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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之一，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纵深推进，数字已成为乡村儿童原生环境的重

要组成部分。儿童在数字乡村这一虚拟与现实叠合的场域之中，逐渐生成有别于城市又有别于乡村的新

兴生活世界，其内容、手段、社交关系等均呈现出崭新的样态。乡村儿童在这一生境之中形成了新的数

字生活模式，其中潜藏着各种风险且表征各异，亟待提升乡村儿童数字素养以适应该生活模式。然乡村

儿童数字素养培育面临观念之困、能力之困、服务之困三大困境，亟需提升乡村儿童数字素养，通过核

心价值、内在能力及外在支持三层面由内向外延展，方能确保数字生活成为乡村儿童成长的重要源泉，

以顺应数字乡村建设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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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countryside is one of the strategic direction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the deepen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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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digital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original envi-
ronment for rural children. Children in the digital countryside, a virtual and real overlapping field, 
gradually generate a new life world that is different from cities and rural areas, with new forms of 
content, methods, social relationships, etc. Rural children have formed a new digital lifestyle in 
this habitat, which contains various risks and diverse representations. It is urgent to improve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rural children to adapt to such a lifestyle. However, the cultivation of digital lite-
racy for rural children faces three major challenges: conceptual difficulties, ability difficulties, and 
service difficulties. It is urgent to enhance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rural children, and to ensure that 
digital life become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overall growth for rural children through the exten-
sion of core values, internal abilities, and external support from the inside out,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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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指出，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就是要适应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

位，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以新发展创造新辉煌 [1]。伴随

着数字时代的风靡而至，“数字”因其自身的便利性而推崇备至，不仅涉及各个领域、各个区域，同时

也涵盖各个年龄段，几乎每个人都在被“数字”包裹的世界之中。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之一，

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当前，新兴数字技术正引发乡村经济结构与社会形态重大变革，逐渐将

乡村人们带入一种全面数字化生存状态。在这一背景下，乡村儿童毫不意外地被卷入“数字”场域之中，

自呱呱坠地起，他们就在“数字”环绕中生活，甚至在被“数字喂养”中成长，数字已成为他们原生环

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对乡村儿童而言，数字时代机遇与风险共生，巧用与成瘾并促。当前，伴随

乡村儿童数字风险日益显著，其数字素养提升已成为亟待解读、解答与解决的重要议程。 

2. 赋能：乡村儿童数字素养提升价值意蕴 

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是顺应数字时代要求，提升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任务，

是实现从网络大国迈向网络强国的必由之路，也是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 [2]。提升乡

村儿童数字素养既符合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契合国家发展的现实需要。乡村儿童数字素养的提高是

数字乡村建设与发展的有益基础，亦能消弭城乡儿数字鸿沟，防范潜在的数字风险，以此促进教育公平，

提升数字教育资源有效供给与利用率。 

2.1. 乡村儿童数字素养是数字乡村建设有益基础 

数字乡村要求数字技术与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等多领域全方位共同发展 [3]，这不但需要数字基础

设施的不断完善，而且也需要农民数字素养的不断提升，以满足数字乡村建设中农民数字参与需要。培

育乡村儿童数字素养意亦即培育农民数字素养，而农民数字素养水平的高低决定其在数字乡村实践中的

深度与广度，进而影响数字乡村建设主体任务的实践进程 [4]。乡村儿童数字素养的培育符合数字乡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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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核心要义与底层逻辑，符合农业农村整体现代化的需要。作为正在不断发展的乡村儿童，是数字乡

村建设的后备军，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奠基石。乡村儿童数字素养的提升，能够顺应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

需要，同时适应变幻莫测的数字乡村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的进一步实现。 

2.2. 乡村儿童数字素养能消弭城乡儿童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是在数字资源配置不均、各使用主体数字使用技能存在差异等情况下逐渐生成的社会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发布的《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报告》显示，城乡

居民数字素养差距达 37.5%，农民数字素养得分低于其他职业类型群体。城乡居民数字鸿沟在儿童身上

也有所体现，与城市的天然优势不同，乡村儿童数字接入晚、使用差，两者从一开始就已经形成了数字

鸿沟 [5]。城乡儿童数字鸿沟的产生，阻碍了城乡儿童数字教育资源的均衡，亦限制了数字乡村的稳步推

进。提升乡村儿童数字素养能够改善原有数字知识与经验的缺乏，以及其在数字接入与使用的先天不足

与后天乏力，转变其数字使用的兴趣与动机。在消弭城乡儿童数字鸿沟的同时，为数字乡村建设有利奠基。 

2.3. 乡村儿童数字素养可防范潜在数字风险 

乡村儿童适应数字乡村建设进程离不开其数字素养的提升，数字时代不仅有数字红利，而且有相伴

而生的数字风险。乡村儿童缺乏数字素养不仅会阻碍其数字参与和数字红利的获取，同时还可能会遭受

潜在的数字风险，产生身心伤害或经济损失。提升乡村儿童数字素养就是要培育其学习、使用与辨别数

字信息和数字产品的能力，改善其在数字获取、制作、使用、交互、分享等方面素质与能力，这不仅是

数字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也是乡村儿童数字风险得以有效治理的关键要素与必要条件。乡村儿童数字

