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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师范生数字素养现状与提升研究 

——以第一师范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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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主要随机调查了国内十多所高校 360 名大学生数字素养，其中师范生 183 名，非师范生 177 名。

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师范生数字素养总体处于中等水平，且子素养发展不均衡；不同居住地师范生数字素养存在

差异但不显著；不同年级和专业大学生数字素养有差异但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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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digital literacy of normal students in the context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Take the First Normal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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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mainly randomly surveyed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360 college students in more than 10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including 183 normal students and 177 non-normal students. The survey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normal students in China is generally at a medium leve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ub-literacy is uneven.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normal students in different places of residence, but they were not significant.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college students of different grades and majors, but they were not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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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字素养是全世界教育领域持续关注的话题。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师教育指南：使用开放和远程学

习》《教育中的互联网：为教育工作者提供的支持材料》

《确保 COVID-19 期间有效的远程学习：教师指南》

等重要文件和宣言中明确规范和发展了教师数字素养,
将数字素养视为重要内容。提出数字素养涵盖了以往

的信息素养、计算机素养、ICT 素养，是“通过数字技

术安全适当地获得、管理、理解、整合、沟通、评价、

和创造信息的能力”。教育数字化转型最关键的要点是

推进场景的建设，将人工智能技术具体应用到学、教、

管、评、测等各个场景建设中，更有利于促进研究与实

践的协同推进，发挥智能化教学实践更高的应用值。 
随着经济社会智能化发展，数字素养已经成为个

人适应数字化社会的核心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

程，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2021 年，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了《提升全民数字

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期望通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

的提升，促进新技术应用、形成发展新动能。数字化也

催生了数字教育新业态，要求广大教师不断提升教师

利用数字技术优化、创新和变革教育教学活动的意识、

能力和责任。2022 年底，教育部研制出台了《教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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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素养》标准，明确了教师数字素养的基本框架和内容。 
师范生既是今天的学生也是未来的教师，是教师

的坚强后备力量。因此，师范生培养应该更加注重教育

技术和数字化教育的融合。师范生需要掌握使用教育

技术工具的技能，以及如何将这些工具融入到教学中，

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培养师范生具备数字化教育素

养将有助于他们更好地适应现代教育的需求，提高教

育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提高师范生的数字素养，有助于

他们更好地理解和教导学生，提升教育工作的质量和

效果，不仅有助于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而且有助于提

升全民数字素养，有助于我国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 
1 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 
1.1 研究问题 
在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数字素养已然成

为每个人不可或缺的核心能力。特别是针对即将踏入

教育行业的师范生而言，他们的数字素养水平不仅关

乎个人职业发展，更直接关系到未来数字化时代高质

量人才的培养。2022 年 11 月，我国教育部发布的《教

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对教师在数字时代应具备

的素养进行了明确界定，这进一步凸显了师范生提升

数字素养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如何在信息化背景下有

效提升师范生的数字素养，全面弥补他们在数字素养

方面的短板，成为了我们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要

问题。这不仅是对师范生个人素养提升的要求，更是对

我国教育事业长远发展的战略考量。通过深入研究师

范生素养现状及提升策略，我们可以为培养更多具备

高水平数字素养的优秀教师，推动教育行业的数字化

转型贡献智慧和力量。因此，本研究聚焦于以下问题： 
1）师范生数字素养的现状如何？ 
2）影响师范生数字素养的因素有哪些？ 
3）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差异性如何？ 
4）有效提高师范生数字素养的策略？ 
1.2 研究假设 
数字化背景下，大学生的数字化思维是影响其数

