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１０ 卷　 第 ８ 期

Ｖｏｌ．１０ Ｎｏ．８ 　
　

智　 能　 计　 算　 机　 与　 应　 用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Ａｕｇ． ２０２０

　 　 　 　 　 　文章编号： ２０９５－２１６３（２０２０）０８－０２１７－０４ 中图分类号： ＴＰ３９２ 文献标志码： Ａ

互联网＋环境下提高学生数字素养的探索与研究

浦慧忠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１５３）

摘　 要：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的普及应用，各种新技术支撑下的教育方式、学习方式的转变，数字化学习已成大势所趋，而随之

带来的数字素养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本文针对现阶段对于数字素养的理解以及存在成就差距、知识过时等问题，探索寻找

适合新环境下的新方法。 如角色转变、创新教育、整合多种学习方式、终身学习等手段，为实现在互联网＋环境下数字化教育

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支持。
关键词： 互联网＋； 数字素养； 终身学习； 创新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Ｕ Ｈｕｉｚｈｏｎｇ
（Ｗｕｘｉ Ｃｉｔ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Ｗｕｘｉ ２１４１５３，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ａｂｏｕｔ
ｂｙ ｉｔ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ｇａｐｓ， ｏｕｔｄａｔｅ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ｗ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ａｎｄ ｆｉｎｄ 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ｕｃｈ ａｓ ｒｏｌ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ｌｉｆｅｌｏｎ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ｔｃ．，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ｏ 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ｌｉｆｅ－ｌｏｎ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哈尔滨工业大学主办 专题设计与应用●

作者简介： 浦慧忠（１９８０－），男，硕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数据挖掘。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６－２０

０　 引　 言

数字素养对学校的专业发展、课程设计和为学

生提供的服务与资源有很大的影响力，甚至还包括

准确评估网上出现的信息。 调查发现，很多学生很

难辨别社会媒体报道内容的真实性和公正性［１］。
假新闻、假消息的快速发酵与扩散也从另一方面说

明了培养大众数字素养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教育的核心使命是为学生的未来做

准备。 数字素养首先要确保学生能够使用新技术，
同时还要让学生能够选择正确的、合适的工具来应

对各种状况，深化自身学习成果，从而能够创造性的

去解决问题［２］。 美国数字素养平台 （ Ｕ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和维基百科（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对数字素养的定义

见表 １。
表 １　 数字素养定义的对比

Ｔａｂ．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美国数字素养平台（Ｕ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维基百科（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１．利用数字技术、通讯工具或网络查找、评估、使用与创造信息的能力；
２．理解和使用通过计算机呈现的多信源、多格式信息的能力；
３．在数字环境中有效完成任务的能力，包括阅读与理解媒体、借助数字技术再

现数据和图像以及评估和应用从数字环境中获得的新知识的能力。

对数字时代信息的使用与理解，并强调了数字技术作为

基本生活技能的重要性。 （ 保罗 · 吉尔斯特 （ Ｐａｕｌ
Ｇｉｌｓｔｅｒ）著作《数字素养》）

１　 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目前在国际上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关数字素养方面

的研究有：美国的“２１ 世纪技能（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Ｓｋｉｌｌｓ）”和
欧盟的“核心素养（Ｋｅｙ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ｓ）”等［３］。 其中以

色列学者 Ｙｏｒａｍ Ｅｓｈｅｔ Ａｌｋａｌｉａ 提出有关数字素养概念

的 ５ 个框架，如图 １ 所示。
　 　 这 ５ 个框架不仅涵盖了数字素养的全部内容，
又结合了当下最新的发展趋势。 对于具体定义和内



容的详细描述如下：

分支素养

社会/情感素养信息素养

再创造素养

图片/图像素养

图 １　 数字素养概念的五个框架

Ｆｉｇ． １　 Ｆｉｖ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１）图片 ／图像素养。 图片 ／图像素养［４］ 是指学

