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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数字化背景下英语教师数字素养的内涵、挑战与发展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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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教育数字化进程的加快，数字素养已成为新时代英语教师核心专业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中从数字素养的内涵

出发，结合 TPACK 等理论模型，探讨了英语教师数字素养的构成维度，包括技术工具运用、教学整合能力、教育伦理意识与

教学创新能力等。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当前英语教师在数字素养发展中面临的现实困境，如技术教学融合能力不足、培训体系

缺失、理念更新滞后及心理负担加重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系统化的提升路径：构建多层次培训机制、推动 TPACK 理

念落地、建立正向激励体系以及强化数字伦理意识。文章旨在为英语教师专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推动其在教育

数字化背景下实现教学方式与角色的双重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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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digitalization process in education, digital literac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cor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of English teachers in the new era. Starting from the connotation of digital literacy and combining 

theoretical models such as TPACK,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dimensions of English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including the use of 

technological tools, teaching integration ability, educational ethics awareness, and teaching innovation ability. The article further 

analyzes the current practical challenges faced by English teache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literacy, such as insufficient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teaching, lack of training system, lagging updating of concepts, and increased psychological burden. On 

this basis, a systematic improvement path was proposed: building a multi-level training mechanism,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PACK concept, establishing a positive incentive system, and strengthening digital ethics awareness. The article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English teachers, and promote their dual transform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roles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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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提出要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根基；实施国

家教育数字化战略；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2022

年 11 月；《教师数字素养》标准作为国家教育行业标准正

式发布实施；数字技术正逐步重塑教育教学全过程。尤其

在英语教学领域；数字资源与教学工具的快速发展为课堂

带来了丰富的可能性；同时也对教师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

高要求。数字素养不仅涉及技术操作；更是教学理念、方

法与责任意识的综合体现（王芷凡；吴晓英；2024）。英

语作为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的重要学科；其教学活动更

容易受到数字化变革的冲击与启发。数字化资源、多模态

交际工具、人工智能写作辅助平台、虚拟语言实践环境等

不断被引入课堂；使英语教师面临更高的专业挑战与发展

需求。因此；英语教师是否具备良好的数字素养；直接关

系到英语教学质量的提升与学生综合语言能力的培养。然

而；现实中英语教师的数字素养发展并不均衡；存在技术

能力不足、教学融合浅表、培训体系滞后等多方面问题。

本文立足于教育数字化时代背景；旨在厘清英语教师数字

素养的核心内涵；分析其面临的主要挑战；并提出相应的

发展路径；以期为英语教师的专业成长和教育数字化改革

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 

1 英语教师数字素养的内涵界定 

“数字素养”概念源于 Gilster（1997），他认为数

字素养是个体在数字环境中有效获取、评估与使用信息的

能力。随着技术应用场景的扩展，该概念不断丰富。欧盟

提出的 DigComp 框架将其划分为信息素养、沟通协作、内

容创作、安全意识与问题解决五个维度（Ferrari,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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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师数字能力划定了实践边界。 