字素养培养的核心要素。同时数字化能力也作为教师

必备的素养，教师应当学会有效获取、评价和利用所需

要的教育信息，灵活运用信息技术展开教育教学工作。

所以我们聚焦师范生的数字素养现状以及发展，梳理

影响其数字素养水平的关键因素，并对本研究做出如

下假设： 
（1）师范生在专业发展过程中，更倾向于追求教

育教学技能的提升，包括数字技术和信息化教学手段。

这种倾向可能促使他们主动学习和提升自身的数字素

养。基于先行研究表明师范专业毕业的教师在职业认

同和专业发展水平上显著高于非师范专业毕业的教师
[7][8]，我们可以对师范生和非师范生的数字素养水平差

异提出以下研究假设：师范生的数字素养水平显著高

于非师范生。 
（2）城市学校由于其地理位置和资源集中的优势，

通常能够提供更加丰富的教育资源和更先进的技术设

备。这些条件不仅为师范生提供了更优质的信息技术

教育，还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实践机会，使他们能够在

实际操作中提升自己的数字技能。城市教师普遍展现

出更高的信息意识和信息技能，这不仅体现在他们对

信息技术的熟练运用上，也反映在他们对教育信息化

的积极态度和创新教学方法的探索上。相比之下，农村

学校的教育资源相对匮乏，信息技术设备和应用场景

也相对有限。这种资源上的差距直接影响了农村教师

的信息素质，导致他们在专业发展机会上也显得较为

有限。农村教师在信息技术应用知识方面有限，仅处于

及格水平，这与他们在职前和在职时接受的信息技术

教育不足有关。此外，由于经济条件和意识观念的限制，

乡村教师能接受到的信息技术培训机会较少，且在教

学实践中缺乏专业的技术指导。基于先行文献研究表

明农村教师在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与技能以及专业发

展方面相对于城市教师表现较弱[2][10]，我们可以提出

以下研究假设：师范生的数字素养水平在城乡之间存

在显著差异，城市师范生的数字素养水平显著高于农

村师范生。 
（3）互联网已经成为大学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其大部分对互联网使用时长控制较好,但依然有

部分大学生过度使用互联网[3]。长时间使用互联网可能

为学生提供更多机会去实践和掌握数字技能，如信息

检索、网络交流、数字媒体制作等。同时能够合理控制

上网时长的师范生可能展现出更强的自我管理能力，

这种能力也可能体现在他们的数字素养上。所以本文

提出如下假设：师范生的数字素养水平在上网时长上

具有显著性差异。 
（4）在当今多元化和科技驱动的教育体系中，性

别平等的理念被广泛推崇，这不仅体现在教育机会的

均等分配上，也体现在教育内容的无差别对待上。无论

是男性还是女性师范生，他们在信息技术教育和数字

技能培训方面都接受着同等水平的教学和指导。这种

教育模式旨在确保每位未来的教师都能够掌握必要的

数字工具和技能，以适应日益数字化的教学环境。作为

教师职业的预备人员，师范生们必须达到一定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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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标准，这是为了确保他们能够在未来的教学工作

中有效地运用技术，提高教学质量，并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数字素养不仅包括基本的计算机操作技能，还涉

及到对信息的批判性思考、创造性地使用数字资源以

及在教学中整合技术的能力。这种教育环境的性别平

等性和共同的专业发展要求可能使得不同性别的师范

生在数字素养上表现出相似性。有先行研究表明教师

的性别对小学教师数字素养水平没有显著的影响[4]。基

于此研究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师范生的数字素养水平

在性别上不具有显著性差异。 
2 研究设计 
本文的调查工具是根据 2022 年教育部发布的“教

师数字素养标准”改编的师范生数字素养量表。为确保

所测量问卷改编的准确性、可理解性和合理性，问卷经

过由 5 名教育学、心理学副教授职称以上的博士进行

研讨审定，经过 3 轮问卷项目评估最终确定。根据专

家意见修改后最终形成了“师范生数字素养问卷”。 
该量表由 46 个测度项构成，涵盖数字化认识、数

字化责任、数字化技能、数字化教学基础能力、数字化

教学高阶能力、数字化发展、个人特性 7 个维度。最

终，本研究的问卷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人口统计

特征及数字经验调查，包括学校、年级、专业、区域、

性别、上网时长。第二部分为数字素养自我评价量表，

采用李克特五等级量表，从 1 到 5 分别表示“非常不

符合意”到“非常符合”。本研究在正式问卷中设置了

3 道反向筛选题，即“我认为数学技术应用会（不会）

出现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我能（不能）辨别、防范、

处置网络风险行为”“我能够（不能）利用数字技术资

源辅助开展多种形式的心理健康教育”。如若参加者反

向问题与正向问题出现了偏差，该份问卷则被标记为

无效问卷。在正式发放“师范生数字素养问卷”之前，

课题组邀请 30 名师范生进行预测试。根据参与者的反

馈，对问卷的表述进行了细微的修改。问卷采用电子问

卷的形式予以发放，主要通过两种形式发放问卷。一是

在本校内直接发放，二是通过同学社交关系推送问卷。

最终共收集到了 500 份问卷，经本项目组严格筛选，

共剔除了 140 份无效问卷，回收 360 份有效问卷。有

效问卷涵盖了湖南 5 所大学，涉及不同专业和不同年

级。其中师范生共 183 名，非师范生共 177 名。 
3 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从数字化认识，数字化责任，数字化技能水