会理解视觉图形信息的能力。 最有代表性的是“用
户界面”和现代计算机游戏。 要求做到本能、无误

地“解读”和理解以视觉图形形式呈现的信息。
（２）再创造素养。 再创造素养［４］ 是指创造性

“复制”能力。 简单的说就是整合各种媒体（文本、
图像和声音）的信息，并赋予其新的意义。

（３）分支素养。 分支素养［４］ 是指驾驭超媒体素

养技能。 即学会运用非线性的信息搜索策略，并通

过同样的方式从貌似不相干的零碎信息中建构知

识。
（４）信息素养。 信息素养［４］ 是指辨别信息适用

性能力。 不仅会搜索信息，去伪存真，还要学会批判

性思考。
（５）社会 ／情感素养。 社会 ／情感素养［４］ 是指不

但要学会共享知识，而且能以数字化形式进行情感

交流，这也被 Ｙｏｒａｍ Ｅｓｈｅｔ Ａｌｋａｌｉａ 认为是所有技能

中最高级、最复杂的素养。
综上，数字素养是指在数字环境下利用一定的

信息技术手段和方法，能够快速有效地发现并获取

信息、评价信息、整合信息、交流信息的综合科学技

能与文化素养［３］。
２　 现存问题分析

通过树立良好的社交媒体形象，给工作和学业

加分，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 越来越多的学生已经

认识到了数字素养课程的重要性。 从当下情形来

看，社交媒体将继续在年轻人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

色。 教他们如何道德的、负责任的、智慧的、轻松的

使用社交媒体，应该是今后教师的首要工作。
那么，为什么要具备数字素养呢？ 从学生的角

度来看：（１）２１ 世纪成长的学生天生就是“数字时

代”的公民，在思维方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同时

也引起了学习方式与个性特征的变化。 （２）身处数

字环境有利有弊，学生抵抗力差，还不能正确认识。

从教师的角度来看：（１）在时代背景的差异下，必然

要求教师提升自身数字素养，才能认识理解学生的

思维方式，也关乎整体教学质量的提高与教师职业

的发展。 （２）教师需正确引导学生，教育学生如何

在鱼龙混杂的网络环境中保护自己。
提高教师的集体责任意识，制订跨学科、跨专业

和跨课程的数字素养发展规划，是目前最大的障碍。
２．１　 成就差距

成就差距又称大学完成率差距，反映了学生之

间在入学率和学习成绩上的差距。 成就差距主要受

社会经济地位、种族、民族或性别影响［５］。 若想今

后得到稳定收入和长期成功的职业生涯，有时取决

于是否获得知名大学的学位。 有统计表明 ８０％的

工作机会和 ９０％的具有高薪发展前景的工作，都要

求求职者接受过高等教育。 哪怕是制造业的工作岗

位也越来越需要大学教育的培训和技能。
成就差异可能源于社会经济因素或者是招生考

试的方式、入学后学分转换等细节因素。 总之如何

促进学生的成功，减少成就差距成为当务之急。 互

联网时代出现的在线或混合式学习辅以个性化、自
适应学习策略被看作是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
２．２　 知识过时

当前需求与技术均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 人

们发现，在日常工作中，往往刚刚掌握了一项技术，
而新的技术方案又出现了。 另一方面存在生命周期

问题，技术往往没有充分满足教师和学生的需求。
比如在线学习，５３％的教师断言虚拟课程比面对面

课程的质量差。
同时由于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学生获取新技能

比以往有了更多的途径。 传统教育采用的技术发布

及传播方式，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被替代或者终止。
因此，教师们也必须不断地努力填补知识鸿沟，跟上

时代的飞速发展。
３　 解决方法

２００６ 年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通过的关于核

心素养的建议案［６］，８ 项核心素养最终版本见表 ２。
　 　 欧盟核心素养所传达的课程理念主要表现在，
由强调学科内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习得的分科课

程，到强调学科间的互动、共同发展核心素养的课程

结构的改变，以及新的整合型课程（或单元）的建

立。 各个学科以及不同领域之间，能够在共同的素

养目标指引下，彼此关联地、相互作用地展开纵深设

计和分层设计。 如研制课程标准、开发课程、评价和

教学策略、设计学习环境等，形成一个教育创新与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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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整体格局。
表 ２　 欧盟 ８ 项核心素养的最终版本 Ｖ４［７］

Ｔａｂ． ２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Ｖ４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ｓ ８ ｃｏｒｅ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版本 ４（２００６．１２）（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推荐）

使用母语交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ｔｈｅｒ ｔｏｎｇｕｅ

使用外语交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数学素养与基本的科学

技术素养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学会学习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ｌｅａｒｎ

社会与公民素养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ｓ

主动意识与创业精神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文化意识与表达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表中所列每项素养的描述性定义，均可从知识、
技能和态度 ３ 个维度展开详细描述，但受篇幅所限，
在此仅将特别值得关注的关于学会学习（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ｌｅａｒｎ）和主动意识与创业精神（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８］两项核心素养做一简单论述。

（１）学会学习

①知识要求。 对特定工作或职业目标：个体要

知道相关知识、能力、技能和程度的要求。
对各种情况下的学习：个体要清楚个人所偏好

的学习策略、优缺点及程度，知道如何获得教育及培

训机会和帮助。
②技能要求。 以读写算和信息技术使用等基本

技能为基础，获取和吸纳新知能；有效管理、批判反

思和评价自己的学习和工作；认识学习需要和机会，
持之以恒；自律与协作；寻求建议和支持。

③态度要求。 终身学习的动机与信心；解决问

题的积极态度；运用已有知识和生活经验在各种情

境中探求新知的好奇心和愿望。
（２）主动意识与创业精神

①知识要求。 辨识个人及职业活动机遇的知

识；把握全局的知识；对雇主和组织所面临的机遇和

挑战的认识；理解企业伦理观等。
②技能要求。 能够积极主动地进行项目管理；

有效地表达和谈判；具有独立工作和团队协作能力；
判断和甄别自身的优缺点以及评估和承担风险能力

等。
③态度要求。 具有积极主动精神、社会生活中

独立和创新意识以及追求目标达成的动机和决心。
借鉴欧盟核心素养所传达的课程理念，必须加

强以下 ３ 个跨领域的互动［９］：
①不同学科、专业、课程之间的互动，避免各自

为政；

②各团队之间的互动，避免内容、过程和结果的

不一致；
③政策支持与实践层面的互动，避免受代价、收

益和风险的影响。
３．１　 教育角色转变

随着互联网媒体的介入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
个性化学习和情境化学习的兴起，教师已不再是唯

