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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经济呼唤数字素养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

等为典型代表的数字化新技术的迅速发展，新

科技革命已悄然展开。数字经济的发展有赖

于全要素数字化转型，并且以数字资源为主

要生产要素，新科技革命极大地推动了数字经

济的崛起与发展。《中国“互联网 +”指数报 
告（2018）》中的数据表明 [1]，2016 年我国数

字经济体量为 22.77 万亿元，而 2017 年增加

到 26.70 万亿元，同比增幅达 17.26%，而同期

中国 GDP 的增速只有 6.9%，2017 年数字经济

体量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已经达到

32.28%。根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17）》
预测指出 [2]，2020 年我国数字经济体量将占全

国 GDP 比重的 35% 以上，超过 32 万亿元；

2030 年我国数字经济体量将占全国 GDP 比重

的 50% 以上，代表着我国将全面进入数字经济

时代，并且具备体量大、增速快等特点。依托

数字经济的稳健发展，相关领域的就业势头良

好，并且新的就业形态不断涌现。国家发改委

于 2018 年 9 月发布的《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稳定

并扩大就业的指导意见》中对于数字化人才教

育也给出了明确指导意见：到 2025 年，使得我

国国民的数字素养不低于发达国家国民数字素

养的平均水平，确保我国数字领域从业者的规

模持续、稳步增长，着力促进数字经济领域相

关产业的发展，将其打造成吸纳就业、保证民

生的重要渠道之一。

国家的科技创新、经济发展、产业升级，

从来都是跟人才培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尤其

是在培养符合时代发展的新型人才、助力以发

展数字经济为核心的经济转型升级这一时代浪

潮中，高等教育负有义不容辞的时代责任和使

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新工科”教育理念

应运而生。自 2017 年 2 月份以来，教育部和高

等院校均采取积极手段推进新工科建设，以求

全力建设符合我国国情、领跑全球的工程教育

新模式和新经验，已经达成了“天大行动”“复

旦共识”与“北京指南”等多个有指导意义的

共识，并发布了《关于推进新工科研究与实践

项目的通知》《关于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的

通知》等指南性文件。新工科这一教育理念包

含狭义上和广义上的两重含义 [3]。狭义上，新

工科着重是指对传统工科专业的改造升级和新

兴工科专业的增设。在改造传统工科专业方面，

是指传统工科专业需要摆脱过去办学状态封闭、

教学产业脱节等不利状态，重新以生产教学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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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结合、促进经济高效发展为导向，面向未来