平，数字化基础能力，数 
字化高阶能力，数字化发展，个人特性七个维度呈

现师范生数字素养水平。 
如表 1 所示，样本中非师范生有 177 人，占 60.0%，

师范生有 118 人，占 40.0%。师范生中来自农村的有 110
人，占 60.1%，来自城镇的有 73 人，占 39.9%；其中男

生有 66 人，女生有 117 人，分别占 36.1%和 63.9%；上

网时长 2h 内的有 47 人，2-4h 的 53 人，4-6h 的有 37 人，

8h以上的有46人，分别占25.7%，29.0%，20.2%，25.1%。 
（1） 差异性检验 
差异性检验是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卡方检验以及

单因素方差分析等检验方法去研究变量不同维度上差

异情况。在本次分析中根据数据的特性主要运用独立

样本 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 

表 1  人口统计学特征 

 变量 频次 百分比（%） 

专业 
非师范生 177 60.0 

师范生 118 40.0 

地区 
农村 110 60.1 

城镇 73 39.9 

性别 
男 66 36.1 

女 117 63.9 

上网时长 

2h 内 47 25.7 

2-4h 53 29.0 

4-6h 37 20.2 

8h 以上 46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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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专业差异的影响 
根据独立样本 t 检验的结果显示，各个数字素养维

度在专业上的差异情况。数字化认识水平在专业上的

差异显著性检验 0.048 略小于 0.05.说明不同专业的数

字素养存在差异。根据均值可以看出非师范生的数字

化认识水平略高于师范生。依次类推，数字化技能水平、

数字化高阶能力水平、数字化发展、个人特性在专业上

都存在差异。而数字化责任水平在专业上不存在显著

的统计学差异，因为 Sig=0.731 显著大于标准的 0.05，
因此不能拒绝原假设。同样，数字化基础能力水平也不

存在显著的统计学差异。调查结果显示，师范生在数字

责任维度上与非师范生没有差异外，在数字化认识、数

字化技能水平、数字化高阶能力水平、数字化发展、个

人特性维度表现上均低于非师范生。 
② 居住地差异的影响 
根据独立样本 t 检验的结果显示，各个数字素养维度

在居住地上的差异情况。数字化技能水平在地区上的差

异显著性检验 0.013 显著小于 0.05，说明数字化技能水平

在地区上存在差异。同样，数字化基础能力水平、数字化

发展性在农村和城镇上都存在差异。而数字化认识水平

在农村和城镇上不存在显著的统计学差异，因为 sig 为

0.064 大于标准的 0.05.因此不能拒绝原假设。同样，数字

化责任，数字化高阶能力水平、个人特性也不存在显著的

统计学差异。调查结果显示，城镇地区师范生数字素养在

数字化技能水平、数字化基础能力水平、数字化发展性上

略低于农村地区，其他维度没有显著差异。 

表 2  各个维度在差异上的情况 

变量 专业 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差 t sig 

数字化认识 
非师范生 177 16.82 4.201 

1.986 0.048 
师范生 183 15.89 4.651 

数字化责任 
非师范生 177 13.33 4.106 

-0.344 0.731 
师范生 183 13.49 4.326 

数字化技能 
非师范生 177 7.45 1.846 

2.21 0.028 
师范生 183 6.99 2.026 

数字化基础能力 
非师范生 177 6.81 2.465 

1.546 0.123 
师范生 183 6.42 2.354 

数字化高阶能力 
非师范生 177 14.72 4.798 

2.618 0.009 
师范生 183 13.4 4.759 

数字化发展 
非师范生 177 14.21 4.681 

2.403 0.017 
师范生 183 13.07 4.345 

个人特性 
非师范生 177 9.31 3.05 

2.717 0.007 
师范生 183 8.4 3.27 

表 3  各维度在居住地上的差异 

选项 我来自 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差 t Sig 

数字化认识 
农村 110 16.41 4.809 

1.863 0.064 
城镇 73 15.11 4.319 

数字化责任 
农村 110 13.76 4.402 

1.065 0.288 
城镇 73 13.07 4.204 

数字化技能 
农村 110 7.28 2.176 

2.505 0.013 
城镇 73 6.56 1.7 

数字化基础能力 
农村 110 6.69 2.544 

2.06 0.041 
城镇 73 6 1.979 

数字化高阶能力 
农村 110 13.88 4.93 

1.731 0.085 
城镇 73 12.67 4.422 

数字化发展 
农村 110 13.64 4.657 

2.309 0.022 
城镇 73 12.21 3.693 

个人特性 
农村 110 8.58 3.486 

0.929 0.354 
城镇 73 8.12 2.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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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性别差异的影响 
根据以上独立样本 t 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各个数

