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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产业对数字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旺盛。满足社会的人才需求,

培育学生的数字素养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必由之路,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时代课题。数字素养

是大学生在数字化生存时代的通用型和专业型技能相融合的个人综合技能,体现了学生成长成才的核

心素养。应结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际问题和高职学生人才培养方向,从提升教师数字素养、创新数字

素养课程、建设数字化环境等多方面完善高职生数字素养培育内容和方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成效,培养

信息化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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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 demand for digital skilled 

talents in the industry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trong. Cultivating students' digital literacy to meet the talent 

needs of society is the only way fo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cultivate talents, and is a contemporary issue in the 

fiel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Digital literacy is a comprehensive personal skill that 

combines the universal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digital survival era, reflecting the core 

literacy of students' growth and success. We should combine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with the direction of talent cultivation fo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improve the 

content and methods of digital literacy cultivation fo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from multiple aspects such as 

improving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innovating digital literacy courses, and building a digital environment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cultivate high-quality technical and skilled 

talent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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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爆发式发展,

催生了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升级,数字化经济是产业革命升级下

所产生的新经济形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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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指出加快数字化

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强调加强全民数字技能教育和培训、普及

提升公民数字素养。数字经济背景下教育领域的数字化发展不

可避免,数字化时代数字素养成了公民的核心素养和基本生存

能力,具备数字素养的数字工匠是当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重

点方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肩负着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实现

铸魂育人的重要责任。建设数字中国是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举措,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加强高

职生数字素养培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落实立德树人工作的

内在需求,也是新时代高校人才培养的必然选择。 

1 高职学生数字素养的概念内涵 

1.1数字素养的内涵 

“数字素养”概念最早由以色列学者Yoram Eshet-Alka lai

正式提出,他认为数字素养包含图片-图像素养、再生产素养、

分支素养、信息素养和社会-情感素养五大素养域,数字素养是

全民应该具备的基本生活技能。随着时代发展,国内外学者对数

字素养的研究探讨逐渐深入,2006年,国内学者肖俊洪引入数字

素养概念,强调数字素养不仅包括基本数字技能,还涉及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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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与社交技能。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数字素养定义

为：“面向就业、获得体面工作与创业,使用数字设备和网络技

术安全且合理地获取、管理、理解、整合、交流、评估和创造

信息的能力,包括各种能力,即计算机素养、信息和通信技术素

养、信息素养和媒体素养”。2021年11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委员会正式发布了《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中

明确数字素养与技能是数字社会公民学习工作生活应具备的数

字获取、制作、使用、评价、交互、分享、创新、安全保障、

伦理道德等一系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 

综合来看,数字素养主要指个体对数据信息通信技术的获

取、理解、判断、使用和创造的认知和技术能力。 

1.2高职院校学生数字素养的要义 

高职学生数字素养作为一种能力概念,其内涵涉及复合型

技术技能人才的素养,同时也和数字技术有关。2020年6月,教育

部《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规范》提出了职业院校学生要面向未来

职业发展的要求,强调培养具有计算思维与创新思维的信息化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发布中国学生核心

素养指出了学生能适应社会发展、终身发展的系列关键能力,

其中信息意识是学会学习的重要指标。从以上政策研究可以看

出,为适应时代发展,国家对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提出了基本要求,

面向职业发展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强调了培养学生的计

算思维和创新能力。基于以上认识与分析,高职学生数字素养是

指高职生具备通专结合的数字化技能,既包括获取、读写、计算

等通用型技能,也包括专业知识、操作技能、专业问题解决与创

新能力等专业型技能,同时,注重发展学生的内在品质、意识、

动机和价值观,帮助学生实现从接受数字生活到数字技术的主

动学习与应用的转变,培养全面发展的数字社会复合型技术技

能人才。 

2 数字素养提升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

课题 

从育人目标来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数字素养培育都是

为了培养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科学指导学生进行

社会实践活动,二者具有密不可分的特性。 

2.1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应然抉择 

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任务之一。对于职业教育而言,具备数字化实践能力的数字工匠

是第四轮工业革命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时代新要求。2020年

12月,《教育部、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深圳职业教育高端发

展争创世界一流的实施意见》文件明确提出“适应人工智能时

代职业成长要求,将大数据、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有机融入

课程体系,提升学生数字素养”。在数字化时代,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离不开培养学生的数字素养,数字素养是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内容,将成为未来大国工匠的核心竞

