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eative Education Studies 创新教育研究, 2025, 13(7), 282-291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5.137526   

文章引用: 李森可. 职前教师数字素养现状及提升策略研究[J]. 创新教育研究, 2025, 13(7): 282-291.  
DOI: 10.12677/ces.2025.137526 

 
 

职前教师数字素养现状及提升策略研究 

李森可 

黄冈师范学院教育学院，湖北 黄冈 
 
收稿日期：2025年5月26日；录用日期：2025年7月7日；发布日期：2025年7月16日 

 
 

 
摘  要 

在全球数字化浪潮卷席下，数字素养作为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能力，已成为信息化教学环境下的必备素

养，提升职前教师数字素养对教育数字化转型至关重要。研究基于《教师数字素养》行业标准，结合《师

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标准》，构建涵盖数字意识、知识技能、社会责任等维度的评价体系，采用量化的

方法对H市高校207名师范生展开调查，了解了职前教师数字素养的现状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提升策略。结

果发现：(1) 职前教师存在“伦理先行，技能滞后”的发展特征，其数字社会责任道德整体表现水平最

佳(均值4.237)，数字知识与技能表现中等(均值3.081)；(2) 其数字素养水平存在显著的年级与专业差

异(p < 0.05)，研究生优于本科生；(3) 数字意识是其他维度的关键驱动因素(β > 0.75, p < 0.01)。基于

此，提出了“个人–学校–政府”的三方协同提升路径，强调终身学习、校本课程开发与创新及政策支

持力度，以期为职前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建议，推动国家教育数字化成功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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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id the glob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wave, digital literacy has emerged as a core competency 
for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a prerequisite for thriving in digitize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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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s. Enhancing pre-service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is pivotal to advancing educa-
tional digitalization.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system based on China’s Digital Literacy 
for Teachers standards and the Digital Competence Standards for Pre-service Teachers, encom-
passing dimensions of digital awareness, knowledge/skill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rough a 
quantitative survey of 207 pre-service teachers in City H, the following findings were revealed: 
(1) Participants exhibited a pattern of “prioritized ethics with lagging technical skills”, with the 
highest performance in digit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ethics (M = 4.237) and moderate proficiency 
in digital knowledge/skills (M = 3.081); (2) Significant disparities in digital literacy levels were 
observed across grades and disciplines (p < 0.05), with postgraduates outperforming undergrad-
uates; (3) Digital awareness served as a critical driver of other dimensions (β > 0.75, p < 0.01). 
Based on these results, we propose a tripartite “individual-school-government” collaborative frame-
work, emphasizing lifelong learning, school-based curriculum innovation, and policy-driven re-
source allocation. This study aims to bridg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aps in digital literacy en-
hancement, offering actionable strategies to accelera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ed-
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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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Digital Awareness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在数字化时代，我们亟需提升在“数字洞穴”场域中生存的能力，即“数字素养”的培育与发展[1]。
数字意识、数字学习和数字社会责任等数字素养和技能已成为现代社会生存不可或缺的能力，决定了个

体能否充分享受技术红利并有效参与社会经济活动[2]，数字化、信息化已逐渐成为人类生成与实践的主

导方式[3]。2022 年我国颁布的《教师数字素养》行业标准，为教师教育实践和专业发展指明了方向。目

前现有的数字素养研究多聚焦于在职教师，针对职前教师(师范生)的研究仍显不足。作为未来教育的实践

者，职前教师数字素养水平直接影响数字化教育的可持续推进。因此，厘清其现状并提出相应的提升路

径具有迫切意义。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素养已是实现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支撑，是教师适应数字化教学环境、

提升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4]。职前教师的数字素养水平直接影响数字化教育的推进与教育质量的提升。

具备良好数字素养的职前教师能更好胜任未来教育工作，有效弥补数字鸿沟，解决现实问题。 
职前教师数字素养与教师数字素养既具共通性又有所区别。作为专业成长关键期的“准教师”，职

前教师的数字素养培养对其未来专业发展及教学生涯具有深远影响。师范生数字素养作为教师数字素养

发展的奠基阶段，其数字素养需要进行系统性的培育[5]。职前教师作为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群体，

其数字素养直接影响未来人才培养质量[6]。如何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推动教师专业发展，从而在新