字素养维度在性别上的差异情况。数字化认识水平在

性别上的差异显著性检验 0.785 显著大于 0.05。说明数

字化认识水平在性别上不存在差异。依次类推，数字化

责任水平、数字化技能水平、数字化基础能力水平、数

字化发展和个人特性在地区上都不存在差异。调查结

果表示数字化素养各维度在性别上无显著差异。 

表 4  各维度在性别上的差异 

选项 性别 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差 t Sig 

数字化认识 

男 66 15.47 5.136 

-0.919 0.359 女 117 16.13 4.36 

数字化责任 

男 66 13.97 4.69 

1.136 0.257 女 117 13.21 4.102 

数字化技能 

男 66 7.02 2.187 

0.103 0.918 女 117 6.98 1.939 

数字化基础能力 

男 66 6.27 2.675 

-0.614 0.54 女 117 6.5 2.16 

数字化高阶能力 

男 66 13.29 5.532 

-0.22 0.826 女 117 13.46 4.286 

数字化发展 

男 66 13.03 5.309 

-0.075 0.941 女 117 13.09 3.718 

个人特性 

男 66 8.48 3.73 

0.266 0.79 女 117 8.35 2.995 

表 5  各维度在上网时长的差异 

变量 选项 N 平均值 标准差 F Sig 多重比较 

数字化认识 

2h 内 47 14.36 5.14 

2.822 0.04 3>1；4>1 2-4h 53 15.85 3.88 
4-6h 37 16.62 4.37 

8h 以上 46 16.91 4.89 

数字化责任 

2h 内 47 13.4 5.05 

1.079 0.359 / 2-4h 53 12.7 3.71 
4-6h 37 14.22 4.15 

8h 以上 46 13.89 4.31 

数字化技能 

2h 内 47 6.79 2.08 

0.244 0.865 / 2-4h 53 7.11 1.86 
4-6h 37 7.08 2.05 

8h 以上 46 7 2.18 

数字化基础能力 

2h 内 47 6.21 2.59 

0.463 0.709 / 2-4h 53 6.58 2.2 
4-6h 37 6.68 2.17 

8h 以上 46 6.22 2.46 

数字化高阶能力 

2h 内 47 13.38 4.89 

0.569 0.636 / 2-4h 53 13.94 4.51 
4-6h 37 13.51 5.16 

8h 以上 46 12.7 4.64 

数字化发展 

2h 内 47 13.04 4.48 

0.401 0.752 / 2-4h 53 13.47 3.96 
4-6h 37 13.19 4.1 

8h 以上 46 12.52 4.88 

个人特性 

2h 内 47 8.4 3.35 0.313 0.816 / 2-4h 53 8.28 2.91 
4-6h 37 8.84 3.41    8h 以上 46 8.17 3.53 

注：其中 1 代表 2h 以下，2 代表 2-4h，3 代表 4-6h，4 代表 6-8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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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上网时长差异的影响 
根据以上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数

字素养的七个维度中，只有数字化认识水平在上网时

长上存在差异，因为显著性检验结果为 0.04，明显小

于 0.05 的。而其他六个维度在上网时长上不存在差异。 
根据多重比较的结果可以看出，上网时长在 4-6h

和 6-8h 的数字化认识水平上高于上网时长在 2h 以下

的。总体而言，上网时长不同的师范生其数字素养存在

一定差异，呈上升趋势。调查结果显示，上网时长在数

字化认识水平上有一定差异，在其他维度上无显著差

异。 
4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在校大学生的实证调查和统计分析，本研

究得出的结论如下： 
4.1 师范生数字素养发展不平衡 
师范生数字素养可划分为数字化认识、数字化责

任、数字化技能、数字化基础能力、数字化高阶能力、

数字化发展、个人特性七个维度。研究结果显示，师范

生在这七个维度的均分为 11.09，但数字化技能

（M3=6.99）、数字化基础能力（M4=6.42）和个人特性

（M7=8.4）都显著低于其他维度的均分。由此看来，师

范生在数字化认识、数字化责任、数字化高阶能力和数

字化发展表明师范生普遍对数字化有一定的认识和了

解，并在数字化方面有一定的责任和能力。其次，师范

生在数字化技能方面的基础可能不够扎实，需要进一

步加强学习和实践，且大部分师范生在数字化技能方

面的水平相近，普遍有待提高。师范生在个人特性方面，

如自我驱动、创新能力等方面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4.2 师范生数字素养存在专业差异 
研究结果显示，上网时长对师范生数字素养存在

