓展技术素养，提升数字胜任力；政府及教

育管理部门应强化数字教育平台建设，更新教师专业标准体系；学校应变革管理制度与组织架构，优化

教师培养培训体系。三者形成合力，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教育实践中的支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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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education, digital technology is profoundly chang-
ing the form of teachers’ burden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will lead to the expansion of 
teachers’ job content, forming a trend of reducing the burden in the short term and increasing it in the 
long term.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this trend lies in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tra-
ditional “teacher-centered” educational habit and the “student-centered” concept tended by infor-
mation technology. In this regard, teachers should expand their technical literacy and enhance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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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competence. The government and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education platforms and update the professional standard system for 
teachers. Schools should reform their management systems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and opti-
mize the teacher training and education system. The three work togeth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sup-
porting role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education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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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长期以来，中小学教师的负担问题一直是教育研究和实践领域持续关注的重要议题。从学术视角来

看，教师负担主要包括三个维度：教师客观层面的工作量，所花费的时间，以及主观层面的心理压力和

情绪体验[1]。2019 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下大力气为教师减负”的要求被明确提出。2019 年 12
月，《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发布。《意见》针对中小学教

师不合理工作负担问题，系统阐述了减负的必要性、实施路径、重点任务以及责任主体，并提出了 20 条

具体措施。其中，《意见》特别强调，“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教育管理工作

的信息化、科学化水平，切实做到让信息多跑路、让教师少跑腿。”[2]这一叙述表明，以人工智能、大

数据为代表的新兴数字技术正深度融入教育领域，推动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成为必然趋势，而教师减负正

是这一转型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数字技术蕴含着巨大的变革潜能，正在重塑人类社会的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以及学习形式。在这一

背景下，教育作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点领域，其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趋势[3]。我

国《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就强调了数字技术推动教育教学变革的重要作用，提出“充分

利用云计算、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进教师教育信息化教学服务平台建设和应用，

推动以自主、合作、探究为主要特征的教学方式变革。”该政策暗含着对技术“赋能”的积极效应的期

待。然而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信息技术的应用到底能否为教师减轻负担？ 

2. 信息技术能减轻教师负担吗？ 

关于数字技术能否有效减轻教师负担这一问题，当前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种主要观点。 
持支持观点的学者认为，数字技术能够减轻教师负担，帮助他们获得数字红利。有学者在访谈中提

出，数字工具可以协助教师处理日常教学管理和作业批改等重复性事务，从而释放更多时间用于教师的

教学资源准备、教学策略选择和教学活动设计，以此提高其教学效率[4]。有研究认为，学习分析技术的

运用为教学提供了重要支持。该技术通过采集与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数据，能够对学生学习状况进行精

准化诊断。具体而言，学习分析技术主要具备以下功能特征：精准判断学生的知识与技能掌握程度，发

现个体化学习障碍与困难，评估学生在不同学科领域的能力发展差异等。这些分析结果将为教师的教学

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助力教师精准教学，从而实现教师“减负”[5]。 
与此同时，另有一些学者则持有反对观点，认为数字技术的应用将增加教师负担。有研究者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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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通讯媒介的广泛应用“创生”了教师负担新的类型和形态，同时，数字技术的渗透使得更多责任

向教师层面转移[6]。也有学者提出，对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有限的教师群体而言，数字化教学带来的挑战

更为显著。许多中小学教师(尤其是乡村教师)在课程开发、交流互动、学习评估等环节遇到了困难，这些

因素都实质性地加重了他们的工作负担[7]。此外，有研究认为技术超负荷现象正影响着教师群体，数字

技术的应用不仅延长了教师工作时长，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工作模式[8]。 
综上可知，技术支持者关注的是数字技术减轻教师重复性工作，助力精准教学，促进教学效率与质

量提升的积极作用，而质疑者则更多地关注数字技术给教师带来的学习新技术和掌握新应用的要求，承

担新责任的要求以及超量工作的负担。要真正探讨信息技术使教师“增负”还是“减负”这一问题，我们

就不得不去思考教育数字化转型时代下教师负担的本质。 

3. 教师负担的本质 

3.1. 科技加速下的劳动异化 

学者赵健从“加速批判理论”入手，探讨了信息技术与教师负担的关系，指出教育技术的发展将造

成教师负担短期减轻、长期增加的必然趋势[9]。该理论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事务成长与科技加速命中

注定地结合在一起”。科技的加速本应释放更多自由时间，但却导致了信息时效性的急剧缩短，这使得

人们不得不以更高的效率应对日益增长的事务，在更少的时间内做更多的事。于是，“由于事务成长率

系统地超过了科技加速率，面对科技加速，人们的时间仍然越来越匮乏。”也可以说，数字技术应用对

教师的影响就体现在教师任务数量或负担类型的变化，这是教师负担在量上的变化。 
数字通讯软件的普及使教师能够突破时空限制，即时接收、传递信息，实现信息共享，但也使教师

