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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华中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

育部教育技术与资源发展中心、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北京大学、西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

京邮电大学、首都师范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吴砥、朱莎、杨宗凯、曾祥翊、宋灵青、杨金勇、李青、钱冬明、方海光、李

毅、尚俊杰、曾海军、余云涛、王珠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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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数字素养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学生数字素养框架，包括数字意识、数字知识与技能、计算思维、数字化合作与交流、

数字化学习与创新、数字社会责任六个维度。 

本文件可为学生数字素养评价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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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数字素养 digital literacy of students 

学生恰当利用数字技术来获取、整合、管理和评价数字内容，理解、建构和创造新知识，发现、分

析和解决问题的意识、能力、思维及修养。 

4 学生数字素养框架 

学生数字素养框架包含 6个一级维度、15 个二级维度和 37个三级维度，见图 1。一级维度包含：

数字意识、数字知识与技能、计算思维、数字化合作与交流、数字化学习与创新和数字社会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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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到第 10 章分别规定了各个一级维度的具体内容。 

学生数字素养框架

数字意识 数字知识与技能 计算思维 数字化合作与交流 数字化学习与创新 数字社会责任

数
字
感
知
意
识

数
字
应
用
意
识

数
字
安
全
意
识

数
字
知
识

数
字
技
能

问
题
分
解

算
法
思
维

问
题
抽
象

数
字
化
合
作

数
字
化
交
流

数
字
化
学
习

数
字
化
创
新

数
字
健
康

数
字
伦
理

数
字
法
律

框架名称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图 1 学生数字素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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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字意识 

概述 

数字意识是指学生对数字内容的敏感度和对数字内容价值的判断力，包括数字感知意识、数字应用

意识和数字安全意识。 

数字感知意识 

数字感知意识是指学生具有针对解决问题的需要、评估数字内容的来源、辨别数字内容的可靠性和

时效性的意识，包含数字敏锐性、数字判断力与数字挖掘意识。 

数字应用意识 

数字应用意识是指学生具有主动寻找合适的数字设备、平台与资源解决问题的意识，包含数字技术

应用动机、数字技术应用思维、基于数字技术终身学习的意识。 

数字安全意识 

数字安全意识是指学生具有保护个人和他人隐私、分辨健康与有害数字内容的意识，包含隐私保护

的意识、健康与有害数字内容分辨的意识、安全使用各种数字技术的意识。 

维度 

数字意识的二级维度及三级维度见表1。 

表1 数字意识维度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三级维度 描述 

数字意识 

数字感知意识 

数字敏锐性 通过各种媒体获取数字内容时，对数字内容产生的主观认知意识 

数字判断力 
根据问题解决需要，评估数字内容来源，辨别数字内容可靠性和时效

性的意识 

数字挖掘意识 搜索并发现有效数字内容、隐藏数字内容的意识 

数字应用意识 

数字技术应用动机 
主动使用数字设备、平台与资源的意愿、兴趣等，如使用各种电子设

备进行数字化阅读的习惯等 

数字技术应用思维 
应用数字设备、平台与资源对外部数据与内部知识经验进行联结的系

列过程，包括利用思维导图工具开展头脑风暴活动的意识等 

基于数字技术终身

学习的意识 

利用数字设备、平台与资源为自身学习服务，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意识 

数字安全意识 

隐私保护的意识 

利用技术或非技术手段防止自身或他人隐私泄露、被非法利用等的意

识，如加强个人数字证书安全存储和使用、不偷窥他人隐私、不随意

传输或存储个人支付账户信息等 

健康与有害数字内

容分辨的意识 

辨别健康与有害数字内容，并尝试遏制有害数字内容随意蔓延，如不

随意听信谣言、不轻信广告、不随意转发不实链接、能检举有害数字

内容等 

安全使用各种数字

技术的意识 

不随意识别陌生人的二维码、不随意打开可疑网站、不随意下载可疑

软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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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数字知识与技能 