数字经济发展进行供给侧改革；在开设新兴工

科专业方面，就是指开设一批以互联网、人工

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为核心，面向数字经济发

展的新工科专业，例如数据科学与工程、智能

制造、机器人、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广义上

而言，新工科是一种全新的、变革型的教育理

念，是为了适应新型科技革命和经济转型升级

而提出的，未来工科教育的改革方向涉及全部

工程相关领域学科专业的一种整体性变革。如

果进行进一步扩展，新工科同时也代表了大学

工科人才培养的新方向、大学工科专业设置的

新理念、高等教育培养方案改革创新的新思路。

新工科着眼于学科体系间的综合和更加宽广深

入的创新链条，强调文理相融、理工协同，培

养复合型、创新性人才。

数字经济是先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间的

深度融合，是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的新

型、更高层次的经济阶段。数字经济对劳动者

和消费者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需要劳动

者和消费者具备适应数字经济社会的数字素养。

具有较高的数字素养已成为劳动者在就业市场

胜出的重要因素。欧盟《2015 数字技能宣言》

将数字素养列为对劳动者和消费者的新要求，

也称其为 21 世纪的首要技能 [4]。美国新媒体联

盟在 2017 年发布的《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

2017：高等教育版》中指出：数字素养不仅要

培养学生掌握最新的数字技术，而且要培养学

生能够运用和选择数字工具，进而创新性地开

展问题求解 [5]。新工科是一种适应经济和社会

新发展的教育教学理念，新工科的大学生培养

必须适应数字经济这一新型经济形态，因此需

要将提升数字素养作为其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

和内容。

二、数字素养概念及其内涵

保罗 • 吉尔斯特（Paul Gilster）在 1997 年

首次提出数字素养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获

取、理解和整合数字信息的能力。数字素养可

进一步细分为网络信息搜索、超文本阅读、批

判性信息处理等数字技能。为了适应时代发展，

数字素养的内涵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

在当前社会阶段，数字素养可以理解为：在新

数字技术环境下，为了有效参与社会发展而必

须具备的数字资源使用和研发能力。它既包括

对数字资源的接受能力，也包括对数字资源的

给予能力。数字素养的内涵主要包括如下 8 个

方面。

（1）数字获取。了解信息通信接入设施的

运行原理；理解数字信息的模式；借助于数字方

式完成信息表达，有能力创建满足个人需求的数

字信息策略；在数字平台或工具上，有效地选择

资源，对数字信息进行搜索、浏览和访问；以合

理的方式存储、管理和组织数字信息及内容。

（2）数字交流。了解信息通信的基本运行

原理；了解数字化交流的各种手段和方式；了

解数字化平台和设施的交流形式；能够有针对

性地选择合适的数字化交流模式和策略；通过

各种数字设备和应用软件进行在线互动；积极

主动地传播数字新闻、内容和资源；与他人分

享数字信息和内容；在数字环境中寻求通过交

流提升自我发展的能力。

（3）数字创建。了解各种数字信息和内容

的阅读方式及工具；实施数字信息和内容的处

理、理解和评价；了解如何引用数字信息及内容，

能够将现有数字信息整合到已有的数字信息和

内容；创建不同的数字信息和内容；编辑和完

善他人创建的数字信息和内容，通过恰当的方

式创造性地表达；开展团队协作，对数字资源、

知识和内容完成共同创造和建设。

（4）数字消费。理解数字购物消费技术和

原理；理解数字支付方式和支付工具原理；制

定数字购物消费策略，实施有效的数字购物消

费；理解数字娱乐消费平台原理及方式；制定

数字娱乐消费策略，开展有效的数字娱乐消费；

了解新的数字消费方式和技术，选择合适的方

式实施多样性的数字消费。

（5）数字安全。理解个人数字设备的安全

防护；理解数字信息和内容的保护技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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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数字身份的创建、使用和管理，能够通过

