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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了数字教材编写中高校外语教师的角色转变及其面临的挑战与对策。随着教育信息化的推进，

高校外语教师在数字教材编写过程中已从传统的语言知识传授者向多重角色转变，包括学习资源的开发

者、学习过程的引导者以及数字技术的融合者。然而，这一角色转变过程中，教师们面临着传统观念束

缚、时间与精力不够、以及技术障碍等多重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教师们通过加强培训与学习、开展

团队协作、以及持续学习新技术等策略，不断提升自己的数字教材编写能力和教学效果。同时，学校及

相关部门也需要为教师们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本研究旨在为高校外语教师在数字教材编写

中的专业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同时为外语教学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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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role in digital textbook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challenges they face an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With the ad-
vancement of information-based educati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transformed their roles from traditional language knowledge transmitters to multiple ro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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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ing developing learning resources, guiding students’ learning and integrating updated tech-
nology in digital textbook development.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this role transformation, teachers 
encounter multiple challenges such as constraints on conventional teaching patterns, insufficient 
time and energy commitment, and technological barriers. In order to tackle these challenges, teachers 
need to improve their competence in digital textbook development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through 
engagement in training and learning, peer collaboration, and continuous learning of updated tech-
nology. Meanwhile, colleges and relevant departments need to provide teachers with the necessary 
policy support and financial stimulus.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some insights on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in digital textbook development, as well as offer 
references for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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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的背景下，高校外语教师的角色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变。随着教材从传统纸

媒到数字化资源的转变，高校外语教师不仅要转变教学理念、积极推进技术与教学的融合，也要适应从

传统的知识传授者到学习促进者、引导者等角色的转变。数字教材集合了文字、图像、音视频、动画等

多媒体元素，具有互动性强、更新速度快、动态性发展等特点，已成为智能时代下教学内容的重要载体，

需要教师在教材内容的使用、编写和评估中为学生搭建桥梁[1]。因此，探讨数字教材编写中的高校外语

教师角色转变，不仅对加快教育数字化转型、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理解教师在智

慧教育时代的角色定位和价值也至关重要。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数字教材的相关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教材经历了传统印刷品、多媒体、数字化教材的转变。在二语领域，国内外

学者都对数字教材的使用、编写与开发以及教学实践和教师专业发展开展了多样化的研究。例如，有学

者从宏观角度梳理外语数字教材的内涵特征、开发原则及实践路径[2] [3]；或及结合教育技术背景探讨教

材的内容挖掘，如教材的创新设计、开发和语料分析等[4] [5]。在数字教材使用与学习效果领域，来自韩

国的一项元分析研究表明，数字教材使用对学生的学习动机影响较大[6]；国内研究有聚焦数字教材使用

情境下的学生能动性、线上大学英语教材使用效果等[7] [8]。此外，数字教材与教师的专业发展相关研究

也受到学界的重视，国外学者聚焦教师层面的数字教材使用策略、课堂教学活动、人机互动[9] [10]，国

内学者则侧重探讨数字教材使用与开发与教师专业发展的关系等[11] [12]。由此可见，国内外学者既关注

二语领域的数字教材内容研究，又聚焦数字教材的使用情境、学习资源功能及多元互动等。二者的区别

在于，国外相关研究更注重实证研究、微观研究如数字教材与教学实践、学生学习效果的影响；而国内

研究则侧重思辨性研究，如教材的开发与编写原则、内涵特征和理论框架及内容研究；从教师视角探讨

教材的相关研究还较为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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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师角色相关研究 

教师角色的理论框架和发展历程表明，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教师的角色也在不断演变。国外学者

的研究视角比较丰富，聚焦人工智能给教师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教师角色的退化与拓展、教师自主性的

威胁和对教师领导力的影响等[13] [14]。国内研究有探讨智慧教育如何赋能教师角色转变；强调教师在新

技术、新观念、新方法、新角色方面的发展[15] [16]。关于数字教材领域，广大教师不仅要掌握数字技术，

还要深刻理解数字教材如何应用于教学实践，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学生的个性化和动态化的学习需求。例

如，马艳和李学斌指出，数字教材的应用增加了教师角色扮演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教师需要从传统的知

识传递者转变为学习促进者和指导者[1]。数字教材的编写涉及教师对技术与教学的融合，例如教学内容

如何通过数字化材料、音视频、虚拟仿真等方式实现情景化教学[17]。此外，教师作为数字教学资源的开

发者，如何结合混合式教学、根据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创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也是一大挑战。 
综上所述，国内外研究对数字教材的设计、开发与编写、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教师角色转变都有丰富

