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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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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数字素养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教师数字素养评价框架，规定了数字意识、数字知识、数字应用、数字伦理和安全以

及专业发展的评价维度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对教师数字素养的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字素养 digital literacy
个体恰当利用数字工具来获取、加工、管理和评价信息，促进知识的理解、建构和创造，发现、分

析和解决问题而具有的意识、能力、思维及修养。

3.2

教师数字素养 digital literacy of teachers

教师具有的数字素养（3.1）。

3.3

评价 evaluation
对事物在性质、数量、优劣、方向等方面做出的判断。

[来源：GB/T 27922—2011,3.4]

3.4

评价维度 evaluation dimension

可观测的、可测量的具体评价内容。

4 数字素养评价框架

教师数字素养评价框架包括 5个一级维度、若干二级维度和若干三级维度，见图 1。一级维度包括：

数字意识、数字知识、数字应用、数字伦理和安全、专业发展。每个一级维度由若干二级维度组成，每

个二级维度由若干三级维度组成。

第 5章到 9章分别规定了用于描述各一级维度的二级维度和三级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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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教师数字素养评价框架

5 数字意识

5.1 概述

数字意识是指客观存在的数字化相关活动在教师大脑中的能动反映，表现为教师对数字信息识别的

敏感性、对教育数字化价值的判断力、对教育数字化的接受度等方面，包括数字认识、数字情感和数字

意志。

5.2 数字认识

数字认识是指教师对所获得的数字信息进行初步判断的能力，包括具备辨别数字信息真伪性的意

识、具备判断数字信息时效性的意识、具备判断数字信息是否满足教学需求的意识。

5.3 数字情感

数字情感是指教师对把数字资源和工具应用于教育教学的认识、看法及态度等，包括理性看待教育

数字化的利与弊、愿意开展教育数字化创新探索实践。

5.4 数字意志

数字意志是指教师在面对教育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时，积极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意志，包

括努力克服教育数字化活动中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具备运用数字技术持续开展和改进教育教学的主动

性。

5.5 评价维度

数字意识的二级维度及三级维度见表 1。
表 1 数字意识评价维度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三级维度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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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三级维度 描述

数字意识

数字认识

具备辨别数字信息真伪性的意识 具有对数字信息的真与假进行辨别的意识

具备判断数字信息时效性的意识
能够对数字信息时效性进行感知和判断，具有及
时更新的意识

具备判断数字信息是否满足教学需求的意识
具有对数字信息是否满足教学需求进行判断的
意识

数字情感
理性看待教育数字化的利与弊

能够理性看待数字资源和工具在教育教学各方
面的作用，厘清数字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利与弊

愿意开展教育数字化创新探索实践
具有主动寻求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开展教
育教学数字化创新探索与实践的意识

数字意志

努力克服教育数字化活动中面临的困难与挑
战

在教育数字化活动过程中遇到困难时，能够努力
克服困难与挑战

具备运用数字技术持续开展和改进教育教学
的主动性

具有运用数字技术常态化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和
持续改进教育教学的意识

6 数字知识

6.1 概述

数字知识是指教师在应用数字资源和工具过程中应该了解与掌握的知识，表现为教师对日常教育教

学活动中所需的数字权利、数字安全、数字应用相关基础知识和常用技能知识的掌握，包括数字基础知

识和数字技能知识。

6.2 数字基础知识

数字基础知识是指教师应用数字资源和工具过程中应该了解的基本理论知识，包括了解数字信息权

利基础知识、了解数字安全基础知识和法律法规、了解新兴技术基础知识及其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现状。

6.3 数字技能知识

数字技能知识是指教师应用数字资源和工具过程中应该掌握的日常办公、教育教学数字化相关硬件

设备和软件系统的技能知识。

6.4 评价维度

数字知识的二级维度及三级维度见表 2。
表 2数字知识评价维度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三级维度 描述

数字知识

数字基础知识

了解数字信息权利基础知识
了解数字信息获取、生产、组织、拥有、传播及
使用等过程中相关权利基础知识

了解数字安全基础知识和法律法规
了解预防计算机病毒、防止信息泄露等数字安全
相关基础知识和法律法规

了解新兴技术基础知识及其在教育领
域的应用现状

了解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基础
知识及其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现状

数字技能知识

掌握日常办公、数字化教育教学相关硬
件设备的基本操作

掌握日常办公设备、数字化教育教学设备等有关
硬件设备的基本操作和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法

掌握日常办公、数字化教育教学相关软
件系统的基本操作

掌握办公软件、媒体资源处理软件、学科专用教
学软件、数字化教学系统等有关软件系统的基本
操作和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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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数字应用

7.1 概述

数字应用是指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用数字资源和工具的能力，表现为能够有效利用适切的数字

资源、数字工具和数字化教育教学方法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包括数字资源收集与处理、数字化学情分析