陷入了随时预备进入工作状态的泥潭。更多的非教学类外源任务借着数字技术的渗透被转移或下分给教

师，来自家长、学校方的通知在非工作时间涌入他们的生活，导致了教师接受任务的数量和频率显著增

加。同时，随着数字化应用被引入教育领域，教师负担表现出了新的形态。一方面，教师们往往需要操

作级别繁多、种类复杂的 app 和数字化平台，而这些系统之间普遍存在功能交叉和重复建设的问题。以

2023 年我国《中小学数字化转型调研报告》的调研数据为例(见表 1)，教师工作者日常使用的数字平台主

要可划分为三种类型：教学应用平台、教学资源平台和教学管理平台。而这些平台按行政层级又可细化

为国家级、省级、市级、区级、校级五个级别。根据表 1 可知，不同级别的平台都涵盖了应用、资源和

管理三大类型，且都有一定的使用率。这些数据说明教师需要在不同级别的同类型平台之间切换，而这

一情况无疑会造成资源的重叠[10]。另一方面，教育技术的应用也带来了新的事务，要求教师在数字化环

境中及时、准确地记录相关信息，做好数字化留痕工作。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学校公众号微刊和美篇的

制作。该类“E 化留痕”的任务要求教师耗费时间和精力去斟酌文字、选择图片，不仅没有提高教师工作

效率、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反而增添了教师的工作负担。 
 

Table 1. The current usage status of the digital platform for teachers 
表 1. 教师数字化平台使用现状 

平台层次 教学应用平台 教学资源平台 教务管理平台 

国家级 24.45% 29.97% 36.56% 

省级 13.89% 17.16% 18.24% 

市级 14.14% 16.80% 15.60% 

区级 6.87% 8.23% 7.52% 

其他 40.65% 27.84% 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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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有学者将数字技术视为加速内卷的一个重要因素，认为新技术带来了教师竞争的新赛道。

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小部分教师因过分注重绩效而陷入了“竞争焦虑”，导致了动机异化。此时数

字技术非但没有为教育教学赋能，反而成为了教师满足考核要求、申报奖项的工具，甚至是引起教师间

的恶性内卷，加剧教师负担。 

3.2. 传统惯习与技术意象的冲突  

教育数字技术应用带来的影响不仅体现在量的变化中，更突出的表现为质的突破，即教育模式的变

革。有学者引用“技术意向性”理论提出，要真正理解教育数字化背景下教师负担问题的本质，就必须

将其放在技术所驱动的教育实践与传统教学方式之间的深层矛盾这一认知框架中来思考。教育技术与教

师负担的关系，实际上反映了教育技术与传统教学实践的内在冲突。美国哲学家伊德受海德格尔启发后

提出了“技术意向性”。“技术意向性”这一概念揭示了技术工具内在的导向特征。在使用过程中，技术

将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引导。在教育领域中，数字技术的意向性就表现为，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必然会引

发教学范式、教学生态、学习形态的变革，推动知识观、教学观、学生观的转变[11]。技术将重塑教育工

作者的行为模式，这些变化将重构教师角色定位及其职业分工：教师要做资源整合者，顺应知识来源多

样化的趋势，努力整合数字资源并充分调动校内外资源；教师要做教学引导者，从“教授”转为“引导”，

帮助学生自主建构知识并学会用技术和方法适应知识爆炸时代；教师要做学习协作者，通过智能技术对

学生的课堂学习数据、考试数据、作业数据等学习表现进行分析，以便为学生提供符合个体需求的学习

方案。总而言之，教师要运用技术来改变传统的以“教”为中心的教学范式，构建引入信息技术所预设

的以“学”为中心的教育模式。 
这种新旧教学范式的转变在两个层面上增加了教师的负担，一是教师必须掌握数字技术的操作以适

应新教学范式，二是他们要投入更多精力以探索技术本身所蕴含的教学新范式。可以说，教育数字化转

型增加教师负担的根源在于：随着数字技术引入教育领域，教师需要持续地通过学习和探索来适应新型

教学模式 的要求，实践个性化教学、深度学习、精准教学等教育期待。 
然而，在解决新旧教学范式的冲突时，部分教师已经习惯传统的教学模式，更愿意参照以往的教学

经验开展教学活动。对他们来说，保持原有的教学模式更为熟悉轻松，变革教育模式则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因此，他们或是拒绝使用新技术，或是仅用技术来加强自己原有的教学模式。这种保守倾向主要

体现在：一方面，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利用数字化技术提升现有教学模式的效率，而忽视了技术对教

育主体发展的深远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倾向于在传统的、现有的教学场景上做加法，而非重构新的教

育形态。这种固守传统的惯性思维，不仅延缓了教育技术应用的深度推进，也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们对

