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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eform of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presented by cloud computing and big data, private undergraduate higher 
education has gradually stepped into the stage of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which also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eachers 
of private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one chalk for the whole world” and “one set of PPT 
for	five	years”	in	th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of	private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no	longer	applicable,	and	how	
to combine private undergraduate college and university education with digital intelligence is the focus of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better	fit	 the	teaching	ecosystem	of	private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education,	
teachers in private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ot only need to hav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but also need to 
have digital competence. By analys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igital teaching power of teachers in private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power of teachers in private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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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赋能视阈下民办本科高校教师教学力提升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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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以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化信息技术的改革，民办本科高等教育逐渐步入智能化发展阶段，这也对民办本科高
校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民办本科高校教育教学中“一支粉笔走天下”“一套PPT用五年”的模式已不再适用，民
办本科高校教育如何更好地与数字智能结合，是未来教育关注的重点。为了更好地契合智能教育时代下民办本科高校教学
的生态环境，民办本科高校教师不仅需要具备专业的知识技能，同时也需要具有数字化胜任能力。论文通过分析民办本科
高校教师数字化教学力的现状，提出了提高民办本科高校教师教学力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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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办本科高校“数字化”教学改革的紧迫性

以大数据、互联网、智能识别、5G 为代表的数字化技

术正在影响着民办高校未来教育的走向，也为民办高校教师

的成长与发展带来深刻的变革。数字技术应用于教育领域，

符合现代民办本科高校教育教学改革需要，对提升民办本科

教育快速发展，加快民办本科高校转型都起到促进作用。人

工智能引发的“教育改革”，给教师既带来了机遇，又带来

了挑战。新时代对民办本科高校教师的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的过程中，深深影响着教师的

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策略。教师不再是知识的权威者，

更多的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监督者、服务者。

根据 OECD 在 2021 年公布的“教师教学国际调查”（简

称为 TALIS）报告显示，我国高校教师在教学活动中使用数

字信息技术的比例非常低，只有 18.7%，民办本科高校只有

8.5%[1]，这个比例远远低于同期 38% 的国际平均值 [2]。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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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本科教育存在一个很现实的社会矛盾，一方面“大学生