多个账户和应用处理个人数字信息；了解数字

信息和内容的版权与知识产权保护；熟悉存在

于数字环境中的信息安全风险、威胁和欺诈行

为；了解数字信息安全的防护手段与措施；具

有隐私意识，能够保护自己免受来自数字环境

的侵害。

（6）数字伦理。了解数字技术和设备开发

与使用的职业道德；了解数字信息和内容的访

问、获取、使用、创建、传播等相关的道德准

则；了解在线和虚拟数字环境交流的伦理道德；

了解数字匿名性和身份多样性的行为准则；了

解数字交流语言和方式可能对对方产生的情感

和思想方面的负面影响。

（7）数字规范。了解数字设备、工具和技

术使用规范；了解文化差异、意识形态差异和

文化规范，具有文化多样性的意识；掌握在线

和虚拟交互规范行为相关的知识和技能；了解

数字信息和内容的获取、使用、创建、传播等

相关的法律法规；了解数字环境下互动交流、

数字消费等相关的法律法规。

（8）数字健康。理解数字技术和设备可能

对身体造成的影响，防止身体健康风险；理解

数字技术和设备可能对心里造成的影响，防止

心理健康风险；理解数字信息和内容可能对自

身养成和成长产生的不良影响；了解数字社交

环境的虚拟性，不良交友空间对身心健康造成

的影响，防范数字交流的风险。

三、新工科建设与数字素养

欧美国家在 20 世纪末就启动了数字素养的

教育研究与实践，并在逐步推进、不断深化。

美国教育部提出了“21 世纪技能框架”[5]，该

框架由数百家教育研究机构和相关组织共同参

与制订，对学习者面对社会信息化和经济全球

化这一环境时应具备的基本技能进行了系统梳

理，数字素养被包含其中，并被认为是重要技

能之一。为了促进欧洲各国公民的数字素养

培养，欧盟委员会也制订了多个数字素养框

架 [4]，并分别命名为欧盟数字素养框架 1.0 版

（DigComp 1.0）、欧盟数字素养框架 2.0 版

（DigComp 2.0）和欧盟数字素养框架 2.1 版

（DigComp 2.1），为欧洲各国进行数字素养教

育提供了参考，有效促进了欧盟范围内的数字

素养培养的开展。目前，教育部启动和推进的

新工科建设，为开展数字素养教育提供了一个

重要的契机，我们应不失时机地推进数字素养

教育的研究和实践。新工科建设应关注数字素

养教育的如下几个方面内容。

（1）数字素养教育框架。结合我国国情和

高等教育实际情况，从数字社会中的大众生活

需求以及数字经济和数字新业态的技术与产业

发展出发，梳理适应新发展所需要的基本数字

能力。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大学生数字能力体

系。从数字能力体系演绎与之相适应的基本支

撑数字技术和数字知识。从数字能力、数字技

术和数字知识三个层面，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

数字素养教育框架。

（2）数字素养评测评估。从数字能力、数

字技术和数字知识三个方面，分析研究数字素

养教育的机理和机制，构建数字素养的量化指

标体系。设计和开发基于数字素养量化指标体

系的评测评估系统，实施不同办学层次高等学

校学生数字素养能力评测评估，实施不同学科、

专业门类学生数字素养能力评测评估，实施不

同办学层次高等学校和不同学科、专业门类学

生的交叉复合数字素养能力评测评估。

（3）数字素养知识体系。从数字素养的支

撑技术、方法和理论出发，构建各自与之相适

应的知识体系。将支撑数字素养的知识体系细

化为知识单元。依据知识单元之间的相互关联

关系，构建支撑数字素养的可裁剪、积木式的

知识模块。

（4）数字素养教学建设。基于数字素养评

测评估结果，结合高等学校教育实际情况，实

施数字素养教育的课程教材建设和改革。其一，

将数字素养需要的基本知识单元按照知识模块，

建设和开发专门、独立的课程和教材；其二，

将数字素养需要的基本知识单元组合到现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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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和教材，开展已有课程和教材的改革。配

合数字素养的支撑知识单元和知识模块的实验

实践教育需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实验实践教

学体系，设计与之相适应的实验实践教学内容。

（5）数字素养师资培养。高等学校教师适

应数字社会和数字经济的数字素养培养尤为重

要。一方面，高校教师要提高自身的数字素养，

为此需要进行较为系统化的数字素养培养，从

而全面熟练掌握学生培养所需的数字素养技术、

方法和理论；另一方面，高校教师要能够将数

字能力、技术和知识，自觉地贯穿于人才培养

的全过程，创造性地开展大学生数字素养教育，

开发和建设有效的培养学生数字素养的教学条

件和环境。

总之，数字素养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

重视，在数字素养的重要性方面已经达成广泛共

识。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通过借鉴其他国家在

数字素养研究与实施方面的先进经验，以我国广

泛开展的新工科建设为契机，尽快建立适合本国

国情的数字素养教育理论与体系，开展大学生数

字素养教育的研究与实践，不失时机地推进我国

大学生数字素养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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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6 页）学习者需要的课程。2015 年欧

盟高等教育现代化高层小组发布的《高等教育

教与学的新范式》指出：“未来高等教育将是

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必须关注学生多样化的

需求，确立清晰的目标和组织架构去驱动和支

持新范式，应将信息技术和教学法的整合视为

‘学习范式’的重要元素”。

四是打造高等教育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强

调：“真正要建成‘一带一路’，必须在沿线国

家民众中形成一个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

重的人文格局。”现代信息技术发展，正在推动

高等教育向全球化迈进，我们要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一道，共商高等教育合作大计，共享优

质教育资源，共同培养现代化科技人才。一直以

来，西南交通大学主动对接“一带一路”“交通

强国”“教育强国”、中国高铁走出去等国家战

略需求，依托“西南交通大学天佑铁道学院”，

成功开设了首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本土化铁

路人才培养成建制班——埃塞俄比亚班。西南交

通大学还将规划布局以“一带一路”沿线为支撑

的全球铁路工程教育合作网络，全方位、全链条、

全周期地开展铁路国际工程人才培养培训，为打

造高等教育共同体贡献“交大”力量。

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现代信息

技术是科技发展的一个阶段，两者融合最终的

目的是将人类的无限创造能力发掘出来，促进

个人成长，造福人类社会。高等教育的创新与

变革要顺势而为，在拥抱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

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坚持与时俱进的发

展导向，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大学制度。

（本文是作者 2019 年 4 月 9 日在“中国慕

课大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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