时代背景下培养出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是关键的突破点[7]。本文主要以“职

前教师数字素养”为切入点，对 H 市 H 高校在校学生进行调查并做出深入分析，了解目前职前教师的实

际数字素养水平，了解其发展现状及瓶颈所在，基于此能够提出针对性的突破路径与提升策略，为我国

职前教师的未来发展以及教师队伍建设提供理论与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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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职前教师数字素养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教师数字素养的研究日益增多，但针对职前教师的研究较少。以色列学者 Y. 
Eshet-Alkala (耶什特·阿尔卡莱)在 1994 年首次提出数字素养一词[8]，随后，数字素养的研究开始得到

广泛关注。2017 年，欧盟在《政策科学报告》中为全体教育工作者制定了数字化素养标准框架[9]。该框

架以教师专业素养、教学实践及学习者发展为核心维度，系统整合了六大素养域及 22 项具体指标。欧盟

将“数字素养”界定为：在职业发展、工作实践、学习生活以及社会互动中，能够自信、批判且创新性地

运用信息技术的综合能力[10]。201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数字素养全球框架》中系统阐述了核心

素养要素，涉及信息素养、媒介素养以及 ICT 素养等方面，为教育工作者专业发展确立了指导性框架[11]。
该组织将数字素养界定为包含数字工具运用、信息资源处理等基础能力，这些能力有助于个体参与社会

互动，促进知识创造与传播[12]。目前，我国相关研究已逐步展开。教育部于 2022 年颁布的《教师数字

素养》标准，将教师数字素养界定为运用数字技术获取、处理、应用及评价数字信息与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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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识、能力与责任。该标准包含数字化意识、

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数字化应用、数字化社会责任和专业发展五个核心部分，下设数字化认识、意愿

等 13 个具体指标[13]。该标准的出台，不仅为教师数字素养的培育与评估指明了清晰方向，对加强教师

数字素养建设、塑造具备专业素养与创新能力的教师队伍具有深远影响[14]。 
职前教师作为教师队伍发展的后备军，其数字素养的培养至关重要。国外学者 Alexandra List (亚历

山德拉·利斯特)通过定性研究，确立了职前教师数字素养发展的三大核心概念：数字原住民身份、技能

导向和社会文化视角，并深入挖掘了学生反馈中体现的数字素养发展视角，包括职前教师在自主开发、

技术驱动及项目导向等方面的见解[15]。Erhan Güneş (埃尔汗·居内什)、Eralp Bahçivan (埃拉尔普·巴赫

奇万)在研究中讨论了认识信念(SEBs)和教学观念(COTL)这两个因素对职前教师数字素养的影响[16]。国

内目前现有研究中对师范生数字素养的定义如下：肖丹将“师范生数字素养”的内涵定义为“师范生检

索与获取、分析与转化、交流与生产以及创造数字内容的能力”[17]。郭星基于“师范生”身份认定依据

的基础上认为师范生数字素养的构成需兼顾两方面：一是作为学生应掌握的数字化能力，二是作为未来

教师应具备的信息化教学能力[18]。 
综上，职前教师数字素养的定义应基于促进数字化教育宏观目标下，以培养数字化教育者为目标，

重点研究职前教师作为学习者所应具备的数字素养。结合数字素养内涵与教师数字素养发展需求，本文

将 “职前教师数字素养” 定义为：职前教师所具备的数字化意识和对数字化学习与应用的能力。具体

表现为：在日常生活与教育实习中，能合理运用数字工具，识别、获取并处理相关数据信息；能够有效

使用、创造及管理数字化学习与应用资源，持续提升数字适应力、数字道德责任感、数字胜任力、创新

意识与终身学习能力。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及工具 

本研究以 H 市 H 高校大一至研三的在校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借鉴国内外学者关于数字素养的研究成

果，结合《教师数字素养》行业标准设计编制了职前教师数字素养现状调查问卷。《教师数字素养》行业

标准将数字素养划分为数字化意识、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数字化应用、数字社会责任和专业发展五大

核心维度[13]，本研究结合《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标准》，进一步细化为数字意识、数字知识与技能、

数字发展、数字社会责任道德和专业发展五个一级指标，确保评价体系既符合国家标准，又贴近职前教

师的学习与实践需求。该量表包含个人基础信息和评定量表两部分内容，共计 40 个题目，采用李克特五

级量表进行评分，1~5 分分别表示从“很不符合”到“很符合”。量表的部分样题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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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Pre-service teacher digital literacy scale assessment sample questions 
表 1. 职前教师数字素养量表评定样题 

