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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赋能小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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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数字化、信息化趋势明显，数字技术对教育的赋能越来越受人们的重视。

如何利用数字技术赋能优质资源共享路径以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学生的学习能力以及管理者的决策

水平是小学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亟待破解的难题。为进一步提升小学办学水平，促进小学教

育高质量发展，本文结合教学实际，探究数字赋能小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将从传统小学教育的

痛点入手，挖掘运用数字赋能行之有效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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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1]。2024

年作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关键之年，对于教育工作，尤其是基础教育工作的发展，尤为

重要。2023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2]。《中华

人民共和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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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纲要》)

也指出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深刻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和《纲要》精神，我国高质量

教育体系的建设需要围绕“公平”和“质量”开展一系列实质性工作。[3]但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

来看，我国小学教育资源配置存在明显差异，例如区域差异、城乡差异、校际差异等。为此，如

何整合小学教育的各类资源，建设小学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体系，成为广大学者的思考重点和难

点[4]。本研究从教学实际出发，探究数字赋能小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并以 M 市为例，探

究其在数字赋能小学教育工作上的现状和问题，从数字赋能的角度出发，将数字技术引入小学教

育工作中，从而解决问题。

以小学教育为研究对象，以数字技术赋能为主要驱动，以 M 市各小学为案例，分析当前数

字赋能小学教育的实施情况，探究存在的问题，并研究相关解决措施。研究内容如下：①针对 M

市小学教育的实际情况，提出小学教育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并提出数字技术赋能来解

决困境的设想；②从实际出发，探讨数字技术在小学教育教师的教学过程中应用的必要性和重要

性，提出数字技术的使用能有效地提高工作效率与质量；③以问题为导向，提出有效措施，推动

数字技术赋能小学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M市数字赋能小学教育的现状

(一)M 市数字赋能小学教育的实践及效果

在疫情的影响下，各地小学存在不能如期地开学和上课的现象，各地的小学教育因而面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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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挑战，对于 M 市也是如此。教育部提出“停课不停学”的号召，各地积极响应，提出了相

应的应对政策，M 市鼓励全市各小学充分应用数字技术，开展线上教学。突如其来的疫情带来

了突如其来的教育挑战，小学教师需要应用全新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在未经过排练和试验的

情况下，就抓紧上线开展教学任务。随着线上教学周期的延长，M 市的小学教师不断从线上教

学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改善教学方法及内容，为“互联网+”教育在 M 市各个小学推行奠定了

基础。M 市所有师生都在此期间接触并逐渐适应了网络教学模式。疫情结束后 M 市尝试将线上

教学与线下教学相结合。以笔者教授的小学语文为例，此课程在疫情期间使用数字技术积累了大

量的教学资源，不但没有降低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从学生的反馈来看，比传统教学模式的接受

度还有所提升。

(二)M 市数字赋能小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教学问题

教师是小学教育中的主导者和实施者，对于小学教育高质量发展以及数字赋能的应用和实施，

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教师作为本研究的利益相关者具有很强的效度。教师直接参与课堂教

育教学活动，是教育活动最基本的组成部分。[5]在实际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面临着高效课堂

表达受限、教学难点难以突破、批阅试卷耗时耗力但是分析效果不理想等问题。

(1)数字课堂高耗低效。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逐渐将数字技术应用于教学课堂当中，课堂

的教学方式从传统粉笔、黑板过渡到多媒体技术，这种方式的转变，既能够减少传统粉笔书写过

程中粉尘对教师身体的危害，又能够吸引学生的目光，从而增强学生的学习效果。然而，互联网

技术的普及，很多小学生都接触到了手机、短视频、互联网等，传统多媒体技术的吸引力逐渐下

降。又由于我国教育课程改革的实施，使得小学教育逐渐向素质教育方向发展，对于“高效课堂”

建设的要求也就逐渐提上日程。但是从 M 市目前的小学教育情况来看，“高耗低效”的课堂教学

问题依然存在。教师的很多设想要不就是无法用数字技术实施，要不就是无法具象化；而数字技

术工程师的设想，在课堂当中可能无法施展或者实施效果差。[6]因此很多简单的数字技术应用都

存在着高耗低效的情况。

(2)教学难点难以突破。小学教育作为基础教育，更加注重学习效果和学习质量，只有学生

充分、深入了解知识的内在含义和深层次含义，才能够为日后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在许

多学科的教授中，教学难点多，普遍存在着基本概念多、内容枯燥、学生理解吃力的特点，这使

其教学变得非常困难。比如，语文教学当中，很多古诗文、阅读理解都需要在特定情境下进行理

解和分析，而小学生对于时代的理解、特定情景的理解通常存在一定的难度。[7]因此，如何激发

学生的想象力、提升学生的理解能力都是需要学科教师突破的难点。随着新兴的数字技术的发展，

将一些可视化的教学软件引入教学过程，可以很好地突破教学难点，实现教学水平质的提高。

(3)传统阅卷耗费资源多。传统阅卷方式一般由教师手工阅卷，计算出试卷总分，拆分试卷，

登统成绩。按照传统试卷分析方法，教师需要计算出每科的总分、平均分、优生率、及格率，人

工找出进步学生、退步学生。如果想要看每道小题具体的得分情况还需要重新查阅试卷。传统阅

卷方式，不仅耗时长，分析难，精准性也可能受到影响。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逐渐发展出答题