概述 

数字知识与技能是指学生利用数字技术解决问题所必须具备的理论、知识与方法，包括数字知识与

数字技能。 

数字知识 

数字知识是指学生在解决问题时应了解与掌握的数字技术背景、原理与操作理论等，包含数字技术

背景知识、数字技术原理知识、数字技术操作知识。 

数字技能 

数字技能是指学生掌握日常学习和生活中数字设备、平台等的使用方法，能结合需求检索、选择、

组织、加工和整合所需数字内容，包含数字应用能力与数字融合能力。 

维度 

数字知识与技能的二级维度及三级维度见表2。 

表2 数字知识与技能维度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三级维度 描述 

数字知识

与技能 

数字知识 

数字技术背景知识 

了解数字设备、平台与资源的相关概念；理解数字技术的发展能促使人

类生产、生活、学习等方式的变化等；了解数字技术的发展历程、基本

现状及未来趋势 

数字技术原理知识 
知道依据需求获取数字内容的一般过程与原理；了解数字内容传播的基

本原理过程；初步认识数字内容处理与再利用的基本原理 

数字技术操作知识 
掌握常见数字设备、平台的技能知识；了解数据检索、获取、评测、分

类、存储、管理的技能知识；了解数字资源设计方法与开发的技能知识 

数字技能 

数字应用能力 

根据问题解决需要，能够寻求恰当方式检索所需数字内容；快速提取且

有效使用数字内容；利用各种数字设备与平台交流和评价数字内容；通

过各种途径和方法鉴别和分析数字内容；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发布和共

享数字内容等 

数字融合能力 
结合自身知识背景重新处理和整合既得数字内容；基于数字设备、平台

与资源，综合运用已有的数字内容解决现实问题或完成特定学习任务 

7 计算思维 

概述 

计算思维是指学生运用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思想方法，在问题解决过程中涉及的分解、抽象、建模、

算法设计等思维活动，包含问题分解、问题抽象和算法思维。 

问题分解 

问题分解是指学生能将问题分解为多个可解决的子问题，并分析多个子问题间的关系，包含确定问

题组成部分的确定、大问题的分解、子问题间关系的厘清。 

问题抽象 

问题抽象是指学生能归纳概括问题的本质属性和特征，整合不相关的信息，实现问题分类、规则制

定或模型建构，包含问题基本特征的明确、问题解决过程和方法的概括、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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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思维 

算法思维是指学生能制定、反思、优化一系列有序的问题解决步骤或方案，可使用简单算法，利用

计算机实现问题自动化求解，并将其迁移到其他问题求解中，包含问题解决步骤或方案的研制、算法设

计与编写、算法的测试优化和迁移应用。 

维度 

计算思维的二级维度及三级维度见表3。 

表3 计算思维维度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三级维度 描述 

计算思维 

问题分解 

问题组成部分的确定 对问题进行全面地理解，明确问题的背景、目标和约束条件 

大问题的分解 
将整个问题划分为多个相对独立的子问题，每个子问题都是原问

题的一个部分 

子问题间关系的厘清 
分析子问题之间的依赖关系和相互影响，确定它们之间的逻辑关

系和执行顺序 

问题抽象 

问题基本特征的明确 分析问题，确定问题中的关键特征或关键变量 

问题解决过程和方法的概括 
从具体问题中提取出共性，概括问题的一般规律、通用解决方法

和策略 

模型构建 
根据关键要素和问题的共性，整合不相关的信息，建立一个不涉

及具体细节和特定情境的模型 

算法思维 

问题解决步骤或方案的研制 根据问题的特点和要求，制定问题解决的一系列步骤或者方案 

算法设计与编写 
设计算法的整体框架和基本思路，并利用数字设备或平台将算法

的设计转化为具体的程序代码，实现问题的自动化求解 

算法的测试优化和迁移应用 
对编写的算法进行测试、调试、优化，提高算法的效率和性能，

并将算法灵活运用于其他问题的解决过程中 

8 数字化合作与交流 

概述 

数字化合作与交流是指学生在日常学习与生活中利用数字设备、平台等进行资源分享、互动讨论、

沟通合作以高效完成某一活动或任务的能力，包含数字化合作和数字化交流。 

数字化合作 

数字化合作是指学生能围绕学习任务，利用数字设备与团队成员合作解决学习问题，协同完成学习

任务，包含远程协作解决问题和弹性协同完成学习任务。 

数字化交流 

数字化交流是指学生在日常学习与生活中，灵活利用数字设备、平台与同伴、老师、家长等进行交

流与互动，包含数字资源分享、基于数字技术的社交活动。 

维度 

数字化合作与交流的二级维度及三级维度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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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数字化合作与交流维度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三级维度 描述 