技术赋能教育实效性的质疑。 

4. 面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教师负担治理 

教育数字化转型为教育带来了新的生机，它改变了我们的学习方式和教育方式，不仅是赋能教育，

更是重塑教育。这样的转变同时也给教师带来了新的挑战。新型的工具技术、扩展的工作职责、提升的

教育期待，导致教师的“任务量”不断积累，负担增加。面对数字技术背景下教师负担日益增加的问题，

我们亟待构建系统化的应对机制。鉴于此，本文尝试从教师、政府、学校三个层面提出建议，思考教育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教师负担的应对之道。 

4.1. 教师：拓展技术素养，提升数字胜任力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教师专业素养体系需要与时俱进地拓展新的技术素养，以应对智能

化时代的教育教学挑战。这种素养拓展不仅关乎个人专业发展，更直接影响到教育教育质量与学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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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因此，教师应在认知层面建立起积极的技术接纳态度，主动适用数字技术带来的教育变革趋势。 
数字化时代对教师的技术认知素养、创新教学素养、人机协同素养、资源整合素养、数据应用素养

和伦理安全素养都提出了要求[11]。技术认知素养是教师应用数字技术开展教学活动的基础，这一素养强

调教师要理解技术的发展逻辑，明确教育数字化要以教育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为引导，让技术为育人服

务。创新教学素养启示教师从以“教”为中心转为以“学”为中心，从关注“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提升”

转向“技术支持下学与教的创新”。人机协同的教育指的是人与机器深度参与教学、评价、管理等环节，

以深刻改变教育的组织形式。人机协同素养要求教师利用技术本身的信息储存、数据分析、高效工作的

长处，结合教师在情感交往、反思批判、创新创造等方面的优势，基于数字技术进行学情分析、教学管

理、学习规划、学业测评等。资源整合素养要求教师具备系统整合跨平台教育资源的能力，具体来说，

教师要充分借助多元化的数字资源、校内外资源，基于学生的学习需求对其开展系统化的整合与优化。

数字应用素养提出了学习技术应用、熟悉智能教学设备操作的需要，这一素养有助于教师减少使用智能

教学设备的压力与焦虑，更好地发挥数字技术在教学中的作用。 

4.2. 政府：强化数字教育平台建设，更新教师专业标准体系 

“技术意向性”导向的新型教育范式需要依托数字技术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有效整合与传播。因此，

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教育数字化的投资，推进数字教育平台的建设，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数字化教育生态

体系。针对不同层次数字化平台存在的应用范围重叠的问题，政府应努力全面整合省、市、区级重复平

台的各类教育资源，大力推进“一省一平台”的标准，并推动省级平台与国家教育平台业务互联互通。

一是要对来源多样、呈“碎片式”分布的教育资源进行组织与关联，推动国家教育平台资源与外部资源

的链接，以此拓宽平台资源的边界。二是要通过探索精准推送、智能问答等智能交互方式，提升平台的

智能化水平，助力用户访问与获取优质资源，释放优质资源的价值。国家可以将平台整合进度纳入地方

政府的教育督导考核，评估数字化平台建设程度，并适时发布《教师数字负担报告》，对教师负担过重

的地区进行重点整改。 
此外，政府还需将技术素养纳入教师专业标准体系，推动教师从“掌握技术应用”逐步转为“运用

技术改进教学实践”，进而形成对技术意象性的教学范式的认同，紧随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步伐。可以说，

建立顺应教育数字化浪潮的教师专业标准，既适应了新课标与新教材对未来教育的期待，又能提高教师

对技术素养的重视程度，引导和驱动教育工作者积极应用数字技术变革教学范式。  

4.3. 学校：变革管理制度与组织架构，优化教师培养培训体系 

为了应对教师数字化转型所衍生出来的教师负担，学校管理层应当重点推进三个方面的改革：首先，

明确划分职责边界，制定技术应用责任清单，区分教学核心工作与技术辅助任务；具体来说，学校管理

者应关厘清教师负担的权责边界，将教师所面临的新型负担明确详细地列入负面清单，并对其进行动态

化、过程化的管控。其次，优化岗位设置，学校应设立“教育数字专员”岗位来专职负责学情数据采集与

分析，数字化留痕材料整理，跨平台数据对接等事务。如果绝大部分数据的收集、分析工作可以由专门

岗位的人员完成，教师负担就可能得以简化、减轻。此外，还可以引入智能管理系统，实现部分行政事

务自动化处理，如：会议纪要生成、统计表格填报。 
与此同时，学校还需优化在职教师培训体系。例如可以建立“基础–进阶–创新”三层级的数字素

养培训课程，基础层以掌握智能工具的操作，明确数字安全与伦理等内容作为主要目标；进阶层以借助

数字化技术驱动教学设计，改进教学策略为主要目标；创新层以利用数字化技术开发智能教育工具、训

练教育模型为最终目标，整体采用“线上课程 + 线下工作坊”的混合模式，系统地提升教师的技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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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学校还可以对学校教师的技术素养培养状态进行评估，动态关注培训效果，将数字胜任力纳入评

审指标，设置“技术应用创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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