维度 题项描述 

数字意识 我了解信息传播、转化、应用在促进教师和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中的重要价值。 

数字知识与技能 我能有效运用检索工具获取信息，知道几个主要的搜索引擎，会下载网上的教育教学资

源和图文资料。 

数字发展 我了解网络通讯知识，掌握在线讨论、协作学习的方法。 

数字社会责任道德 当用数字媒介与陌生人交流时，我会考虑保护自身信息安全。 

专业发展 我认为让学校和有关部门来系统开展数字素养教育很有必要。 

3.2. 调查问卷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运用 SPSS26.0 统计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信效度检验，具体结果详见表 2。首先对问卷的 5 个

变量(数字意识、数字知识与节能、数字发展、数字社会道德、专业发展)进行了信效度检验，各变量的

Cronbach’s α系数均超过 0.8，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水平，数据质量可靠；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

所有变量 KMO 值均高于 0.8，且 Bartlett 球形检验显着性均小于 0.001，说明变量间存在显著相关性，适

合进行因子分析。综上，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水平，能够满足研究需要。 
 
Table 2. Results of questionnair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 
表 2. 问卷信效度检验结果 

维度 Cronbach’s α KMO Bartlett 球形检验显着性 

数字意识 0.935 0.929 0.000 

数字知识与技能 0.955 0.946 0.000 

数字发展 0.919 0.889 0.000 

数字社会责任道德 0.894 0.840 0.000 

专业发展 0.921 0.869 0.000 

3.3. 数据收集 

本研究通过线上问卷平台“问卷星”进行数据收集，针对 H 市 H 高校学生进行了调查，共回收数据

207 份，涵盖文、理、艺体三类专业。经过筛选后，确定有效问卷为 167 份，问卷有效率达 81%。对于有

效问卷的筛选主要依据答题时间，由于部分问卷答题时间过短，不符合正常阅读和思考的时间逻辑，因

此，为避免问卷数据缺乏真实性和有效性剔除了 34 份答题时间过短的问卷。此外，有 6 份问卷因答案选

择呈模式化趋势被剔除。本研究以 H 市高校师范生为样本，其数字素养水平可能受地区教育资源分配、

学科课程设置等因素影响，未来研究需扩大样本范围，调查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高校，以提高结论

的普适性。 

4. 研究结果与讨论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合本研究问题，在对测评的数据进行了预处理的基础之上，分析职前教师数字素养的整体状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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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状况。通过收集研究对象的性别、家庭所在地、年级和专业的基本信息，其中相比其他信息，主

要以年级和专业这两个变量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对象的年级和专业信息如表 3 所示。希望能够系统揭示

现阶段职前教师数字素养的实然状态。 
 
Table 3. Age and professional information of the subjects 
表 3. 研究对象的年龄和专业信息 

基本信息 人数 占比 

年级 

大一 70 41.9% 

大二 11 6.6% 

大三 16 9.6% 

大四 18 10.8% 

研一 10 6.0% 

研二 6 3.6% 

研三 36 21.6% 

专业 

理工类 55 32.9% 

文史类 41 24.6% 

艺体类 71 42.5% 

4.2. 指标水平定量分析 

采用 SPSS26.0 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得出评价指标水平定量描述，结果显示研究对象对各评价指

标的认同度较高，均值均大于 3 (见表 4)。职前教师在数字意识、数字知识与技能、数字发展方面表现中

等，可能目前对于数字素养的教育重视不足及实践机会有限相关；而在数字社会责任道德和专业发展方

面表现突出，具有较强的自我提升意识。研究表明，职前教师数字素养水平存在维度差异，需采取针对

性措施全面提升，为未来教育实践奠定基础。 
 
Table 4. Quantitative description of the level of digital literacy evaluation indicators for pre-service teachers 
表 4. 职前教师数字素养评价指标水平定量描述 

评价指标 N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数字意识 167 1.00 5.00 3.884 0.8436 