影响，但并不显著。而专业类别对学生的数字素养有显

著差别。可见，影响师范生数字素养的因素更关键的是

专业，这与前人研究有不同[1]。由于不同专业的课程设

置、教学重点和培养目标有所不同，导致学生们对数字

化的认识和了解程度存在差异。需指出的是，目前没有

直接的文献论证非师范类教师的数字素养水平高于师

范类教师的数字素养水平。实际上，教师数字素养的高

低并不直接取决于其是否毕业于师范类专业，而是与

教师个人的学习态度、技术掌握程度以及在实际教学

中的应用能力等因素密切相关。并且非师范类教师和

师范类教师在数字素养方面各有优势。非师范类教师

可能由于专业背景的不同，在某些特定领域具有更广

泛的知识和技能，这些知识和技能在数字素养的提升

中可能发挥一定作用。然而，师范类教师通常接受过更

为系统的教育学和心理学培训，对于教育教学有更深

入的理解和把握，这也有助于他们在数字素养方面取

得更好的成绩。最后，提升教师数字素养需要全社会的

共同努力和支持，包括加强教师培训、优化教学资源、

完善评价体系等方面的工作。 
4.3 师范生数字素养存在地区差异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数字化认识水平，数字化技能

水平、数字化基础能力水平、数字化发展性在地区上存

在差异，这可能与城乡基础环境差异引起，教育教学工

具没有及时迭代完善,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

等新技术还没有得到充分应用,网络互联互通、数据开

放共享程度不到位。而数字化责任水平数字化高阶能

力水平、个人特性在地区上不存在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这表明在重视数字技术运用、提升数字素养才能实现

数字化时代的协同治理推进教育拥有更加美好的前景

大体达成了共识。可以通过选派一批数字素养水平高

的数字教育专家到各级学校进行指导，开展师范生数

字素养培训、研讨和交流活动，师范生自身要主动加强

对数字技术的掌握，并充分利用政府、社会和学校提供

的各种优质共享资源,全面提升数字素养。在整体上来

自农村的师范生比城镇的数字素养更高，这与其他地

方的研究有区别[6]。由于第一师范有一批初中定向培养

的师范生，在高中两年受过的专业信息技能的培养，所

以他们整体的数字素养比高招生高，而初招生大部分

都是来自农村，造成来自农村的师范生数字素养比城

镇高的结果。 
对此，我们查阅大量文献，提出以下改善措施： 
深化课程改革，打造数字素养通识课程[10]。课程是

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以上数据表明虽然师范生数字

素养普遍提高，但是大学阶段课程对数字素养不够重

视。所以我们要按照不同年级和不同专业的不同要求，

从数字化认识、数字化责任、数字化技能、数字化基础

能力、数字化高阶能力、数字化发展、个人特性七个维

度展开，围绕课程设计目标，增加数字教学内容，以达

到增强学生数字素养能力的目的。特别是对于低年级

的学生，要开设数字素养基础课，帮助学生加强数字化

认识。 
优化专业结构，培养数字专业技能[10]。师范生偏重

于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而缺乏数字技能运用能力。第

一，对师范生专业结构上进行升级改造，与数字化相关

专业进行交叉融合，弥补师范生在这一方面的欠缺；第

二，进行跨专业学科合作，在某一项目中，通过师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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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非师范生的合作，解决具体问题，推动双方深度交流，

提高师范生数字技能的实际运用能力。 
针对大学生提供个性化培训，大力推崇新兴技术

运用教学[2]。通过大数据分析学生的学习特点、兴趣爱

好、学科水平等信息，可以更好地了解每个学生的个性

化需求。基于数据分析的结果，识别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并将其与相应的教学资源进行匹配。根据学生的个性

化需求，量身定制学习计划。随着学习的深入，学生的

学习状态和需求会发生变化。学校应定期评估学生的

学习进展，并适时调整学习计划，以确保其始终符合学

生的个性化需求。同时，加强数字化、信息化基础设施

硬件建设，并且鼓励学生学习 5G、大数据、人工智能、

区块链、云、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知识。通过课程学习

和实践活动，使他们掌握这些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应用

方法。激励师范生或非师范生深化信息技术应用，敢于、

善于应用新兴技术开展学情分析、策略调整和综合评

价[2]。即最终目的是将数字技术应用于今后教学工作生

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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