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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研究梳理教育数字化转型和教师信息化能力基础上，以地方高校教师为研究对象，分别从教
学、科研、管理三个结构维度，知识、能力、情感三个内容维度出发，分析地方高校教师的信息化能力结构要素，并

构建由信息意识态度、信息社会责任、ＴＰＡＣＫ知识、信息的获取与处理、信息化设计与开发、信息化应用与评价、
信息化反思与交流、信息化科研与创新、信息化管理与合作组成的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地方高校教师信息化

能力结构模型，以期为相关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提供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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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信息通信、人工智能、区块链和大数据等

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的结构形态和生产生活

方式将随之改变。从史前时代、农耕时代、工业时

代到信息时代，技术成为人类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

的最有效方式［１］。新兴数字技术的日益发展与广

泛应用，推动人类社会迈入数字化时代，数字化转

型成为各行各业由信息时代向数字化时代跨越的

核心议题。２０２１年，我国颁布“十四五”规划，明确

提出“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

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

式变革”［２］。教育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然面临数字化转型的机遇与挑战，教育数字化转

型成为近年来国家教育部门、各级各类学校和教育

研究人员关注的焦点。《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推

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

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推进教育新基建，推动

教育数字转型，支撑教育高质量发展［３］。党的二

十大提出教育、科技和人才三方面统筹协调的科教

兴国发展战略，并明确推进教育数字化。

高等院校作为社会所需各级各类人才培养、创

造和运用新兴技术的重要场所，是教育数字化转型

的先行者。高校教师是高等教育活动组织与实施

的践行者，其信息化能力水平的高低无疑成为教育

数字化转型的决定性要素。然而，地方高校以服务

地方发展为首要任务，以培养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

创新型、应用型、高素质综合人才为目标，其教师信

息化能力结构要素将具有新的特点。因此，探究教

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地方高校教师信息化能力结

构模型，对加快地方高校的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

提升教师的信息化能力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和

价值。

一、相关研究综述

（一）教育数字化转型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指将数字技术整合到教育

领域的各个层面，推动教育组织转变教学范式、组

织架构、教学过程、评价方式等全方位的创新与变

革，从供给驱动变为需求驱动，实现教育优质公平

与支持终身学习，从而形成具有开放性、适应性、柔

韧性、永续性的良好教育生态［４］。教育数字化转

型是教育的系统性、根本性变革，包括指向教育系

统目标的战略定位转型、能力结构转型和指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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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过程的教育机制转型、教育组织转型［５］，是数

字技术推动教育内部革新的持续演进过程，具有很

强的复杂性和动态性［６］，必须瞄准“教学”“管理”

两大业务应用领域，才能高质量实现教育全面数字

化转型［７］。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是高校各方面整

合应用新兴技术的过程，需要高等教育机构在技

术、文化和管理等方面开展数字化变革［８］，从学

校、专业和课程三个层面，分析高等教育教学数字

化转型的核心要素［９］。

已有研究成果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教育数字

化转型的内涵和核心要素进行了解读，但是有关教

育数字化转型的理念和实践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不过已有研究大多从宏观层面展开，强调整个教育