数字知识与技能 167 1.00 5.00 3.801 0.8896 

数字发展 167 1.00 5.00 3.899 0.8651 

数字社会责任道德 167 1.00 5.00 4.237 0.8332 

专业发展 167 1.00 5.00 4.011 0.8801 

 
根据年级将研究对象分为三组：大一大二年级为 A 组，大三大四年级为 B 组，研究生为 C 组。对各

组的数字素养评价指标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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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组(大一大二年级)分析 
A 组学生在数字社会责任道德方面的平均得分最高(均值为 4.222)，表明该阶段学生在数字环境中的

道德意识和责任感相对较强，能够认识到遵守数字道德规范的重要性。然而，在数字知识与技能方面，

得分均值为 3.579，表明学生个体间的差异较大。该阶段的学生从高中刚过渡到大学中，对数字资源和工

具的使用相对有限并不深入，处于探索自己专业兴趣和方向的过程中，所以在数字意识、数字发展和专

业发展方面表现一般。 
2) B 组(大三大四年级)分析 
B 组学生在数字社会责任道德方面得分均值为 4.200，是所有指标中得分最高的。此外，在数字意识、

数字知识与技能、数字发展和专业发展方面与大一大二年级的学生相比均有提高。说明随着年级的增长，

学生在学校教育的培育下，通过与数字环境的深入接触、实践经验的积累以及在专业课程的深入学习后，

学生的数字素养各方面都得到了提升。 
3) C 组(硕士研究生)分析 
数据分析表明，C 组研究生在数字素养各维度表现突出。其数字意识得分均值为 4.015，表明其对数

字工具在研究与学术中重要性的认识；数字知识与技能均值为 4.135，反映其在课程学习和学术研究中使

用数字化工具频次较高；数字发展为均值 4.093，说明其在数字领域具有良好的发展潜力与适应性；数字

社会责任道德均值为 4.285，表明其在数字环境下对道德规范有深刻理解，且自我要求严格；专业发展均

值为 4.100，体现其在专业领域内数字素养发展较为均衡。其在数字知识与技能上的显著表现可能与其在

校课程设置密切相关。以 H 高校为例，研究生课程开设了“人工智能与教育技术应用”“虚拟现实技术

教育应用”等前沿课程，要求学生熟练使用 SPSS、Nvivo 等工具完成学术研究，这种训练直接提升了其

数字技能水平。 
在对不同年级学生数字素养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中发现，随着年级的增长，学生在数字意识、数字知

识与技能、数字发展等关键指标上呈现积极发展趋势，研究生群体表现尤为突出。其原因主要有三：一

是研究生学业任务对数字技能要求高，促使学生掌握先进数字工具的使用技能；二是研究生教育强调批

判性思维与独立研究能力，推动学生主动探索数字资源；三是学术训练中注重严谨学术环境与学术诚信，

助力其在数字社会责任道德方面形成高标准。 
 
Table 5. Quantitative description of indicator levels at different grades 
表 5. 不同年级指标水平定量描述 

评价指标 
均值 标准差 

A B C A B C 

数字意识 3.849 3.768 4.015 0.7658 0.8903 0.9247 

数字知识与技能 3.579 3.824 4.135 0.8871 0.8004 0.8573 

数字发展 3.780 3.887 4.093 0.8407 0.8244 0.9089 

数字社会责任道德 4.222 4.200 4.285 0.7810 0.8428 0.9164 

专业发展 3.906 4.124 4.100 0.8534 0.8904 0.9122 

4.3. 相关分析 

由于职前教师数字素养现状调查量表题分为多个维度，为满足实证研究需求，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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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将相关指标整合为单一变量。为确保数据适用于因子分析，研究进行了 KMO 和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数据结果显示 KMO 值为 0.849，近似卡方值为 745.899，显著性水平 p = 0.000，小于 0.05，表明变量间

具有显著相关性，满足因子分析的前提条件。 
完成问卷信效度检验后，对各变量维度进行了相关分析，具体分析结果详见表 6。通过分析数据发

现，五个维度(数字意识、数字知识与技能、数字发展、数字社会责任道德、专业发展)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各项相关系数均大于 0.6，说明各维度之间均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中，数字知识与技能和数字发展的相关

系数最高(r = 0.840, p < 0.01)，呈正强相关，表明职前教师在掌握了一定的数字知识和技能后，能够有效

的进行运用，如对数字内容进行改善和创新、应用数字化沟通解决实际问题等。数字意识作为基础维度，

与其他四个维度均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这强调了提升职前教师数字意识的重要性，它可能是推动其他