一的权威信息来源，而是能够帮助学生掌握内容和

技能，督促学生去主动学习，推进问题的解决。 因

此，教师已逐渐成为学生学习经历的管理者和推动

者，鼓励和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将变成教师的主要

职责。
教师不仅要能及时发现教学中的突发事件，甚

至还要关注学生毕业和就业问题，为毕业生提供全

球视野下工作环境所需的技能。 这些都要求学校必

须转变目前的运作方式，重新定义教师角色。
３．２　 推动创新文化

有专家认为：国际化（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跨学科

（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 影 响 力 （ ｉｍｐａｃｔ ） 和 创 新 性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是未来十年大学的基石，也被称为

４Ｉ［１０］。 教育生态系统下人们可以没有约束地去探

索、干预和学习。 若要引发学生创新，学校可以创设

环境，通过开展实验验证想法，鼓励冒险行为。 有研

究认为，学生的好奇心和创造力等一系列有利于创

新的行为，往往源于积极的内部和外部因素的构建，
比如开展团队合作、支持等。 通过产品开发，培养学

生多学科、多专业的协作能力。 在开发活动中，让学

生共同参与产品构思，进行原型设计，甚至要求学生

主动去寻求项目资金来源。 今后的发展趋势是，高
校将学历和资格认证分离，就业可选择资格认证而

不只靠文凭。
３．３　 整合正式和非正式学习

互联网的普及与自主学习、好奇心驱动式学习

的兴起，使人们有了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学习

任何东西的机会。 非正式学习既包含以上类型的活

动，也包括日常生活经验和偶然发现的其它学习形

式。 互联网的学习资源十分丰富，从财政规划到医

学历史，再到手工制作。 优酷、土豆等传统视频网站

发展到现在的抖音、哔哩哔哩、今日头条等的新型视

频媒体，日新月异。 学生能够根据个人需求，来判断

哪些是对自己学习有益的资源以及如何最大限度地

去利用它们。 整合正式和非正式学习方法，可以创

造一个促进实践能力、好奇心和创造力的环境。
整合正式和非正式学习的关键，是找到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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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或统一的机构评估和认证来自各种途径获得的

知识和技能。 此外，还需要有一种可用来推广的方

法，记录课堂以外的学习。 学生可以通过工作、社
会、家庭、爱好、休闲活动、经验以及其它非官方项目

和课程获得学分。 如一个学生在互联网上学习网络

营销课，开发产品广告，附上相应的多媒体材料，这
种营销能力将会比其获得的学历证书具有更准确的

展示。 有了合理的评估机制，就可以超越传统学分

的限制，更透明和全面的展示自身能力。
４　 结束语

新技术和数字工具无处不在，但如果被无序的

纳入学习过程，反而适得其反。 当前社会需要精通

数字化技术的工人，他们能很容易地将新出现的各

类媒体和技术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因此，仅仅了

解如何使用设备或软件是不够的，必须以创新的方

式去利用技术，在数字工具和预期成果之间建立联

系。 数字化素养是贯穿教和学各个方面的主线，提

高学生数字化素养已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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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辅助功能设计

历史数据页面显示道路历史最高水位柱状图和

各路段水位折线图。 用户可以选择道路查询和路段

查询，满足用户的多种需求。 用户通过选择降雨日

期，查看当次降雨各道路所达到的最高水位，也可通

过选择路段查看某道路各路段水位，方便用户比较

得出某道路或路段在整体中的易积水程度。 该数据

对总结城市积水规律有重要作用，掌握城市积水规

律有助于相关部门正确决策，进行城市排水建设。
设备检测界面可以进行设备检测、查看设备参

数和一键反馈，当数据缺少或不准确时用户可以通

过设备检测并反馈给维修部门排除故障，保障设备

正常运行；天气页面实时更新显示当日和未来五天

的天气和降水数据，右侧显示日期和时间。 通过降

雨量，降雨强度，降雨概率等数据有助于用户把握城

市降雨承受能力，合理安排应对城市水涝，提高决策

的准确性和高效性。
４　 结束语

本文设计了一种智能电子水尺，以树莓派和

ＣＣ２４３０ 芯片作为双处理器单元，结合无线传感网络

短距离通信以及 ＧＰＲＳ 远距离通信，对城市道路水

位进行网络化观测。 将自动化预警技术运用到城市

水涝监测中，实现对城市水涝舆情的信息化监测，提

高城市水涝舆情的监控效率和实时性，减少人力物

力的消耗。 该系统反应速度快、效率高、适应性强，
能够满足城市一般的舆情监测需要。 由于受城市内

涝影响的因素较多，目前仅有路面积水水位数据不

能完全把握城市舆情变化，所以寻找多指标反应舆

情是进一步研究的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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