在教师教育研究中，Mishra 与 Koehler（2006）提出

TPACK 框架，强调教师应整合技术（T）、教学法（P）与

学科内容（C）形成复合型知识体系。这一框架为英语教

师数字素养提供了结构化建构的理论基础（Voogt et al., 

2013）。 

结合 TPACK 与英语教学特征，英语教师的数字素养可

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1.1 技术工具运用能力 

这是数字素养的基础层面，指英语教师能熟练操作各

类教育技术工具与平台，如多媒体课件制作、在线课堂管

理平台（如 ClassIn、Rain Classroom）、语音识别评分

系统、AI 写作工具（如 Grammarly、Quillbot）等。这一

能力不仅要求技术熟练度，更强调在不同教学场景中灵活

运用的能力； 

1.2 教学设计与整合能力 

英语教师应能基于课程目标与学生需求，整合数字资

源进行教学内容设计，包括利用虚拟现实（VR）构建语言

情境、借助学习分析工具追踪学生学习轨迹、开展多模态

任务型教学活动等。数字教学设计能力是数字素养由“会

用”走向“会教”的关键环节； 

1.3 教育伦理意识 

在技术日益普及的背景下，英语教师还需具备良好的

数字伦理意识，如合理使用网络资源、尊重知识产权、保

护学生隐私等。尤其是在开展在线课堂或布置数字作业时，

教师应具备相应的风险判断和应对能力，避免数字化教学

过程中的伦理失范； 

1.4 教学反思与创新能力 

具备数字素养的英语教师不仅要掌握和使用技术工

具，更需持续反思其教学实践，探索数字技术与语言学习

融合的创新方式，如开展“翻转课堂”“微课+直播”“线

上写作工作坊”等形式。这种能力体现了教师作为“技术

融合者”与“教学创新者”的复合型角色。 

2 当前英语教师数字素养发展面临的挑战 

尽管“数字素养”作为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已在理论和政策层面受到广泛关注，但英语教师在实际教

学过程中对数字素养的理解与运用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

这些挑战不仅体现在技术操作层面，更深层地涉及教师理

念、培训体系、支持机制等多个维度，制约了英语教育数

字化进程的质量与效率。 

2.1 技术教学融合能力不足 

许多英语教师虽然能够掌握一定的教学技术工具，如

PPT、多媒体播放器、在线课堂平台等，但在将技术有效

融合进教学设计与课堂互动方面仍显不足。一些教师存在

“为了使用而使用技术”的倾向，教学内容与技术手段呈

现出割裂状态，导致“工具化使用”多、“教学转化”少。

例如，教师习惯于使用投影课件播放语法讲解视频，但未

能结合学生实际设计任务型活动或交互性环节，使数字技

术的潜力无法真正释放（叶春菊，2025）。这种融合能力

不足的背后，反映出教师在技术知识（TK）与教学知识（PK）、

内容知识（CK）之间的协同能力尚未充分建立，正是 TPACK

理论所指出的短板区域。这种技术与教学“两张皮”的现

象，严重制约了数字素养向教学实践层面的转化。 

2.2 培训体系缺乏针对性与持续性 

目前各类英语教师数字素养培训存在形式单一、内容

割裂、缺乏持续性等问题。一方面，一些培训课程以工具

教学为主，忽视了对教学情境、学科特点和学生差异的结

合；另一方面，培训多为短期集中式，缺乏后续的持续跟

进与实践指导，导致教师“学了不用、用得不深”。此外，

培训内容常常缺乏分类与分层，未能根据教师教龄、技术

基础和教学需求进行精准化设计。对于技术基础较弱的教

师而言，培训内容常常“超纲”；而对于经验丰富的教师，

则觉得“重复”“低效”，进一步降低了参与积极性（孙小

惠，周麟琦，2025）。 

2.3 教育理念更新滞后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英语教师的角色正从传统

“知识传递者”向“学习促进者”“教学设计者”“技术整

合者”转变。然而，这一理念尚未在一线教师群体中全面

建立。一些教师仍以教材为中心、以教师讲授为主，对利

用技术支持学生自主探究、协作学习、跨文化交流的认知

较为模糊。更重要的是，部分教师对数字素养的理解仅停

留在技术能力层面，未能意识到它对教学理念、教学流程

和教育目标的深刻重构。这种理念更新的滞后，使教师在

面对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新平台、新工具时表现出不适应、

畏难甚至抵触，进一步阻碍了教学创新的发生。 

2.4 心理压力与数字焦虑并存 

数字化转型为英语教师带来了显著的“技术压力”。

一方面，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工具和教学平台，教师需要

不断学习和更新知识；另一方面，线上教学、智慧课堂等

形式要求教师具备更强的时间管理、课堂调控和技术应变能

力，带来了额外的职业负担。同时，在“教学数据驱动”的

教育环境中，教师需不断处理教学数据、分析学生表现，这

对信息素养与认知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缺乏必要的

技术支持系统与同伴支持机制，教师容易产生“数字焦虑”，

影响其教学效能与职业幸福感（王芷凡，吴晓英，2024）。 

总体来看，英语教师在数字素养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

从技术到理念、从知识到实践、从个体到系统的多重挑战。

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教师自身的专业成长，也对数

字化教育的整体效能构成制约。因此，必须系统性地思考

并建构英语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科学路径，以回应当前教

育数字化发展的现实需求。 

3 英语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路径探析 

在厘清英语教师数字素养的内涵及其现实困境之后，

构建科学、可行的发展路径成为推动教育数字化高质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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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关键所在。英语教师的数字素养并非单一维度的技术