系统的变革，对于地方高校教师信息化能力结构的

转型涉及不多。因此，探究教育数字化转型对地方

高校教师的信息化能力结构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二）教师信息化能力

教师信息化能力是信息技术赋能教育教学对

教师专业发展提出的新内容，是决定教育数字化开

展效果的核心要素。已有研究涵盖信息化领导力、

学习力、职业能力、教学执行力、教学设计能力、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能力、教学

能力、专业能力、科研能力等方面。教师信息化领

导力是学校信息化领导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指

教师在教育信息化背景下，自觉运用信息化思想和

技能，通过教育教学、教学管理、教师专业发展、促

进学校信息文化等活动来影响学生、同事和校长以

便促进学校信息化教育教学发展和推进教育信息

化进程的能力和过程［１０］，包括信息技术能力、信息

化教学、信息化专业发展以及学校信息化文化等方

面［１１］。教师信息化学习力是在信息化学习环境

下，驱动教师学习行为发生、调节教师学习行为过

程、保障教师学习效果的动态能量系统［１２］。教师

职业能力指教师在履行教师职责的过程中所应该

具备的基本能力，信息时代需要重新塑造教师职业

能力结构，使之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１３］。

教学是教师的基本业务内容，教学能力是体现

教师业务水平和决定教学成效的重要指标。教学

执行力、教学设计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信息

技术与课程整合能力都属于教学能力的研究范畴。

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是以促进学生发展为目的，利

用信息资源从事教学活动、完成教学任务的综合能

力，由若干子能力构成，是动态的、变化的、有指向

的［１４］。其实质是教师在真实的教学情境中，运用

信息通信技术将学科知识“转化”成学生有效获得

的一种知能结构体，其目的在于实现技术促进型学

习，其核心是教学设计能力、实施能力与评价能

力［１５］３１。信息化教学意向、对技术的有用性和易用

性感知、自我效能及计算机经验是影响高校教师信

息化教学能力的重要因素［１６］。张哲等基于

ＴＰＡＣＫ理论模型，提出了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评

价指标及权重计算模型［１７］６６；张妮等基于典型的教

师信息化教学能力评价模型，设计了教师信息化教

学能力量表［１８］８１。教师专业能力有别于教师职业

能力和教师教学能力，是包含教师教学能力、教学

管理能力、教学评价能力等多种能力的综合

能力［１９］。

已有研究分别从不同视角对教师信息化能力

进行了解读，其中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学术成果最

多，但是大都侧重于教师业务范围的某一领域，关

注信息化教学能力的现状调查和提升策略，综合教

师多个业务范围，将教学、管理、科研和职业发展集

中于一体的研究尚不多见。同时，教育数字化转型

的时代背景赋予高校教师信息化能力新的时代特

征。地方高校作为服务地方经济的主要人才培养

场所，其教师信息化能力结构应该如何转型以顺应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时代需求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

问题。

二、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地方高校教师信息化

能力结构要素分析

　　基于已有研究，对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地方

高校教师的信息化能力结构要素进行分析。

第一，地方高校教师的业务范围决定其信息化

能力的结构维度。高校教师的主要业务范围是日

常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

下，地方高校教师的信息化能力结构应该涵盖教

学、科研和管理各个层面，信息化教学能力、信息化

科研能力和信息化管理能力成为地方高校教师信

息化能力的三大维度。

第二，地方高校教师的综合素质构成其信息化

能力的核心内容。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地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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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师的综合素质主要包括对各类技术的情感态