数字化合

作与交流 

数字化合作 

远程协作解决问题 
熟练应用数字设备与平台，通过共享文档、实时通信、在线会议等

方式与同伴进行远距离合作，解决简单的问题 

弹性协同完成学习任务 
能够与同伴以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合作完成学习任务，如多人

同时采用面对面与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异步完成项目作业 

数字化交流 

数字资源分享 
利用数字设备与平台主动向同伴或教师分享与学习主题或任务相

关的数字资源，实现数字资源最大化利用 

基于数字技术的社交活

动 

具有利用电子邮件、社交 APP 等数字工具与教师、同伴、家人进

行互动、沟通与讨论的行为习惯；善于和虚拟助教、通用人工智能

等数字设备或平台进行交互与聊天等 

9 数字化学习与创新 

概述 

数字化学习与创新是指学生在日常学习与生活中通过选用合适的数字化设备、平台和资源，有效地

管理学习过程与学习资源，开展探究性学习，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包含数字化学习和数字化创新。 

数字化学习 

数字化学习是指学生能根据学习需求，利用数字化设备、平台等获取、加工、管理、评价学习资源，

选择恰当的学习方式探究新知，包含适应数字化学习环境和数字技术支持的探究性学习。 

数字化创新 

数字化创新是指学生能在数字化环境中主动探索新知识与新技能，采用新颖的视角思考和分析问题，

设计和创作具有个性化的作品，包含数字技术支持的作品创作和问题的创造性解决。 

维度 

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的二级维度及三级维度见表5。 

表5 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维度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三级维度 描述 

数字化学

习与创新 

数字化学习 

适应数字化学习环境 
能积极体验数字化学习环境；了解数字化学习环境中数字技术的优

势和局限；能熟练运用数字设备和平台完成学习任务 

数字技术支持的探究性

学习 

能在数字化学习环境中发挥自主学习能力，借助数字设备和平台表

达与支持自己观点；能针对具体的学习任务，合理利用数字设备和

平台，独自或协作探究新知识或真实性问题 

数字化创新 

数字技术支持的作品创

作 

能根据真实要求，选择恰当的数字设备和平台，设计和创作具有个

性化的作品；能在反思与交流过程中，对创作的数字作品进行完善

和迭代 

问题的创造性解决 
能主动利用数字化设备和平台探究新知识与新技能；能利用数字化

设备和平台、以新颖独特的方法分析并解决复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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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数字社会责任 

概述 

数字社会责任是指学生在数字社会中的文化修养、道德规范和行为自律等方面应承担的责任，包含

数字健康、数字伦理和数字法律。 

数字健康 

数字健康是指学生能在数字化环境中合理分配注意力、控制数字设备的使用时间、并健康使用数字

设备与平台，包含避免过度依赖数字技术和健康使用数字设备与平台。 

数字伦理 

数字伦理是指学生能遵循数字社会的道德规范，明确数字化活动中应遵循的价值观念、数据伦理和

行为准则，包含遵守数字伦理道德和规范数字实践行为。 

数字法律 

数字法律是指学生在现实世界和虚拟空间中都能尊重他人的知识成果，并遵照网络法律法规规范化

开展数字化活动，包含尊重知识产权和合理使用数字身份。 

维度 

数字社会责任的二级维度及三级维度见表6。 

表6 数字社会责任维度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三级维度 描述 

数字社会

责任 

数字健康 

避免过度依赖数字技术 
能在数字化学习环境中，给予自己休息时间，不过度使用数字设

备和平台，不沉迷于社交媒体、游戏、视频等数字娱乐 

健康使用数字设备与平台 
可以处理使用数字设备与平台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保持心理平衡

和情绪稳定 

数字伦理 

遵守数字伦理道德 
主动遵循伦理道德规范，明确网络环境中应具备的价值观念、道

德责任和行为准则 

规范数字实践行为 
负责任地共享数字内容，并能承担相应的义务、遵循网络的管理

规则；尊重他人观点，理性发表个人观点 

数字法律 

尊重知识产权 
知晓平等访问、存取数字内容的权利，尊重自己与他人的知识成

果 

合理使用数字身份 
认识数字身份的唯一性与信用价值，规范化使用数字身份；了解

威胁数字身份安全的因素 

 