素养的提升能从根源上改善数字产品的使用习惯与方式，提高数字产品使用效率，降低乡村儿童遭遇数

字风险的可能性，进而弥补自身短板，接轨数字时代，满足数字乡村建设对乡村儿童数字素养的要求。 

3. 困境：乡村儿童数字素养提升现实梗阻 

当前，数字乡村建设已逐渐赋能乡村振兴。然而，乡村儿童却在数字乡村这一虚拟与现实叠合的场

域之中，逐渐生成有别于传统乡村的新兴生活世界，这一世界的边界模糊地无限拓展，其生活内容、生

活手段、人际关系等呈现出崭新的样态。乡村儿童在这一生境之中形成新的数字生活模式，相应配套条

件尚未健全，以致风险丛生。乡村儿童数字素养提升亟需解决，然乡村儿童数字素养提升却面临观念之

困、能力之困、服务之困等三大现实梗阻，致使乡村儿童数字素养提升受限。 

3.1. 社会：乡村儿童数字风险生成的外部因素 

乡伴随数字不断渗入日常生活之中，数字产品已然成为乡村家庭适应社会发展、跟随时代步伐的必

备品。然而，乡村家庭数字产品使用率虽已显著提升，但是使用观念与态度却并未同步跟进，乡村家庭

数字观念与态度呈固化之态。长期以来，乡村缺乏“儿童意识”，从未对养儿育女之道深入钻研，以经

验教之、养之，以致乡村儿童数字生活常现过度禁止与肆意放纵两种极端现象。据调查显示，乡村家长

认为孩子使用数字产品的消极影响主要在身体健康或是学业层面，对数字产品的影响与危害缺乏系统认

识与思量。加之乡村家长自身能力受限，对数字使用认识有限，乡村家长无意关切儿童数字生活、乡村

家庭环境无力防范儿童数字风险、乡村家庭资源无法替代儿童数字资源等，只能听之任之，等闲视之。

由此，乡村家长观念陈旧、态度无谓，乡村儿童数字素养难以提升。 

3.2. 能力之困：乡村家庭数字能力与技能有待提升 

乡村家庭具备数字知识与技能是融入数字生活的必要前提，亦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源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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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乡村儿童数字素养提升的重要基础，其在乡村儿童数字素养提升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

乡村家长自身接受数字资源能力有限，对数字技术的认知与学习意愿低，乃至对孩子的数字教养亦无从

入手。乡村家长在数字生活面前呈消极懈怠状态，任由孩子探索数字空间、徜徉数字世界。家庭数字培

育缺失，儿童自我教育意识至关重要，但儿童自身的认知水平与心理欲求不匹配，尤其是数字生活的绚

丽多彩与乡村现实生活的平淡无奇形成巨大反差，乡村儿童几乎无法拒绝数字生活。乡村儿童自身数字

能力与技能薄弱，对数字利弊认识不明，更多关注数字的丰富与多元，更加在意数字的享乐与体悟。数

字生活成为乡村儿童精神欲求的重要来源，他们无意关切现实生活之窘境、无心思虑数字使用之方式、

无力应对虚拟世界之危机。 

3.3. 服务之困：多元主体参与数字素养提升有待深入 

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CNNIC)显示，截止 2023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79 亿人，

其中 10 岁以下占比 3.8%，10 岁以前首次“触网的儿童占比达 52%  [6]。据本课题调查，由于疫情网课、

手机保姆等因素，3~4 岁儿童未触网的占比仅仅 2%，这说明在国家“大数据”背景下，乡村儿童触网占

比与城区无显著差异。虽然城乡儿童触基本持平，但乡村儿童数字素养却未及时跟上。乡村儿童数字素

养的提升需要基层政府、网络运营商、学校与乡村家庭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但就目前而言，各方力