与评价、数字化教育教学优化与创新、数字素养协同共育。

7.2 数字资源收集与处理

数字资源收集与处理是指教师应用数字工具获取和处理所需教学资源的能力，包括数字资源获取与

甄别，对数字资源进行加工、处理、评估、整合、再造与分享，利用数字工具搭建个人教学资源库。

7.3 数字化学情分析与评价

数字化学情分析与评价是指教师应用数字化手段开展学情诊断和分析的能力，包括利用数字技术开

展学情分析和实施科学教学评价。

7.4 数字化教育教学优化与创新

数字化教育教学优化与创新是指教师应用数字化手段优化教育教学活动并开展教育教学模式创新

的能力，包括科学合理选用数字产品和服务、借助数字技术辅助教学策略优化、开展融合数字技术的教

育教学创新实践。

7.5 数字家校沟通与协同

数字家校沟通与协同是指教师能选用恰当的数字工具与家长进行有效沟通，协同家长对孩子开展数

字素养教育，包括家校沟通与协同和培养学生的数字素养。

7.6 评价维度

数字应用的二级维度及三级维度见表 3。
表 3数字应用评价维度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三级维度 描述

数字应用

数字资源收集与处
理

数字资源获取与甄别 能够通过恰当的方式获取符合需求的数字资源

数字资源加工、处理、整合、再
造与分享

能够根据教学需求对相关资源进行加工、处理与整
合，能够对数字资源进行再造与分享

利用数字工具搭建个人教学资源
库

能够运用数字工具建立和管理个人教学资源库

数字化学情分析与
评价

利用数字化手段开展学情分析 能够综合运用数字工具开展学情分析

利用数字技术实施科学评价
能够根据教学目标与内容，利用数字技术开展科学评
价，为评估教学效果和调整教学策略提供支持

数字化教育教学优
化与创新

科学合理选用数字工具和服务
能够根据教学需要，合理选用数字工具和服务，为教
育教学活动提供有效支持

借助数字技术辅助教学策略优化
能够有效使用数字技术手段收集学生反馈，对教学行
为和策略进行及时调整与优化

开展融合数字技术的教育教学创
新实践

能够选择、设计、实施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的新
模式与新方法

数字家校沟通与协
同

利用数字工具开展有效家校沟通 能够选择合适的数字工具与家长进行有效沟通

协同培养学生数字素养
能够协同家长教育学生科学合理使用数字产品和服
务，不断提升学生网络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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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数字伦理和安全

8.1 概述

数字伦理和安全是指与数字化活动相关的伦理道德规范，以及在应用数字资源和工具过程中的数字

安全，表现为教师在数字信息生产、传播、使用等过程中能够遵循相关伦理道德规范、注重数字安全等，

包括数字伦理道德和数字安全。

8.2 数字伦理道德

数字伦理道德是指教师能遵守与数字化活动相关的道德行为规范，包括尊重与数字保护知识产权和

在网络空间中遵循基本道德准则。

8.3 数字安全

数字安全是指教师能够合理合法地收集、发布、传播、使用和管理数字信息，包括不发布和传播违

反法律法规的数字信息，合理合法收集、储存和使用他人数字信息，注重保护个人数字身份、做好病毒

预防与数据备份。

8.4 评价维度

数字伦理和安全的二级维度及三级维度见表 4。
表 4数字伦理和安全评价维度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三级维度 描述

数字伦理和
安全

数字伦理道德
尊重与保护数字知识产权 在数字信息生产、传播和使用过程中尊重与保护知识产权

在网络空间中遵循基本道德
准则

在网络空间中遵循基本的道德准则，不捏造和散布虚假信
息，不发布和传播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不良信息

数字安全

不发布和传播违反法律法规
的数字信息

不发布和传播危害国家安全等违反法律法规的数字信息

合理合法收集、存储和使用他
人数字信息

遵循正当必要、知情同意、目的明确、安全保障、依法利
用的原则收集、存储、使用他人数字信息

注重保护个人数字身份
做好个人数字签名、数字水印、网络 ID、身份二维码等管
理与保护工作

做好计算机病毒预防与数据
备份

做好计算机病毒预防工作，并对重要数据进行定期备份

9 专业发展

9.1 概述

专业发展是指教师能够应用数字技术促进自身和他人专业能力的持续发展，表现为教师利用数字技

术持续获取学科知识与教学法知识、有效开展协同教研、辐射影响力等方面，包括数字化获取知识、数

字化专业能力成长。

9.2 数字化获取知识

持续获取知识是指教师能够应用数字技术不断更新现有的知识结构，掌握教育数字化前沿知识，包

括利用数字技术持续获取学科知识和不断积累数字化教育教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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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数字化专业能力成长

专业能力成长是指教师能够利用数字技术开展教学研究，助力自身和他人专业发展，包括利用数字

技术开展协同教研、开展数字化教育教学研究、利用数字技术辐射影响力。

9.4 评价维度

专业发展的二级维度及三级维度见表 5。
表 5专业发展评价维度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三级维度 描述

专业发展

数字化获取知识
利用数字技术持续获取学科知识 利用数字技术持续性获取学科专业知识

利用数字技术不断积累数字化教育
教学知识

利用数字技术不断积累数字化教育教学知识，掌握新
模式、新技术和新方法

数字化专业能力
成长

利用数字技术开展协同教研 利用数字技术开展更加广泛、有效的协同教研

开展数字化教育教学研究 主持或参与数字化教育教学相关课题研究

利用数字技术辐射影响力 运用数字技术分享优质教育资源和成功教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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