 
A  

 



教育行业标准《学生数字素养》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及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在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统一部署下，根据教育部

“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急需标准规范（第二批）”研制

计划，《学生数字素养》由华中师范大学等单位负责起草。 

2.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本标准可为各级各类教育管理部门、学校和教育机构在

推进学生数字素养提升方面提供支持，能够为研制学生数字

素养发展指南、开展学生数字素养评价提供指导与依据；对

准确评价我国学生数字素养水平，科学指导与培育学生数字

素养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3.主要工作过程 

本文件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2022 年 3 月-10 月，教育部发布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

务平台，部署了《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重点任务及进度

安排》，并围绕标准规范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2022 年 11 月-2023 年 6 月，教育部委托教育部教育信

息化技术标准委员会（暨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教

育技术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单位华中师范大学组织专家开

展《学生数字素养》标准草案的研制。 

2023 年 7 月-2023 年 8 月上旬，起草组根据前期相关

资料的汇集与研究，以前期标准起草经验和学生数字素养摸



底调研情况为基础，系统梳理形成高频、核心、通用的学生

数字素养框架。 

2023 年 8 月下旬-2023 年 9 月 18 日，起草组给出了

《学生数字素养》标准大纲，确定学生数字素养框架，规范

化每个维度的要求说明，完成标准草案撰写。 

2023年9月19日-9月24日，通过多轮专家意见征求，

起草组进一步对标准草案进行修订，形成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4.主要参加单位、成员及各自所做的工作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科学技术

与信息化司、华中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部教育技

术与资源发展中心、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北京大学、

西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邮电大学、首都师范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吴砥、朱莎、杨宗凯、曾祥翊、宋

灵青、杨金勇、李青、钱冬明、方海光、李毅、尚俊杰、曾

海军、余云涛、王珠珠。 

5.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 

本标准有助于各级各类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师和学

生个人开展数字素养评价，通过动态评估与持续监测促进学

生数字素养发展，预期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同时，本标准

可解决教育者在培育学生数字素养时因缺乏标准而导致相

关培育课程资源建设缺乏方向、质量参差不齐的困境，使企

业更好地了解学生数字素养培育需求，指引与规范企业对相

关特色教育资源的建设，提高经费使用有效性，为企业带来

更好的效益。 



二、标准编制的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的原则 

本文件为自主制定标准，在起草过程中依据了 GB/T 1.1

—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

起草规则》，本文件的编制原则与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有关

政策相一致。 

2.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 

本文件给出了数字意识、数字知识与技能、计算思维、

数字化合作与交流、数字化学习与创新、以及数字社会责任

六个维度的要求。 

3.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文件适用于对学生数字素养评价提供指导。 

三、主要试验（验证）情况分析 

本标准被应用于22万余名学生数字素养的测评与分析

工作，实践结果表明，本标准能较为准确、全面地检测与反

映教学生数字素养发展水平。本标准拟在研制完成后进一步

在全国学生数字素养评价实践中开展应用。 

四、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

系 

本文件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保持协

调一致。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本标准的研制主要参考了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数字素养

框架 1.0》（DigComp1.0）、《数字素养框架 2.2》（DigComp2.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数字素养技能全球参考框架》

（Global Framework of Reference on Digital Literacy Skills），

美国图书馆协会发布的《数字素养、图书馆和公共政策》

（Digital literacy, libraries and public policy），英国联合信息

系统委员会提出的《数字素养七成分模型》（The seven 

elements of digital literacies），加拿大数字与媒体素养中心发

布的《数字素养框架》（Digital Literacy Framework），澳大

利亚迪肯大学图书馆制定的《迪肯大学数字素养框架》

（Deakin University Digital Literacy Framework），荷兰国家

课程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素养学习框架》（Digital 

literacy learning Framework）。 

六、涉及专利的情况 

标准研制过程中未发现涉及到专利相关的知识产权问

题。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作为推荐性教育行业标准。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为有效贯彻本文件，建议依托教育部进行本文件的宣讲

贯彻。 

建议本文件的实施日期为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学生数字素养》 

     标准编制工作组  

2023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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