度及应用意识、知识结构和能力综合状况，即情感、

知识和能力三个方面。其中，对各类技术的情感态

度及应用意识决定其对技术的采纳应用情况，不少

学者认为教师对技术的情感态度与应用意识是影

响其信息化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知识结构情况决

定了其是否具备足够的知识开展信息化教学、科研

和管理工作，ＴＰＡＣＫ成为当前国内外认可最高的

教师知识结构分析框架；能力综合状况决定其能否

具备应用技术的各方面能力和素质。已有研究成

果对技术赋能教育时期教师的能力构成进行了界

定，如表１所示。
表１　教师信息化能力构成（部分研究）

学者 时间／年 构成

刘?等 ２０１４
教学设计能力、实施能力与评价能

力［１５］３１

葛文双等 ２０１７
ＩＣＴ融入教学的意识、素养、能力和
研究［２０］

颉梦宁 ２０１８
课程整合能力、教学设计能力、计

划执行能力、评价促进能力［２１］

张妮等 ２０２１
学科教学法知识、信息化教学设计

能力、实施能力、管理能力、评价能

力及反思能力［１８］８１

魏非等 ２０２２
数据驱动决策力、教学内容表现

力、人机协同育人力和数据赋能创

造力［２２］

　　由表１可知，随着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应用

的逐步深入，学者们对教师信息化能力构成的认识

逐步具体和细化，不同维度的划分虽存在一定的差

异，但也具有一定的共性，这为构建教育数字化转

型背景下地方高校教师信息化能力结构模型提供

了丰富的理论支撑。

三、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地方高校教师信息化

能力结构模型构建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和构成要素解读、教师

信息化能力综述和地方高校教师信息化能力结构

要素分析为构建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地方高校

教师信息化能力结构模型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设计

思路。基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背景，以地方高

校教师为研究主体，分别从教学、科研、管理三个结

构维度，知识、能力、情感三个内容维度出发，构建

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地方高校教师信息化能力

结构模型，如图１所示。
由图１可知，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地方高校

教师信息化能力结构模型由基础保障层、应用实践

层和融合创新层三部分构成，三个层级自下而上、

层层递进。纵向由情感、知识和能力三个内容维度

构成，其中能力维度又根据地方高校教师的业务范

围分为教学、管理和科研三个结构维度，涵盖信息

的获取与处理、信息化设计与开发、信息化应用与

评价、信息化反思与交流、信息化科研与创新、信息

化管理与合作六个部分。教学、科研和管理三个维

度彼此之间构成闭环，相互影响、互为支撑，共同组

成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地方高校教师信息化能

力的结构要素。

（一）基础保障层

情感和知识维度共同构成基础保障层，为地方

高校教师的信息化能力发展提供情感态度和知识

结构层面的保障。其中情感维度是指地方高校教

师对信息技术教育教学应用的认可度、使用态度以

及使用规范度，是教师信息化能力发展的基本情感

基础。通过综合分析文献将情感维度概括为信息

意识态度和信息社会责任两个方面，其中信息意识

态度反映教师对信息技术教育价值的认可程度、技

术使用意愿以及使用主动性；信息社会责任反映教

师在使用技术开展职业工作过程中的规范程度，包

括版权意识、遵纪守法意识和隐私安全保护意识等。

知识维度是指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地方高

校教师开展职业工作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储备，是教

师信息化能力发展的核心知识基础。智能教育时

代，地方高校教师不仅要具备专业知识、教学法知

识、文化素养知识和实践知识，还需要具备一定的

技术知识。由美国学者凯勒和米什拉提出的

ＴＰＡＣＫ（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理论是目前国际认可度较高、用以描述

信息化时代教师知识结构的理论模型［１７］６６。

ＴＰＡＣＫ是融合技术、学科内容和教学法的高级知
识形态，即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法知识。ＴＰＡＣＫ
理论框架通常包括教学法知识（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ＰＫ）、学科知识（Ｃｏｎｔｅｎ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ＣＫ）和技
术知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Ｋ）三种基本核心
知识，整合技术的教学法知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ｅｄ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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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ｇｉｃ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ＰＫ）、整合技术的学科知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ＣＫ）和学科教
学法知识（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ＰＣＫ）三
种复合知识以及深度融合技术、学科内容和教学法

的高级知识ＴＰＡＣＫ。因此，依据 ＴＰＡＣＫ知识理论
模型，将知识维度分为三个阶段，即由 ＣＫ、ＰＫ和
ＴＫ构成的初级知识，由 ＰＣＫ、ＴＣＫ和 ＴＰＫ构成的
复合知识和由ＴＰＡＣＫ构成的高级知识。

图１　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地方高校教师信息化能力结构模型

　　（二）应用实践层
应用实践层构成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地方

高校教师信息化能力维度的核心内容，主要指教师

利用新兴技术手段开展各种职业活动，通过信息化

教学应用实践，提升自身的信息素养和技术应用能

力。应用实践层主要包括信息的获取与处理、信息

化设计与开发、信息化应用与评价和信息化反思与

交流四个部分。

１．信息的获取与处理能力。作为数字化时代
的高校教师，应该具备科学利用各种新兴技术获取

和处理各种信息资源以开展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

力。面对海量的数字化资源，如何快速、高效、准

确、及时地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是教育数字化

转型背景下，地方高校教师应该具备的基本信息化

能力。因此，地方高校教师需要及时了解、熟悉并

能灵活使用常见的信息化文本、图片和视音频资源

获取工具或平台，如中国知网、谷歌学术、Ｗｅｂ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等国内外数字化文献资源数据库；站酷、动
图宇宙、阿里巴巴矢量图库等图片资源获取平台；

稞麦、硕鼠、迅雷等视音频资源下载工具；格式工

厂、狸窝转换器等资源格式转换工具；喀秋莎、剪映

等视音频资源处理工具；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网络

公开课、哔哩哔哩等网络平台获取信息，能够科学

辨识和筛选信息，并根据自己的个性化需求对信息

进行加工和处理。

２．信息化设计与开发能力。教学活动由教师、
学生、教学内容、教学环境、教学资源、教学活动和

教学策略等要素组成，良好的教学活动既需要丰富

的教学资源，又需要教师对教学活动过程进行精心

的设计和科学的安排。作为教学活动的实践主体，

地方高校教师必须具备利用信息技术手段进行教

学设计和教学资源开发的能力，即信息化设计与开

发能力，才能顺应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背景。信

息化教学设计能力即教师能够在数字化环境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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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合适的技术手段收集数据，精准开展学情分析；