过剩”，毕业后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另一方面“企业用工

荒”，招不到合适的人。根据 2022 年公布的“一线蓝领用

工及薪酬管理调研”数据显示，82.5% 的制造企业存在不同

程度蓝领用工荒的问题 [3]。同时该年度 1076 万大学生面对

就业难问题。这不禁让我们反思民办本科教育数字化教学改

革已迫在眉睫。

当前，民办本科高校教师整体理论水平较高，但数字

化实践能力整体偏弱。民办本科高校教师将数字技术应用到

教学领域中，能够改变传统信息化教学能力不足，信息化教

学仅停留在简单表层的问题。民办本科高校教师需要积极转

变思想，借助大数据技术、AI/VR/AR 技术、社交媒体等数

字赋能工具，解决信息技术与教学活动“两张皮”的现象。

这不仅是对这不仅是对中共二十大提出的全面提高应用型

人才培养质量工作的落实，更是直接服务教育教学一线工

作，服务地方区域经济发展，实现智能化人机协同教学的具

体实践。

2 民办本科高校教师数字化教学力的现状

2.1 人工智能平台应用不足
“人工智能 + 教育”的积极涌现，促使数字化技术在

不同程度推动高校教育的变革，民办本科教师传统的教学力

已不能全面适应智能时代的要求。根据调研能够发现：大多

数民办本科高校教师主要通过新闻报道、抖音、书籍等媒介

了解认识人工智能技术，较为缺乏将人工智能内容和学习技

巧实践于课堂教学的能力 [4]，这是造成民办本科高校教师无

法充分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教学能力提升的主要因素。对

于大多数民办高校教师而言，数字化智能技术最大的应用在

于生活的便利，比如语音识别、面部识别、网上购物、扫地

机器人等日常家居。而对数字化教学产品的认识不足且应用

于课堂教学的频率较低。在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使用的人

工智能技术依旧为最基础的多媒体设备、计算机设备。即使

在特殊的疫情期间，也仅是按照高校的要求使用教师网络研

究平台、计算机设备、手机 APP 的方式实现教学，而数字

化自动批改作业、AR 虚拟教学、VR 虚拟教学、虚拟机器人、

云教学等多元化教育类产品等实际应用效率非常低 [5]，甚至

一部分民办本科高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依旧通过书籍、PPT

等方式进行教学活动，根本没有使用过人工智能教学产品，

这严重影响民办本科高校教师数字化教学水平的整体提升。

2.2 教师信息数据素养不高
教师是教学主体，教师的数字化教学技术对提升教学

质量起到促进作用，也是民办教育转型的重要支柱。然而大

部分民办本科高校教师信息素质、信息观念、信息能力跟不

上新时代发展的步伐，导致数据分析结果不能及时应用于教

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过程中。

与实力雄厚的公办高校相比，大部分民办本科高校教

师教学组织与管理能力、数字化教学技术应用能力、数字化

教学设计能力不高。其一，民办本科高校教师队伍主要由刚

毕业的青年教师和公办高校离退休教师组成。中坚骨干力量

相对较少，呈现出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状”师资结构。

这种年龄结构不利于形成合理的教师梯队，也不利于教师

“数字化”教学能力的研究和提升。其二，民办本科高校教

师队伍主要以硕士研究生为主，极其缺乏高层次博士人才、

学科带头人及学术骨干。在信息大爆炸时代，大部分青年教

师对于杂乱无章的信息很难做到高效整合、有效利用、合理

转化，最终影响数字化教学能力的拓展 [6]。其三，民办本科

高校青年教师 “成长慢”。很多青年教师成为高速运转的

上课机器，没有时间去进行自我提升，更没有时间反思教学

质量，长此以往不利于数字化教学手段的提升。其四，民办

本科高校在就业形势良好、社会需求量大的专业招聘教师十

分困难，如人工智能、新兴大数据专业等。为了满足教学需

要只能招聘一些相似专业，导致非专业教师教授专业课程，

不利于数字化技术融入专业教学中，最终影响教学质量。

综上所述，民办本科高校教师“数字化”专业能力普

遍不高，信息化教学能力普遍不足。教学信息技术仅停留在

简单、表层的层面，信息技术与教学活动“两张皮”现象严重，

这直接影响民办本科高校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3 提升民办本科高校教师数字化教学力的对策

数字资源的开发和应用符合新时代民办本科高校教育

发展的需要，对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提高知识与职业能力的衔接等方面的都起到保障作用。

3.1 加强人工智能平台的应用
民办本科高校教师对人工智能平台的实践应用不足，

是影响数字化教学能力提高的主要原因。因此，应加强人工

智能平台在民办本科高校教学中的作用，从而提高教师的教

学质量和效果。民办本科高校教师应积极吸取国内外先进数

字化教学的经验，科学合理地将人工智能平台引入校园，如

数字化自动批改作业、AR 虚拟教学、VR 虚拟教学、虚拟

机器人、语音识别等技术方法。在引入数字化平台基础上，

全方面学习这些平台的教育功能更有助于在哪些专业中发

挥作用，实现灵活灵用的效果，从而促进民办本科高校教师

教学力的整体提升。以 AI 课堂分析系统为例，该系统是数

字化智能课堂分析技术的一种类型，能够实现录播 + 智能

分析的实践应用。通过多方位设备自动录入教师和学生的课

堂视频，系统能够自主分析并生成 AI 的测评报告，实现教

学效果的评价。民办高校本科教师可以通过报告分析，明确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持续改进，最终实现提升数字化教学力

的目的。

3.2 完善“数字 + 教学技能”的培训体系
加强民办高校教师“数字 + 教学技能”的培训体系是

提升民办教师教学能力的关键因素。当前各类教师培训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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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复杂，但部分培训对教师能力提升的作用并不大，因此构

建民办教师培训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民办高校需要

整合校内资源，尤其加强教师数字化智能平台和工具的培

训，全面学习数字化教学工具的应用技巧，提升校内培训的

实用性，提升校内培训的质量。其次，民办高校需要根据教

师的需要，委派骨干教师参与数字化专业技能的学习，培训

内容需要与培训对象一致性，这是提升教师培训兴趣，提升

培训质量的有效保障。最后，民办教师的发展是多元化的，

根据教师的专业发展需要 ，注重教师数字化教学力的胜任

力，提升民办教师的综合数字化技能水平，符合新时代民办

教师发展的需要。

3.3 建设民办高校教师数字素养评估标准
“数字赋能”视阈下加强民办高校教师数字素养评估

标准建设是符合新时代发展需要，对民办教师数字化教学力

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教师根据教学内容选择数字技术，提

高教学设计能力，提高学生学习兴趣，能更加科学地进行教

学设计，教学内容与职业岗位能力相一致、实训项目与企业

真实项目一致，注重学生职业能力、职业素养、团队协作能

力培养。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展教学活动，从而有效地

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其次，完善教师数字素养的标准，建立

科学的评价标准，鼓励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用数字技术，

提升学生数字技术应用能力。

3.4 加强教师数字与专业结合的制度保障
民办高校数字化转型关乎教育现代化的整体进程，完

善民办高校数字化与专业结合的制度保障是提升教师数字

教学能力质量的重要因素。其一，为推进民办高校数字化教

育转型这一重要的工程，教师金课建设、仿真实验实训，以

及配备数字孪生助力实训教员至关重要，应完善相关政策制

度。其二，民办高校应投入数字化教学科研费用，保障教师

开展数字化教育教学工作的经费。其三，鼓励民办高校在开

展数字化建设的过程中共建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机制。激励

高教教师通过开展项目合作，提升数字化教学力，从而促进

民办高校专业建设良性发展。

4 结语

教师是教育与数字化智能技术“双向依附”的桥梁。

通过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教师能够创新教学方式，提高

数字素养，推进教育现代化的绿色转型。“数字赋能”视域

下提升民办高校教师数字化教学力是符合教师发展的需要，

也是符合新时代民办高校发展需要。这对保障民办高校科学

转型与教学改革，以及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通过研究发现工具和项目的开发是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力

的媒介。民办高校教师通过工具或项目使得教学活动获得直

接反馈，也有助于教师社群的建立，从而提升数字化教学的

经验分享。此外，完善数字化教学的培训体系、建设教师数

字素养评估标准、加强教师数字与专业结合的制度保障对提

升民办高校数字化教学力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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