争力之一。 

2.2高职学生数字素养培育亟待重视 

2.2.1数字素养主体意识欠缺 

当代高职学生作为“数字原住民”,他们从小习得数字媒介

的使用并积极探索数字化生活,如网络购物、网络社交、生活支

付、影音娱乐等,但对网络服务的使用以休闲、娱乐居多,在自

我学习与提升、信息获取与整理等方面使用较少,主动性不足。

在校园生活中,往往依赖于教育信息技术、计算机基础等课程的

学习以提升信息化素养,且习惯于被动地接受以教师为主导的

课堂教学形式,在课前或课后浏览线上学习平台以完成学习

任务。在提升数字规范和安全意识、主动应用数字技术解决

问题等方面的创造力不足,很少有学生主动去查找数字学习资

源不断完善自身知识体系、解决专业问题、提高自身的专业操

作本领。 

2.2.2算法推荐下的数字反思能力不足 

人工智能+大数据时代下,迎合大众需求、流量为王的智能

算法系统应运而生。大学青年处于三观可塑性强的阶段,长期生

存在“信息茧房”下,接受单一性的信息,容易引发大学生认知

偏差,片面地将部分当做整体,将少数当成多数,不利于塑造学

生积极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在算法意识形态干扰下,高职

学生信息检索渠道单一、网络新闻鉴别力缺乏,造成部分高职学

生容易陷入人生理想信念缺失、责任意识淡薄的境地,甚至由于

长期接受社会负面消极信息的推送,产生消极思维模式,诱发心

理疾病,不利于培养具备积极思维、健全心智的高素质人才。数

字时代下,学生社会参与度不断提高,如何提高网络信息敏感性

及自律性,加强理性反思和批判能力,依赖于其自身的认知发展

和数字素养水平。  

2.2.3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面临多重挑战 

当前00后大学生是浸泡在互联网环境下成长的E世代,网络

化应用给大学生带来了生活学习便利,但网络依赖、游戏成瘾现

象屡见不鲜,网络娱乐供给远远大于网络素养教育供给。互联网

的快速发展和传播,自媒体、网络社群力量不断增生,新的传播

内容层出不穷,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面临传播主体多元化、内容泛

娱化、话语权缺失等多重挑战。在现实挑战下,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的质量参差不齐,不少高校急于填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空

缺,将大量信息直接上传至两微一端等网络平台,缺乏系统思考

和顶层设计,这导致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泛化、针对性和吸引

力不足。在海量信息的网络环境冲击下,如何促进学生网络文化

价值的思考与判断,转变“先争夺、后思考”的被动信息加工模

式,让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走心入脑,需要充分发挥数字素养培育

的作用。 

3 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高职学生数字素养培育路径 

3.1主体先行：激发教师数字素养提升 

首先,教师是学生数字素养培育中的主体,要进一步将教师

数字素养提升摆在重要位置,激发教师自我提升意识。一是在观

念上,教师需要意识到当前职业教育的数字化发展确实密不可

分、无可避免,职业教育将进一步迈向新的数字化阶段,由低层

次、简单的信息技术使用到高层次的情感关怀。同时,建立数字

素养提升与教学质量提高的意识连接,只有提升自身数字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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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才能更好地胜任新时代数字工匠的培育工作。二是在资源

上,需要建立健全相关培训体系,整合培训资源,如校企共同开

发教师数字素养资源库,共同提升教师数字素养。同时,增强培

训实效性、针对性,对于专业课、实训课等不同特点的课程,培

训内容需满足教师不同教学需求,如实训课侧重虚拟仿真实训

室操作等,提高实践教学的数字素养。通过帮助教师提升自身数

字素养水平以及自我效能感、获得感,进一步激发教师的主体意

识,才在教学过程中高质量培育学生数字素养。 

3.2内容支撑：开发数字素养教育课程内容 

一是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将数字素养融入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内容中,建立学生对数字素养的概念、意

义等方面的结构性知识,增强大学生的道德责任意识、数字安全

意识、底线意识,提升大学生的道德规范评价及价值判断能力。

二是根据不同职业和岗位特征研发适应高职学生发展的数字人

才能力需求方案,将提升数字素养纳入人才培养目标中并建立

科学评价体系,把数字技术发展、数字设备操作、数据分析等等

数字科学知识和数字技能、数字安全保护意识、道德规范融入

不同的课程设计中,如上海交通大学通过开设“基于数字技术的

生存与学习”等专题课展开数字素养教育。此外,还可将图像处

理、智能绘图等融入艺术相关课程,将数据隐私保护、数字道德

规范等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等等。同时,将数字素养合理纳入第

二课堂培养体系,在实践活动中培养和提高运用数字技术解决

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三是面向就业需要,创新数字素养课程

模式,将产业学院、校企合作等培养方式融入其中,帮助学生认

识和理解岗位的数字能力需求,把握所学专业的行业前沿技术

与应用,融入技术环境,在岗位实践与实习中不断提升数字素养,

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3.3环境保障：规范数字化校园的建设 

数字化校园将不断拓展校园的边界,数字资源、软硬件设备

与空间场所是高职院校开展数字素养教育的有力保障。建设数

字技术支持的学习空间和工作场所,打造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

相结合的工学环境,选择高质量的教学资源,依托图书馆优势,

建设良好的数字资源环境,为学生提供数字服务和培训,提高数

据检索能力和信息判断力,通过智慧校园的建设,为高职学生数

字化生存提供优质学习环境。同时,营造良好的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数字环境,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增质提效,开展丰富网络活动,

引导学生在数字时代进行理性思考和价值判断,培养网络品鉴

力,开展健康上网的规范意识教育,引导学生自觉遵守网络道德

法律规范,形成良好的数字安全意识。 

4 结语 

数字经济时代下,数字技术已经渗透到生活工作的方方面

面,提升公民素质素养已成为共识。高职学生既是数字使用主体,

也是未来社会的高素质技能人才,其数字素养水平提升尤为重

要。高职学生数字素养培育旨在培养全面发展的数字社会复

合型技术技能人才,通过做好顶层设计,激发教师数字素养提

升,开发数字素养教育课程内容,规范数字化校园建设等路径

培养高职学生数字素养,促进高职学生成为具有理性数字思

维、丰富数字知识、高效数字能力、强烈数字责任的数字经济

时代弄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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