基于学情分析结果和教学内容设计恰当的教学目

标、学习过程和教学活动，借助生动形象的数字化

教学资源、灵活多元的教学策略、恰当科学的教学

方法和创新有趣的教学模式开展教学，并能够及时

收集过程性和总结性教学数据开展教学效果评价

的能力。信息化开发能力是指教师能够基于教学

目标和教学内容，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设计、开发

或制作数字化课件资源、学习空间、微课资源、教学

模式、教学活动等的能力。

３．信息化应用与评价能力。教学实施过程和

教学效果评价是教育教学活动开展的重要环节，是

衡量教师教学设计合理性和教学素质综合性的重

要指标。因此，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地方高校

教师要具备利用合适的技术手段创设教育教学环

境、组织开展教学活动、管理教学过程、收集教学过

程性和结果性数据、开展多元化教学效果评价的能

力，即信息化应用与评价能力。如利用虚拟现实技

术模拟真实场景增强沉浸感、利用智慧教室的智能

化设备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利用微助教和活

动抽签等增加课堂互动、利用学习通和钉钉等教学

平台发布任务活动管理课堂并收集教学数据等。

同时，学习分析技术、数据挖掘技术和文本分析技

术为教学评价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

４．信息化反思与交流能力。反思和交流是促
进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形式，是优秀教师必须具备

的核心素养。教学反思有助于教师及时总结教学

经验，发现教学活动开展过程中的亮点与不足；教

学交流有助于促进教师同行之间的经验分享和研

讨沟通，帮助教师开拓视野，形成教师发展共同体。

因此，作为数字化时代的地方高校教师，要具备善

于利用各种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及时总结、分享教

育教学经验和职业心得体会，增加与同校异校、线

上线下、同步异步沟通交流机会的能力，即信息化

反思与交流能力。如通过国家高等教育智慧平台

学习优秀教师同行的课程资源，加入国家同专业虚

拟教研室等；通过腾讯会议、钉钉、微信和其他直播

工具等参与学科专业研讨会，增加与同行专家的同

步异步交流等。

（三）融合创新层

融合创新层构成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地方

高校教师信息化能力维度的最高级别，主要指教师

能够深度融合技术、教学法和学科内容，打破传统

教学理念，实现管理创新和科研创新。应用实践层

主要包括信息化科研与创新和信息化管理与合作

两个部分。

１．信息化科研与创新能力。数字化环境下高
校教师的科研能力包括科研论文的写作能力、科研

选题能力、科研项目申报能力、科学研究方法和成

果的被应用和被采纳能力［２３］。高等院校是知识应

用与创造的重要场所，科研与创新是高校教师需要

具备的高级素养，是在长期的教学和管理实践过程

中，不断积累、反思、总结和创造的结果。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为地方高校

教师的科研提供了便捷的条件、海量的资源和智能

的工具，为科研与创新工作的开展赋予新的机遇和

挑战。因此，作为数字化时代的高校教师，需要具

备科学选择利用合适的信息化工具开展科研资源

搜索与处理、科研成果撰写与发表、科学知识创造

与宣传等工作的能力，即信息化科研与创新能力。

如灵活运用中国知网、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百度学术、
谷歌学术等国内外数字化文献资源数据库搜索最

新的科研成果；利用 Ｅｓｔｕｄｙ、ＥｎｄＮｏｔｅ、ＮｏｔｅＥｘｐｒｅｓｓ

等文献管理工具管理文献；利用 ＳＰＳＳ、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等
工具进行数据分析和文献分析等。

２．信息化管理与合作能力。教育活动的开展
涉及教务部门、教学单位、教辅单位、教师、学生等

多个部门或成员的通力合作和有效沟通，管理与合

作能力是每个教师必须具备的高级综合素质。高

等教育信息化发展和教育数字化转型工作的推进，

为教育管理和教育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技术环境基

础，作为数字化时代的地方高校教师，必须具备充

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借助数字化技术环境，优化

课堂管理、教学管理和合作交流的方法和策略，提

升个人管理与合作素养的能力，即信息化管理与合

作能力。如利用在线教学工具、课堂互动软件或智

慧教室录播平台系统等对课堂教学任务、活动或数

据进行管理；利用学校的教务管理系统、实践教学

管理平台、网络教学平台、教学质量评价平台进行

教学管理；利用学校的网上服务大厅等网络综合平

台对教师的各项信息进行系统化综合管理；利用腾

讯文档、石墨文档等在线协作工具，促进教师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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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流合作与分享沟通等。

四、结语

地方高校作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场所，

以培养高素质、创新型、应用型人才为核心培养目

标，教育数字化转型对地方高校教师的信息化能力

和数字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已有研究成果，

结合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背景，综合考虑地方高

校教师的能力发展特点，构建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

下地方高校教师信息化能力结构模型。一方面，为

地方高校教师的信息化能力提升和数字素养培养

提供理论框架和评价维度；另一方面，为地方高校

的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发展方向和实践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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