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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数字技术愈发成为驱动

人类社会思维方式、组织架构和运作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全方位重

塑的引领力量。每一次科技重大发展与创新，每一次产业变革与生活

方式转型，均影响乃至改变着教育。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创新教育路径、

重塑教育形态、推动教育发展提供了新的重大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

战。 

 政策文件 

发挥网络教育和人工智能优势，创新教育和学习方式，加快发展

面向每个人、适合每个人、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

会。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聚焦教育、医疗、养老、抚幼、就业、文体、助残等重点领域，

推动数字化服务普惠应用，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推进学校、医院、

养老院等公共服务机构资源数字化，加大开放共享和应用力度。推进

线上线下公共服务共同发展、深度融合，积极发展在线课堂、互联网

医院、智慧图书馆等，支持高水平公共服务机构对接基层、边远和欠

发达地区，扩大优质公共服务资源辐射覆盖范围。加强智慧法院建设。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互联网+公共服务”，创新提供服务模式和产品。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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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数字化从资源向数据纵深推进。统筹推进教育数字化和学习

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纵深推进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重点做好

大数据中心建设、数据充分赋能、有效公共服务、扩大国际合作四件

事。主动服务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树立“大教育”观，加

快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 

——2023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高层声音 

 孙春兰：世界数字教育大会致辞 

将把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打造成教育领域重要的公共服务产品，促

进数字技术与传统教育融合发展，呼吁各国携手推动守正创新，使数

字教育成果更多惠及各国人民，传递出中国政府对推动数字教育高质

量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 

 怀进鹏：数字变革与教育未来 

数字化转型是世界范围内教育转型的重要载体和方向。当前，科

技革命向纵深发展、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社会治理迭代升级，人类生

产、生活和思维以及交流方式已发生变化，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

多样化、弹性化学习需求与日俱增，既对重塑教育的内涵和形态提出

了迫切需求，也为教育变革与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平台和动力引擎。 

一、什么是数字教育？ 

数字教育是公平包容的教育。数字技术具有互联互通、即时高效、

动态共享的特征，能够快速高效地把分散的优质资源聚合起来，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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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限制，跨学校、跨区域、跨国家传播分享，让身处不同环境的人

都能够平等地获得教育资源的机会和渠道。 

数字教育是更有质量的教育。发展数字教育，能够撬动课堂教学

发生深层次变革，创新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模式，以教育的智能化支

撑提高教育管理和评价效能，提高人类学习与认知效能，为实现更加

优质的教育提供强大动力。 

数字教育是适合人人的教育。数字教育能够在个性化地学、差异

化地教、科学化地评等各方面发挥独特优势，通过信息跟踪挖掘、数

字回溯分析、科学监测评价等，为每个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教育方案。 

数字教育是绿色发展的教育。绿色发展是以效率、和谐、持续为

目标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式。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能源危机、气

候危机和生物多样性危机，教育不仅不能置身事外，还应为推动经济

社会绿色发展发挥基础性支撑作用。 

数字教育是开放合作的教育。数字时代为我们带来了开放合作的

高效平台。无论是消除数字壁垒、缩小数字鸿沟、提升教育领域危机

应对能力，还是培育合作增长点、挖掘发展新亮点、推动教育转型创

新，都需要我们坚持合作包容共赢的理念，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推动

共同发展。 

二、我国教育数字化战略实施路径 

建强国家中心，汇聚共享优质资源。全力构建国家数字教育资源

中心；成立国家数字资源建设委员会。示范带动区域教育资源服务中

心建设，通过加强国家中心枢纽能力，联结区域中心，实现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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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用户互认，形成多级、多方协同共建的国家数字资源公共服务体系。 

强化数据赋能，提升教书育人效力。推动教学评价科学化、个性

化；推动教育教学多元化、多样化；推动教育治理高效化、精准化，

更好提升教育管理效率和教育决策科学化水平。 

提升数字素养，助力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以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的

广泛深入应用为抓手，持续推动全面学习，积极探索多样态学习，深

入推动终身学习。 

加强国际合作，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繁荣。为不同国别、不同肤色、

不同语言的青少年搭建更多沟通平台、创造更多合作机会；与各国同

行一起，共同探索数字教育的规划、标准、监测评估，开展知识产权

保护、数据安全管理、数字伦理风险防范和隐私保护等诸多方面的交

流合作。 

 吴岩：扎实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 

高等教育数字化战略不是一般的策略问题，而是影响甚至决定高

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实现高等教育学习革命、质量革命

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和创新路径，事关在新一轮国际高等教育竞

争中，中国能否下好先手棋、抢占制高点、提升话语权、扩大影响力

的关键，事关中国高等教育能否实现从全面并跑到战略领跑的重大突

破，事关中国高等教育能否真正适应普及化阶段质量多样化、学习终

身化、培养个性化、治理现代化需求，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

大战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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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观点 