的研究。然而，在外语教学领域，现有研究大多关注教材内容的编写与开发、育人目标和学习效果的提

升，鲜有聚焦在数字教材编写过程中，外语教师面临的挑战，以及如何转变自身角色以适应智慧教育时

代下的教学创新需求。本文将聚焦高校外语教师视角，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3. 数字教材编写的理论内涵及原则 

教材经历了从纸媒到音视频、多模态等形态的转变，而数字教材编写的理论基础和原则是多维度的，

涉及教育技术、教学设计、认知心理学等多个领域。从建构主义理论出发，知识并非是学习者被动习得，

而是通过学习者主动构建的。因此，在数字教材编写中，教师可侧重开发探究式、互动性强的学习资源

和学习活动，有助于帮助学习者主动建构知识和内化知识。此外，基于技术增强语言学习理论，技术可

作为有效工具促进和增强语言学习的过程和学习成果。教师利用互动性和网络连接性等特点，确保数字

教材编写的动态性、融通性等切实提高语言学习的动力和效率。从理论内涵上讲，数字教材不仅仅是传

统纸质教材的数字化，而是将教学内容、富媒体教学资源和技术平台进行有机融合的新形态教材。在编

写原则方面，数字教材建设要以“三化”(即标准化、集成化和产品化)理念为引领，提高建设质量，形成

聚合效应，这些都为教材编写者提供具体的指导和规范[18]。 
综上所述，数字教材编写涉及教育技术的发展、教学设计的创新以及认知心理学的应用等多个层面。

高校外语教师应深入理解这些理论基础和原则，以确保数字教材编写的有效性、动态性和前瞻性，才能

更好地实现在数字教材编写过程中角色的转变，以适应数字化时代下的教学需求。 

4. 外语数字教材编写中教师角色的转变 

4.1. 从语言知识的灌输者到语言学习资源的开发者 

在传统外语教学中，高校外语教师往往扮演着语言知识的灌输者角色，侧重向学生传授语法、词汇、

发音规则、语言知识等，以及关注学生听、说、读、写、译等语言能力的提升。然而，在数字教材编写的

过程中，教师的角色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他们不再是单纯的语言知识灌输者，而是成为了语言学习资源

的开发者。外语教师在数字教材编写过程中，需要搜集、筛选、编辑、甚至自我创作出丰富的语言学习

材料，并利用数字工具将这些材料转化为互动性强、易于理解的可视化学习资源[19]。此外，教师还需关

注语言学习的最新趋势和研究成果，通过吸收先进的理论和实践知识，不断更新和优化教材内容，以满

足学生多样化、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同时，外语教师可将自己开发的语言学习资源上传到 MOOC 等在线

平台、或参与虚拟教研活动及教材开发培训项目，通过知识共享和学习资源共建，共同提升外语教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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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和效果。 

4.2. 从课堂教学的控制者到学习过程的引导者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变革，外语学习者不仅能接触丰富的语言学习资源，还能够利用这些资源

开展自主化学习和泛在化学习。因此，在数字教材编写和应用的过程中，外语教师的角色发生了深刻的

转变，他们不再是单纯课堂教学的控制者，而是成为了学生学习过程的引导者。为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

求，高校外语教师在数字教材编写中，需要设计丰富多样的学习活动，如同步/异步讨论、头脑风暴、小

组合作、角色扮演等，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这些活动应围绕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兴趣展开，

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以及群组协作能力。同时，外语教师要关注学生的学习过

程，引导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克服困难，及时调整自己的教学策略等[1]。 

4.3. 从技术工具的辅助者到数字技术的融合者 

由于受限于学科知识和过往的学习经历，高校外语教师往往被视为技术工具的辅助者，通常采用 PPT、
投影仪、黑板等传统工具来辅助教学。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教师的角色逐渐从单纯的技术

工具使用者转变为数字技术的融合者，外语需要具备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外语教学的能力。在数字教材

编写与开发过程中，外语教师不可避免地会使用到一些数字化工具，如多媒体教学软件、在线学习平台、

虚拟现实技术等。随着教育部鼓励广大教师积极探索数字教材等新形态教材建设，一些教师已经尝试开

发基于知识图谱的新型教材建设，完成对教学内容的切片化和动态化更新。通过知识图谱技术对课程内

容进行梳理和整合，有助于教师形成清晰的教学脉络，同时利用在线学习平台开展远程教学和协作学习，

注重数字技术与教学内容的深度融合[20]。因此，外语教师在数字教材编写过程中，不仅是数字技术的熟

练掌握者和应用者，更是数字技术与外语教学深度融合的推动者和创新者。这一转变不仅有助于提升外

语教学的质量和效率，还能促进教师自身的专业发展和教学创新。 

5. 教师角色转变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5.1. 转变教师固有观念，开展数字教材专题培训 