卡，学生使用 2B 铅笔填涂客观题，由机器直接判定客观题的对错，并进行对错概率的统计。但

是主观题仍然由教师判分，一定程度上还是有不便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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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赋能小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数字赋能小学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我国信息化发展的客观要求

数字赋能小学教育高质量发展工作对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具备重要意义。小学教育作为培养人才的基础性事业，是我国十分重视的国家战略之一——科教

兴国战略。依托数字技术赋能小学教育，纵深推进国家教育数字化建设，从基础做起、从小学做

起，全方位调动、配置和利用教育资源，促进教育方式和管理发生创新性变革[8]，逐步形成具有

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教育体系，推动教育信息化步入快速发展期，实现国家信息化发展的战略目标

和要求。

(二)数字赋能小学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小学教育提质增效的必由之路

数字赋能小学教育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数字化工具能够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方式，

如在线课程、互动教学平台、虚拟实验等，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果。同时，数

字化工具也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度和需求，进行个性化的教学，从而提高教学

效果。

三、推动数字技术赋能小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为积极推动小学教育改革，完善和创新教育体制机制，探索实施数字技术赋能高质量发展工

作，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加强小学教师队伍建设，促进小学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需要从完善政

策制度、加强经费保障、营造良好氛围、提升教师水平四个方面入手，持续推动数字赋能小学教

育高质量发展工作。

(一)完善数字赋能小学教育的政策制度

为实现优质教学资源的共享，推动小学教育高质量发展，应当出台相应的政策制度，鼓励数

字技术在小学教学过程中进行应用，并勇于创新。M 市教育局经过深入研究，先后出台了《关

于推进小学教育应用数字技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及修订案、《小学教育工作考核评价

办法》两个文件，有力地推动了 M 市小学教育的发展。各地应该积极出台相配套的制度和政策，

真正将数字技术应用到位，从而实实在在地提高教师教学水平，有力地推动小学教育向纵深发展。

因此，相关政府部门要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和制度，支持数字技术赋能小学教育高质量发展，

提升小学教育的教学成效。

(二)加强经费保障构建数字化校园

数字化赋能小学教育首先需要的就是软硬件配套设施，即数字化校园的构建，因此加强做好

经费保障。首先，在教学、教研、管理、生活等小学教育的各个领域充分运用计算机、网络技术

等高科技手段，建立资源共享、互联互通的数字展馆等[9]。其次，教育主管部门要联合财政部门

加大对各小学在信息化装备、教科研、课程改革、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扶持力度，根据各小学

的办学规模、活动情况、办学成效等拨付一定的工作经费，确保其正常运作。可以通过分析、评

估每所小学数字化建设的现状，去预计建成完备的数字化校园的经费数额，从而进行一定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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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最后，擅长使用鼓励和激励手段，表彰对数字赋能小学教育高质量发展工作的过程中有较

大贡献的学校校长和管理人员、教师给予一定奖励。

(三)营造良好氛围

充分认识数字技术在教育集团化办学中的重要作用，把广大小学教职工的教学思想统一到各

层级关于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决策上来。通过广播、电视、短视频大力宣传数字技术赋能

小学教育的成功案例和先进经验，深入宣传数字技术的重要作用，营造全社会对于数字赋能小学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氛围。

(四)提升教师教学水平

面对数字技术走入校园的大趋势，作为数字技术的应用者和实施者，小学教师的教学水平和

应用数字技术的水平也应当相应提高。一方面，加强对于小学教师的培训和培养。不仅仅是培训

如何应用和使用数字技术和数字产品，还需要培训教师如何将数字技术与教学各个环节相结合，

从而达到“1＋1＞2”的效果。另一方面，培养教师应用数字技术的能力，进而提高教育教学水

平 [10]。加强对于小学教师的激励和引导，设立专项奖励性补助，并将其与小学教育的教学质量

评价挂钩，对在数字技术赋能小学教育高质量发展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给予表彰奖

励，在工资待遇、职称评定、岗位晋升、评优评先、选拔任用等方面适当倾斜，充分激发数字技

术赋能小学教育的办学活力和内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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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ath of Digital Empowerment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rimary Education

Chen Chuan, Li Yuan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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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trend of digital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is obvious,

and the empowerment of education by digital technology is increasingly valued by people. How to use

digital technology to empower high-quality resource sharing paths to improve teachers' teaching level,

students' learning ability and managers' decision-making level is a difficult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solved

in the process of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rimary educa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level of primary school management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rimary educ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ath of digital empowerment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rimary education based on

teaching practice. It will start from the pain points of traditional primary education and explore effective

measures for the use of digital empowerment.

Keywords: digital empowerment; primary education; development pat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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