 袁振国：教育数字化转型：转什么，怎么转 

一、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思想、认识上的转变 

1.数字化不仅赋能教育更是重塑教育。教育数字化是对现有教育

的改造，更是对未来教育的想象，如何把握未来教育的走向对充分认

识和发挥数字化的作用非常重要。数字化教育首先是打破了教育的时

空限制；其次是打破了一门课、一本书的局限；第三是打破了一个班

级四、五十个学生伴随数年不变的局限；第四是打破了标准化、统一

化的教学模式。 

2.教育数字化是以人为中心的数字化。“教育+数字化”，就是要

以人为中心，以学习为中心，以促进人自由的、全面的、个性化的发

展为目的，要从教育的问题出发，从未来的需要出发，以解决问题和

变革创新导向，以教育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为引导，让技术为育人服

务，在促进人的发展过程中发挥数字教育的不可替代性。 

3.人机融合是教育数字化转型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人机融合

的数字教育是高级发展阶段，拥有人工智能的虚拟人与实体人的界限

变得模糊，他们将组成共同体参与教学活动，实体教师和虚拟教师、

实体学生和虚拟学生在虚拟学习空间内自由组成虚拟班级开展教学活

动。学习活动以更加灵活的形式展开，教育模式也将发生革命性变化，

面向每个人、适合每个人的教育真正实现。 

二、教育数字化转型是要素的转变 

1.突破路径依赖，创新应用场景。教育数字化的第一个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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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应用的场景，是在学、教、管、评过程中的具体应用。教育数字化

就是要突破既有制度限制创新应用场景，统筹推进“学-教-管-评”四

大应用场景的数字化进程，把握数字化学习从标准化走向个性化、数

字化教学从被动接受走向主动探究、数字化管理从静态监管到动态治

理、数字化评价从选拔走向促进学生个性化成长的转变，将数字技术

深度融入教育的全方位、全流程，聚焦教育教学变革的核心地带，是

转型的重点。 

2.开发数字资源，解决有路无车问题。数字资源是以学生为中心，

为学习者提供的基于“网络平台+移动终端”持续的、动态的数字化学

习内容。数字资源具有超越传统介质的颗粒细小、呈现生动、自主选

择、链接互通、自适应推荐等重要特征和功能。 

3.提升师资数字素养，实现人机融合。教育数字化离不开人的作

用，尤其是教师的作用。这里的教师，不是传统的教师，而是具备数

字素养，具有人机互动、人机协同能力的教师。 

4.提升国家数字教育平台能级，形成数字中枢。国家、地区数字

教育平台是一个跨部门的空间，目前我国还存在着教育资源单一、资

源持续演进能力不足、平台的智能化能力不足等问题。 

三、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治理方式的转变 

1.顶层设计，统筹规划。主要包括构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框

架、研发数字教育成熟度模型、发展数字化转型能力、研发融合创新

的终身学习认证体系、研究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理论与促进机制、做好

各级各类教育数字化转型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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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把握发展阶段，找准发展路径。数字技术应用于教育的过程分

为起步、应用、融合、转型四个阶段。在起步阶段，关注重点为基础

设施建设和教师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在应用阶段，优质的数字教育资

源和完善的学习管理系统必不可少；在融合阶段，利用数字技术促进

教师教学能力发展和基于数字化环境的教学方法创新是其鲜明的特征；

在转型阶段，重点关注充分融合新兴技术助力教育生态重构。 

3.以数字化思维治理数字化教育。破既有制度的束缚，从纵向管

理向横向治理转变，将是数字化治理的重要任务。 

（摘编自《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3）） 

 余胜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路径 

教育数字化转型包括技术、业务、人本三个层面，在转型过程中

会历经部门局部信息化应用、机构整体应用与整合、业务流程服务化

重构、未来学校的组织变革、智慧教育服务新生态的关键阶段，形成

递进型的转型路径。 

有效推进学校数字化转型，需要提升学校组织成员对教育数字化

转型创新的认知与接纳、科学规划学校数字化转型的顶层设计、明晰

技术赋能教育业务创新的路径及更新教育业务模式、重构组织结构以

及规则体系支持新教育业务形态、建立学校数字化发展持续改进的绩

效评估体系等五个方面开展行动。 

（摘编自《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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