量尚未得以充分发挥。首先，各方数字素养培育意识略有欠缺，有关乡村儿童数字技能培养、数字风险

防范等方面的举措有待加强，儿童数字使用主要限于“青少年模式”、“防沉迷系统”等单一手段，此

类强制措施并不能够满足乡村儿童数字素养提升需要。其次，仍需拓宽多元主体服务乡村儿童数字素养

提升的对象范围，目前乡村儿童数字素养提升、数字风险规避主要集中在中学阶段，对小学乃至幼儿园

的数字使用技能培育尚缺乏应有之关切。最后，乡村缺乏相关娱乐设施，多以自然资源为主，相比现实

世界的枯燥无味，虚拟世界的丰富多彩更是让乡村儿童沉迷的原因之一。 

4. 突破：乡村儿童数字素养提升实践进路 

辩证唯物主义普通原理指出，事物的联系具有普遍性，任何事物内部的各个部分、各个要素是相互

联系的。提升乡村儿童数字素养是一项系统性、基础性工程，需要多主体、全方位、多渠道发力，针对

目前乡村儿童数字素养提升的现实梗阻，由社会、家庭、儿童个体等这一普遍联系的三维度多要素联动

寻求乡村儿童数字素养提升实践进路，继而改善乡村儿童数字使用效能，为数字乡村建设奠定基础。 

4.1. 以“幼有所育”为乡村儿童数字素养培育的基本精神 

从价值层面言，“幼有所育”是儿童本位的重要体现，是乡村儿童数字素养提升的起点与终点。乡

村儿童数字素养提升须坚守“儿童本位”价值取向，这是做好一切儿童工作的前提。换言之，满足乡村

儿童数字生活欲求、创建乡村友好型环境，均以“为了儿童”“基于儿童”“通过儿童”为基本立场，

以赋能乡村儿童整全成长、奠基数字乡村为旨归。 
首先，满足乡村儿童数字生活欲求。乡村儿童数字素养提升，宗旨在于让乡村儿童更好地享用数字

生活，以消弥长期形成的城乡数字鸿沟。换言之，就是在最大限度规避数字风险前提下，满足乡村儿童

美好数字生活欲求，尊重乡村儿童数字权利，以求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继而支撑乡村可持续振兴。其

次，创建乡村儿童友好型环境。“幼有所育”是国家七大民生工程之首，赋予了我国托幼事业在民生保

障与改善、社会公平与稳定、国家战略保障与支撑等更高层面，更广视角的新使命 [7]。这一理念逐渐成

为全民共识，成为新时代价值观，创建乡村儿童友好型环境是价值观的重要表现，亦是乡村儿童数字素

养培育重要的外部支持。最后，赋能乡村儿童成长空间。数字乡村已逐渐彰显其乡村振兴动能，基于儿

童本位取向，这一动能将充分拓宽数字空间，缩小城乡教育资源差距，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赋能乡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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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全面成长。将乡村儿童数字效能最大化，尽可能地将数字使用利用起来，实现乡村儿童数字利用和个

人成长，促进乡村儿童健全人格的培养。有效发挥数字效能给乡村儿童提供了成长和进步的“数字空间”

和“数字平台”，提升乡村儿童数字素养，促进数字乡村进一步推进。 

4.2. 以“三全体系”为乡村儿童数字素养培育的坚实保障 

从支持层面而言，“三全体系”是基于乡村儿童的现实需要，是乡村儿童数字素养培育的坚实保障。

乡村儿童数字素养培育须坚持全过程、全方位、全员参与的“三全体系”，这是有效培育乡村儿童数字

素养的有力支撑。换言之，乡村儿童数字素养培育与提升，并非是一方之力、一人之策就能促成，而是

需要多方合力、全员参与方能达成。唯如此，才能够集各方之优势，以最大化、最高效、最可行之方式

构建起乡村儿童数字素养培育的坚实保障。 
构建乡村儿童数字素养“三全”培育体系。当前，数字乡村建设成效显著，但就乡村儿童而言，提

升数字素养、规避数字风险是响应数字乡村建设的有力方式，亟需创建全过程、全方位、全员参与的一

体化培育体系，形成家校社协同、线上线下配合、培育与演练协同进行的全要素工作体系，优化数字素

养培育程序、方式与机制。一是家校社协同，家校社应具备数字素养培育意识，注重在不同时间、不同

场合的培育，满足乡村儿童数字素养培育的现实需要。二是线上线下配合，光有线下的知识传授和讲解

并不能满足乡村儿童数字素养提升的需要，多元化、多角度、多方位的培育更易被乡村儿童所接受。采

用线上线下协同教学的方式，能够满足儿童多样化的学习需要，提升乡村儿童学习效率。三是培育与演

练协同进行，光有知识的输入并不能够完全有效地提升乡村儿童数字素养，不定期、不定时、不定点的

随机演练是必要且可行的。此外，演练并不局限于线下进行，开发特有程序模拟网络刷单、不良弹窗广

告、陌生人视频通话等网络风险行为，以此校验乡村儿童数字素养培育成效。 

4.3. 以“家校共育”为乡村儿童数字素养培育的有力支撑 

从能力层面而言，增强乡村家长、学校、社区的数字素养，提升其数字使用能力与意识，能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乡村儿童数字素养。然而，乡村父母及其儿童虽“浪迹”于数字世界里，却无法厘清其内在