维度发展的关键因素。 
 
Table 6.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various study variables 
表 6. 各研究变量的相关分析 

 1 2 3 4 5 

数字意识 1     

数字知识与技能 0.785** 1    

数字发展 0.749** 0.840** 1   

数字社会责任道德 0.608** 0.641** 0.687** 1  

专业发展 0.703** 0.743** 0.837** 0.804** 1 

注：* p < 0.05 ** p < 0.01。 

4.4. 结构方程模型 

1)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度。本研究利用 AMOS28.0 对职前教师数字素养的变量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

验，对照相关参数比较实际数据结果与预设情况的吻合性程度。CMIN/DF 值为 2.464，在 1~3 的可接受

范围内，说明模型与数据适配度良好；RMSEA 值为 0.094，略高于 0.08 的一般标准，表明模型与数据之

间存在一定的误差，但尚在可接受范围内；RMR 值为 0.085，略低于 0.09 的一般标准，但高于 0.08，评

价为可以接受，模型的拟合度在可接受范围内；IFI 值为 0.855，TLI 值为 0.843 与 CFI 接近，同样评价为

可以接受，该结果支持模型的拟合度。 
综上适配度检验结果，表明职前教师数字素养结构方程模型整体上与数据拟合良好，尽管 RMSEA

值略高于理想标准，但其他指标均现实模型具有可接受的拟合度，表明该模型在解释职前教师数字素养

的维度关系方面具有一定的有效性。 
2)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系数(见图 1)。数字意识对数字知识与技能、数字发展和专业发展和数字社会责

任道德都存在显著正向影响(β = 0.880, β = 0.888, β = 0.839, β = 0.754, p < 0.01)；其路径系数数值均超过

0.7，说明数字意识对其他四个维度是强影响；p 值均小于 0.01，一致的显著性说明并强化了数字意识在

该模型中的核心地位，表明数字意识在数字素养的发展中的中心作用。因此，数字意识有助于增强职前

教师的数字知识和技能的掌握，促进数字发展，推动专业成长，并提高其数字社会责任道德的形成。 

5. 职前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路径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职前教师数字素养对教育效能提升与教学模式创新具有关键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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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职前教师在数字意识、数字知识与技能、数字发展等方面表现中等，凸显出教育体系在此方

面的欠缺。职前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需构建系统性框架，整合教育政策、教学实践与环境支持等多维因

素，同时结合个体认知、情感态度与实践能力，形成协同发展的提升路径。基于此，针对职前教师数字

素养现状，提出了相应的提升路径。 
 

 
Figure 1.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图 1. 结构方程模型 

5.1. 职前教师应主动适应教育数字化 

当前，我国正全面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着力开展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在此背景下，职前教

师亟需革新技术认知理念，推动教学模式转型。职前教师作为未来教育行业中教育信息化变革的催生力

量，教育数字化变革的实践者，未来教育的引领者，应该具备主动适应与学习数字化的意识，掌握数字

化教育教学手段。调查发现，职前教师在梳理数字化意识、尝试利用数字化解决教与学的欲望是较强的，

表明其已充分认识数字化应用在生活中的重要性。除了要深入学习和掌握数字化应用的知识和技能外，

还应适应数字化环境。要学会在虚实结合的教与学环境中有效地组织和管理教与学活动，培养自身对数

字化教与学环境的敏感性。此外，更要培养终身学习的意识，适应教育发展的需求。应主动参加校、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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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举办的各类教学技能竞赛，在竞赛过程中培养教学资源开发和教学实践能力，合理运用技术赋能教学，

在熟练掌握多媒体、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过程中，考虑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目标和内容的适切性，

推进数字技术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融合创新，强化自身能力水平。在后续实习实践的过程中应用数字技

术辅助教学，形成“实践–理论–实践”的素养提升闭环，让数字技术与教育实践互相扶持，协同共生。

技术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未来会不断涌现出各种各样应用于教育中的软硬件设施，只有始终保持学习