由于部分高校外语教材宥于传统教学模式，仍然习惯于传统的知识传递者角色，对于数字教材、人

工智能接受度不高，难以快速适应角色转变的需求。其次，在认知层面，有些教师认为数字教材与传统

的教材相比，只是添加了一些音视频、动画等有声读物，并没有意识到数字教材能更好地促进学生自主

学习、满足其个性化需要，同时有助于教师实时监控学生的学习过程，并适时调整教学策略。因此，对

于高校而言，只有开展相关培训才能有效提升外语教师对数字教材的深度认知，帮助他们扭转固有观念，

意识到人工智能时代下角色转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开展数字教材的专题培训形式上可以多种多样，例

如基于数字教材的理论内涵讲座、工作坊、学习共同体等，也可以是聚焦技术使用的实操培训；在内容

上有基于知识图谱的教材建设、如何利用数字教材使用评估学生的学习情况、如何结合数字教材的使用、

评估等构建混合式学习模式等。 

5.2. 开展团队协作，提高教材编写的能动性和效率 

高校外语教师不仅要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和考核压力，还要完成一定的科研任务和指标，熟悉和掌握

数字教材的编写任务、将其应用到实际教学中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避免精力分散到数字教材内

容的挖掘、编辑和效果评估等，一些教师索性放弃参与此项工作，担心影响到正常的备课工作和科研创作。

因此，鼓励教师之间开展团队协作、知识共享、内容共建可减轻教师的任务量，通过分工合作和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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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提高教材编写的工作效率。对于管理者而言，鼓励和支持部分先行先试的教师可带动其他教师的积极

性，只有增加教师的自我效能感才能促使他们有热情、有意愿投入到数字教材的编写工作中。 

5.3. 扫除技术障碍，提升外语教师的信息化素养 

数字教材编写过程中需要运用最新的数字技术，如：多模态资源的编撰和整合、交互式软件的使用、

知识图谱的设计等。如果高校外语教师缺乏相关的技术，则很难编写和开发出符合教学需求、且互动性

强、实时更新快的数字教材。因此，高校应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包括开展系列讲座、邀请技术专家开

展软件实操训练，以帮助外语教师掌握数字教材编写和数字技术应用的基本技能。在培训内容上，需要

介绍数字教材的基本概念、特点及其在教学中的应用价值，为外语教师编写数字教材提供必要的理论和

知识基础。在实践层面，可通过技术工作坊和实操演练，邀请技术专家开展远程和现场指导，确保教师

能够熟练操作相关软件和平台，便于教师动态掌握学生的学习进程和后期评估学习效果。 

5.4. 对标不同类型教师，开展定制化的教材编写培训 

对于不同类型的高校和不同层次的外语教师，开展统一的数字教材培训无法对标教师的真正需求。研

究型的大学可重点支持教师进行数字教材的创新研究和开发，帮助其梳理数字教材编写的理论框架，为其

提供更多的研究时间和资金资助；而教学及应用型为主的院校可聚焦提升教师的数字教材应用能力，为其

提供更多的实践培训和技术支持。对于新入职的高校外语教师，需要掌握数字教材的基本操作和教学设计

原则，培训内容可聚焦数字教材的设计和编写原则、使用信息技术制作电子课件的技巧等。而对于骨干教

师而言，培训应侧重于教学创新和课程开发能力的提升，确保其开发高质量的数字教材。培训内容包括采

用智慧平台资源、知识图谱等技术丰富数字教材内容，以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和自适应学习需求。最后，针

对有特定出版需求的教师或院校，学校可与出版社合作，提供定制化的数字教材出版服务。通过数字化平

台，此类外语教师可结合自身教学特色和学科优势，开发校本云教材资源或及时出版相关数字教材。 

6. 结语 

随着教育信息化的不断深入，数字教材已成为高校外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围绕“数字教材

编写中的高校外语教师角色转变”这一主题，深入探讨了教师在这一过程中的角色变化、所面临的挑战

以及应对策略。在角色转变的过程中，教师们面临着诸多挑战，包括技术障碍、时间与精力投入以及观

念转变等。这些挑战不仅考验着教师的专业素养，也对他们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展望未来，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教育信息化的深入推进，高校外语教师在数字教材编写中的角色

转变将继续深化。在教师们的不懈努力和教育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数字教材作为教学内容的重要载体，

将越来越受到学生和教师的喜欢，为培养人工智能时代下的跨学科、高素质人才提供一些支持。同时，

在数字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外语教师也能不断完善自己的教科研水平和数字素养，提高自己的专业发展，

以适应数字时代下外语教师角色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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