能力，而是集技术工具掌握、教学设计整合、教育理念更

新、专业伦理意识于一体的综合性素养。因此，其提升路

径应体现出系统性、多层次、融合性的特点，既要回应一

线教师的实际需求，也需引导其实现长远的专业发展。 

3.1 构建多层次、系统化的数字素养培训机制 

有效的培训体系是提升教师数字素养的基础保障。目

前英语教师的培训普遍存在“碎片化”“被动化”“短周期”

等问题，难以实现持续性专业成长。因此，应建立以校本

培训为主、外部专家引领为辅，线上线下融合的多层次培

训机制。应结合教师技术基础与发展阶段开展分层分类培

训，避免“一刀切”。通过线上平台提供微课资源，同时

推进教研共同体与校本教研机制，形成持续学习生态。 

3.2 推动 TPACK理论在英语教学中的落地应用 

TPACK 作为教师数字素养整合能力的重要理论模型，

强调技术（T）、教学法（P）与学科内容（C）的有机融合，

是提升教师专业实践能力的重要框架。然而，现实中该理

论常被停留于理论认知层面，缺乏教学场域中的实际转化。

将 TPACK与实际教学场景结合，开发教学范例并开展教学设

计指导。例如组织“AI助教+写作课堂设计”工作坊，帮助

教师在真实语境中理解并运用融合理念通过在教学一线落

实 TPACK框架，不仅能提升教师的数字整合能力，还能有效

提升学生的学习动机与课堂参与度（丰慧，葛敏，2025）。 

3.3 建立正向激励机制与评价体系 

英语教师在数字素养发展过程中，需要外部机制的正

向激励与反馈支持。单靠自我驱动容易流于表面，缺乏持

续动力。因此，有必要构建一套“发展—激励—评价”联

动机制。将数字素养纳入教师职称评审、绩效考核等体系，

设置“数字教学优秀课”展示平台，激发教师数字创新的

积极性（成娟利，刘强伟，2024；周霓忻，2024）。通过

机制激励与正向引导，教师将数字素养视为自身职业成长

的“硬通货”，从而形成内在驱动和外在支持的双轮效应。 

3.4 强化数字伦理素养与专业责任意识 

在数字技术高度渗透的教育生态中，教师面临越来越

多的信息处理责任与道德判断挑战。例如，如何正确使用

学生学习数据？如何处理 AI 工具生成内容的学术归属问

题？如何保护未成年人的数字隐私？这些问题对英语教

师提出了更高的数字伦理素养要求。通过案例教学与数字

伦理微课，引导教师构建正确的技术价值观，增强法律意

识与数据敏感度，避免教学行为中的信息泄露与版权侵权

等问题（何莲珍，2025）。强化教师的伦理意识不仅是对

教育本质的回归，也是构建健康数字教学生态的必然要求。 

4 结语 

在教育数字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英语教师数字素养

的提升不仅是教学能力的更新，更是其专业身份重塑的重

要契机。本文结合 TPACK 等理论，梳理了英语教师数字素

养的核心构成，指出其在技术融合、理念转型、培训支持

与心理适应等方面的主要挑战，并提出构建多层次培训机

制、推动 TPACK 实践、优化激励体系与强化伦理教育等发

展路径。数字素养的提升是理念、能力与制度的协同升级，

需教师持续学习与多方协作共进。面对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技术深度嵌入教育场域的趋势，亟需构建动态、可持续

的支持体系。未来研究应关注不同区域与学段教师的差异

化需求，推动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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