结构，也几乎无力精准识别其潜在风险。故而，使用与辨别是实现乡村儿童数字素养提升的关键要素与

必要条件。乡村儿童数字风险生成，虽数字技术本身是主要动因，但其根本原因是社会、社区、家庭及

儿童等数字素养失配。因此，全面提升社会各界数字素养对乡村儿童数字风险治理而言至关重要。 
首先，提升乡村家长数字素养。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是实现从网络大国迈向网络强国的必由

之路，也是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 [8]。乡村家长数字素养的提升，可从根源上改善数

字生活模式，提高数字产品使用效率，降低乡村儿童数字风险。一是需家长自我教育，主动认识与理解

数字生活结构及其潜在风险；二是需要学校发挥制度化优势，提升学生数字素养，引导家长参与数字风

险相关活动与培训；三是需村委会入户宣传，让家长与儿童明晰数字生活的利与弊。 
其次，唤醒社区与学校数字素养培育意识。乡村家长数字素养提升固然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数字风

险，但社区与学校具备数字安全意识是一道重要的“防火墙”。一是唤醒社区儿童数字安全意识，以指

导儿童数字生活；二是提升社区与学校儿童数字素养培育能力与数字风险辨别能力，这是乡村儿童数字

素养提升与数字风险防范最直接的保障。由此，确保乡村儿童拥有健康的数字生活环境，以满足乡村儿

童数字生活之需要。 

4.4. 以“数字乐园”为乡村儿童数字素养培育的技术支持 

从技术层面而言，外部系统构筑乡村儿童数字素养培育的重要支撑和有力保障。乡村儿童数字素养

提升是有效规避数字风险的重要手段，就其根本而言，乡村儿童数字风险并非乡村在地化孕生，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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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外在多要素共同促成。虽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但此时外因更为重要，更为

有效，其可触发内因启动，发生作用力，继而使内因与外因形成联动机制，使事物得以持续发展。 
数字乐园主要是指针对 0~12 岁儿童所开发的系统，并在所有数字产品中推行。将系统中所有的内容、

软件和社交平台都设置成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特点与规律的内容，依据儿童的需要“量身定制”，剔出多

余的、无关的功能，是在青少年模式和防沉迷系统上的进一步升级，是在手机、电脑、平板、数字电视

等数字产品中通用的系统。乡村儿童数字乐园内置现代技术支持下的游戏、玩具、科学发明等等，其旨

在引导乡村儿童通过安全数字平台享用现代数字生活，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借助现代数字技术成全自身。

总之，创建数字乐园，使之成为乡村儿童虚拟活动中心，集娱乐、学习、游戏为一体，成为具有教育性

的安全的新时代乡村儿童生活世界。以此在技术层面提升乡村儿童数字素养，从根源处切断乡村儿童面

临数字风险的可能性。 

5. 结语 

数字乡村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唯有数字乡村，

方能打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使城乡共享数字红利，这已成为共识。乡村儿童数字素养提

升已成为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数字时代背景下的必行之路。本质而言，儿童数字风险并

非乡村在地化孕生，其本身就是外在多要素共同促成，在享受数字红利的同时，乡村父母及其儿童几乎

无力精准识别数字风险，数字乡村建设配套条件如网络法律、网络运营商、社区力量等数字“防火墙”

未得以筑牢，以致儿童数字风险“自由存在”。乡村儿童数字素养提升是防范与治理其数字风险的关键

所在，也是乡村儿童享受数字红利的基本要求。 
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这仅仅是相对于漫长的人类史而言，倘若仅为短暂

的历史片段，外因有时反而更为重要 [9]。外因可诱引内因提前启动，发生作用力，继而使内因与外因形

成联动机制，使事物得以持续发展。乡村儿童数字风险的生成，显然是数字时代使然。作为外在事物，

乡村父母无法精准识别其所存在的潜在风险，数字信息全然暴露于儿童面前，其所构造的绚丽多彩的虚

拟世界与平淡无奇的乡村生活世界形成鲜明对比，儿童“狂欢”于此无力自拔，因此，乡村儿童数字风

险治理的着力点，显然需借助外力，方可触发内力重启，继而构建坚固的乡村儿童数字风险防护网络。

数字乡村建设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环节，这已成为全民共识。然而，乡村儿童仍在面临数字

风险，提升乡村儿童数字素养既是数字时代的应然路向，也是适应数字乡村发展的现实需要。总而言之，

明确提升乡村儿童数字素养的实践路向，不仅对乡村儿童、乡村家庭的数字化发展意义重大，而且对数

字乡村的建设与发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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