新事物的意识才能更好地适应数字化环境，实现教育数字化。 

5.2. 学校建设数字素养校本课程，促进职前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 

互联网的复杂性与碎片化信息的冲击，使职前教师难以树立正确的数字意识，而课程教学是满足其

需求的最有效途径。师范院校应立足自身办学理念，在国家政策指导下，依托现有数字化环境，开发涵

盖线上、线下及混合模式的数字素养校本课程。课程内容除数字化工具的基础知识与应用外，还应融入

社会道德修养教育，如法律知识与道德界限等，以全面提升职前教师数字素养，为其职业发展奠定基础。

同时，校本课程建设应以职前教师实际需求为导向，注重内容的实用性与前瞻性。 
研究表明，数字意识作为职前教师数字素养的核心，在大一、大二学生中表现尚不显著。因此，学校

应尽早开设数字素养课程，内容涵盖数字意识形态培养、数字化工具使用、数字化资源开发与利用等方面，

实现教与学的有机结合。课程设计应遵循从基础到进阶的原则，先确保职前教师能将数字化技能应用于日

常学习，再逐步掌握数字化教学工具与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升其创新与实践能

力，为未来教学工作做好准备。针对低年级的学生，如大一大二年级，可开设“数字素养基础模块”课程，

聚焦数字工具的使用与信息安全意识的培育；针对高年级学生(大三大四年级)则以“数字化教学实践”为主，

将虚拟仿真工具、大数据等融入微课设计、教学设计等研习、实习过程之中；在研究生阶段主要是强化“高

阶数字能力”，结合人工智能、虚拟课堂等前沿领域，鼓励其积极参与数字化教学研究项目等，提升学术

研究与技术创新能力。此外，学校可在通识课程(如法律法规课程)及公益讲座中融入数字素养相关内容，如

互联网应用规范与数字工具使用等，将数字素养教育贯穿于课程体系中。同时，师范类院校除了与各中小

学建立实训基地外，也应与科技企业共建实训基地，定期开展研习、参观交流活动，强化职前教师的技术

应用能力。校、企、社三方协同，形成教育合力，全方位促进职前教师数字素养的发展。 

5.3. 政府聚焦数字素养现状，加快推荐教育数字化建设 

当前，发达国家对于数字素养的提高都十分重视，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已将

“数字素养”纳入核心教育战略。我国相继出台《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教师数字素养》等政策，

明确指出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迫切需求。但目前数字化、信息化与教育结合还不够紧密，且针对职前

教师的内容较少，因此制定相关的职前教师数字素养培养策略是有必要的，通过加强职前教师数字素养，

助力科技创新发展，推进“数字公民”培养。可以通过加大对教育数字化的投入，为学校提供必要的资

金和资源支持。政府的投入会直接影响到教育数字化的质量和效果，加强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进行

大规模的学生数据收集、结构化整理和智能分析，为新教学系统的研发和现有智能辅助系统的改进提供

数据支撑和参考依据，进而提升数字教育的培养成效[19]。此外，更要加强与国际间的交流，减少数字素

养国别间的不同差异，促进教育数字化的均衡发展，建立广泛的合作网络，邀请和鼓励各国、各政府机

构、各大高校参与到促进“数字公民”培养的合作网络当中，共同商讨公民数字素养的培养方针与提升

策略，提升国际影响力。在此过程中，还应加强过程的监管与评估，通过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可以及

时了解职前教师数字素养培养提升的进展和成效，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培养更多创新型人才，共同推动教

育数字化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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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基于 H 市 H 高校职前教师现状的调查结果，发现职前教师在数字社会责任道德方面的突出表现，并

进一步确认了数字意识在推动数字化转型中的关键作用。然而，调查中也发现，职前教师的数字素养水

平在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专业之间存在一定差异，特别是硕士研究生的整体表现相对优于本科生，这可

能与其受教育经历、学术训练及对数字化发展的关注度密切相关。针对上述调查结果，提出以个人、学

校和社会三方共同推动职前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建议，通过多层次、全方位的系统性干预，推动职前教

师数字素养的提升。当然，本研究仍存在相应的局限性，样本量范围较小，后续研究将进一步探索数字

素养对教师教育教学实践的影响，扩大研究范围，确保研究样本的代表性及研究结果的广泛适切性，将

重点关注数字社会责任和道德教育的纳入方式，提升教师在数字化时代所需的综合素养，为教育数字化

转型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持。 
总之，职前教师数字素养的培养与提升不仅依赖于个人的努力，亟需多方协同发力，共同推进教育数

字化、“数字公民”的建设，促进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全面提升公民数字适应力、胜任力与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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