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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要求在不断提高，科技也越来越重要，从此

兴办人类的数字时代。数字化的时代已经向我们走来，并急速地改变着我们的

工作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引发各个领域的新的革命。研究数字化时代

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对及时而准场地推进教育改革教学现代化，意义重大。  

现在随着疫情时代的到来，人类社会很难再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人类与病

毒共处。C0VID-19 疫情使得高等教育面临可支配办学经费减少、教学组织形式

多样化、学校管理复杂化等挑战，促使部分高校开始思考和加速推进数字化转

型。可以说全球数字化导致信息全球化, 便捷的信息网络使得 知识的传播和文

化的交流变得异常容易,观点的提出与交流论证跨越了地理位置的限制,使得世

界文化交流日趋繁荣。全球数字化也导致艺术大众化,由于各类计算机辅助系统

改变了传统的照片、绘画、音乐创作方式,使得 艺术创作的门槛降低,任何人都

有机会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高校数字化转型就是要通过信息化手段创新管理与服务模式，使得高校能

够更好地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等现代大学功能。具

体来说数字化给校园带来这样一些变化:  

第一: 校园数字化  

随着网络教学的开展,学校将逐步形成依托校园网络的数字化校园环境。

按信息的呈现方式划分,数字化 教学资源可分为数字化文本、图形图像、动画、

声音、 数字化音频、数字化视频。  

学校网络包括(1)教学资源的收集,如教学软件, 即广义的教学软件、制作、

管理系统。(2)教学管理 (包括教学计划、课程安排、学生管理、考试成绩查阅、 

缓考申请等)系统,(3)电子校园(包括实时授课、点 播、答疑、作业提交等系统

以及数字图书馆等,还有一 些为教学服务的数字化教学资源,特别是网上传输的

多 种多样的网上信息资源,主要包括:电子图书、电子期 刊、网上数据库、虚拟

图书馆、百科全书、教育网站、通信新闻组、虚拟软件库等。)等等。 

第二:教材科学化  

充分利用网络的多媒体和超连接的特性,将趋于多媒体化、非线性化的教

材充分利用;更为重要的是网络 教材更新迅速,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这将有利

于教学质量的提高。  

处理技术数字化 数字化处理技术将声音、文本、 图形、图像、动画、音

频和视频等信号经过转换器抽样 量化,使其由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数字信

号的可靠性远比模拟信号高,对它进行纠错处理也容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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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方式多媒体化 指利用多媒体计算机技术存储、 传输、处理多种媒体

形成的教学资源。与传统的纯文字或图片处理信息的方式相比,经多媒体计算机

处理的教学资源更加丰富多彩。  

特点三:学生主体化 

学生由被动地接受知识变成了认知的主体,从被动地学到主动地学,从生搬

硬套、死记硬背地学到带着任务解决实际问题的学习,从按部就班的学习到自定

步调自定目标的学习。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和信息能力的培养。  

学生通过接触数字化教学资源,不仅可以获得建构知识的能力, 而且还能

得到信息素养的培养。建构知 识的能力首要是自主学习能力的获得。通过对数

字化教学资源的选取与利用等环节的实践,学生的学习从以教 师主讲的单向指导

的模式而成为一次建设性、发现性的学习,从被动学习而成为主动学习,由教师

传播知识而到学生自己重新创造知识,研究表明,在数字化时代 和信息社会,学生

达到能够自主学习的重要的前提还取决于具有怎样的信息素养。让学生直接利

用数字化教学资源,无疑是锻炼和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的大好机会, 也是检验其

学习能力、学习收获的最佳方式和途径之一。 

而教师角色将逐步发生变化,由传统课堂教学中的 

知识讲授者变成信息组织、编制者,成为学生学习的引 导者、帮助者、促

进者,不是"讲坛上的圣人”,而是学生的亲密朋友、"指路人"。  

特点四:形式多元化 

突破了传统的"班级授课制"这种单一的教学组织形式,使个别化学习、协

同学习、课堂教学、远程网络教学等多种形式并存,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教学

效益。 

特点五:素质合理化  

网络教学的开展有利于学习者创新能力和信息能力的培养,使学生素质结

构更为科学合理。 教学实践表明,有效地利用数字化教学资源,对于 学生学习能

力以及问题意识的培养乃至怀疑精神的塑造 具有重要意义。学生通过对数字化

教学资源的真正利用, 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与发现的兴趣,是培养自主学习能力

和创业能力极佳的路径。数字时代年轻一代所具有的优势通常超过年长者,这种

并非个体性因素造成的优越, 的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数字文化所自然生成的 DIY 

学习理念已成为一种网络的标识性的文化符号。这种文化理念培养的往往是一

种互动精神, 而互动能协助孩子成长,培育其开发本身的价值,训练其判断分析力,

评估力,批判力及帮助他人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在教学中应积极及时地引导学生开发 和利用数字化教

学资源,并由此培养学生的发现、思考、 分析及判断能力。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已

有的知识背景和思维结构,根据学业的需要,自行斟选、组织相关教学 资料和学

术信息,并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得出自己的观点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