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8卷·第 07 期·2025 年 04 月 DOI: https://doi.org/10.12345/jxffcxysj.v8i7.24873

Exploring the cultivation path of digital literacy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o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Ying Lin
Sanya University, Sanya, Hainan, 572022,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ducation industry.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ors, a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education managemen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and cultivation path of digital literacy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ors,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the cultivation of digital literacy in the current field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and puts forward specific training strategies. 
Research shows that to improve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ors, we need to start from the aspects of educational 
concept, curriculum setting, practice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d so on, and adopt diversified training paths, including digital skills 
training, cross-field knowledge learning,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addition,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provides more practical opportunities and resource support for educational 
administrators, which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digital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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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背景下教务管理人员数字素养培养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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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教育行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在产教融合背景下，教务管理人员的数字素养作
为提升教育管理效率和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探讨了教务管理人员数字素养的内涵和培养路径，分析
了当前教育管理领域在数字素养培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并提出了具体的培养策略。研究表明，提升教务管理人员
的数字素养需要从教育理念、课程设置、实践平台建设等方面入手，采取多元化的培养路径，包括数字技能培训、跨领域
知识的学习、实操经验的积累等。此外，学校和企业之间的产教融合合作，为教务管理人员提供了更多的实践机会和资源
支持，能够有效促进数字素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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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教育现代化的推动下，教育

管理的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特别是在高等

教育领域，随着教育信息化的逐步深入，教务管理工作面

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教务管理人员作为教育管理的重要组

成部分，他们的数字素养水平直接影响到教育资源的配置、

教学质量的提升和教育管理的效率。然而，当前大部分教务

管理人员的数字素养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尤其是在大数据

应用、信息系统管理和网络安全等方面，很多教务管理人

员仍然缺乏足够的知识储备和操作能力。产教融合，作为当

前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为提升教务管理人员的数字素

养提供了新的契机。通过校企合作，教务管理人员可以通过

更加贴近实际需求的培训和实践，提升数字素养水平，进而

更好地服务于教育的现代化建设。本文旨在探讨在产教融合

背景下，如何构建教务管理人员的数字素养培养路径，促进

他们适应新时代教育管理的要求，从而提高教育管理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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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

2 教务管理人员数字素养的内涵与重要性

2.1 数字素养的定义与内涵
数字素养最早起源于信息社会中人们对于信息技术和

数字工具的运用能力。在现代教育管理中，数字素养不仅仅

是指教务管理人员能够熟练操作信息系统和工具，更重要的

是能够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教育决策、教学分析和资源优化配

置。具体来说，教务管理人员的数字素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数据分析与处理能力、信息系统的管

理能力、跨学科知识的整合能力以及对教育信息化的理解和

应用能力。数字素养要求教务管理人员不仅能高效处理日常

管理事务，还能在面对复杂的数据和信息时做出科学的决

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升教育管理的质量和效率。在数

字化日益发展的今天，教务管理人员不仅需要具备操作数字

化工具的能力，还应具备敏锐的洞察力，能够根据数据分析

得出合理结论，为教育管理决策提供有效支持 [1]。

2.2 数字素养在教务管理中的重要性
随着教育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数字化技术在教学、

管理和决策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一背景下，教

务管理人员作为教育管理的执行者，其数字素养直接影响到

教育管理的现代化水平。具体而言，数字素养能够帮助教务

管理人员更好地利用信息化工具进行数据分析，从而优化课

程安排、教师调度、学籍管理等工作流程，提高管理效率；

同时，数字素养还能够帮助他们在教育决策中更好地进行数

据支持，提升决策的科学性与精准性；此外，良好的数字素

养还使教务管理人员能够主动适应新兴技术的变化，及时应

对教育管理工作中的新挑战。在当前快速发展的技术环境下，

教务管理人员的数字素养不仅决定了其工作效率，还直接影

响到学校教育质量的提升。因此，提升教务管理人员的数字

素养，是推动教育现代化和提高教育管理效能的重要途径 [2]。

2.3 教务管理人员数字素养的现状与挑战
尽管数字化技术在教育管理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大

多数教务管理人员的数字素养仍处于较低水平。调查数据显

示，很多教务管理人员在信息技术的使用上主要集中于基础

操作层面，缺乏对信息化工具的深度应用与创新思维。此外，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教务管理人员面

临着如何有效利用这些技术支持教学与管理决策的挑战。尽

管一些技术应用在教育管理中逐渐得到了尝试，但部分教务

管理人员仍处于对新技术的抵触阶段，缺乏足够的技术培训

和实践经验，导致其在实际应用中往往出现困难。特别是在

一些老旧院校，教务管理人员的培训体系尚不完善，数字素

养的培养机制缺乏系统性与针对性。当前许多教育机构对教

务管理人员的数字素养培养仍停留在基础教育阶段，缺乏更

高层次的数字化教育和技能提升，这直接影响了其数字技术

的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如何解决当前教务管理人员

数字素养水平低、技术应用能力不足等问题，成为亟待解决

的关键。通过加大培训投入、加强技术支持以及优化教学体

系，能够有效提升教务管理人员的数字素养水平，从而提高

教育管理的整体效能。

3 产教融合背景下教务管理人员数字素养培
养的需求与方向

3.1 产教融合的概念与发展
产教融合是指教育与产业之间的互动和协同发展，通

过校企合作、产学研结合等形式，推动教育资源与社会需求

的对接，致力于培养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复合型人才。

在当前教育发展中，产教融合不仅是教育改革的重要路径，

也是推动教育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特别是在数

字化转型的背景下，产教融合为教务管理人员数字素养的提

升提供了新的机遇和途径。通过校企合作，学校能够借鉴企

业在信息技术、数字化管理、数据分析等方面的技术和经验，

提升教务管理人员的技术应用能力、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

此外，产教融合为教务管理人员提供了更多的实践机会，尤

其是在数字技术应用的实际场景中，能够促进他们深入理解

和掌握数字工具的使用，培养他们适应现代教育管理要求的

综合素质。产教融合模式的实施不仅能提高教务管理人员的

专业能力，还能促进其创新思维的发展，帮助他们更好地应

对教育管理工作中的复杂性和挑战，推动教育管理体系的全

面升级 [3]。

3.2 教务管理人员数字素养培养的需求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现代教育管理已逐步进入

数字化时代。教务管理人员作为教育管理的核心力量，他们

的数字素养不仅影响日常工作的执行效果，还决定着教育改

革与发展的成效。在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当下，教务管理人员

不仅要具备传统的教育管理能力，还需要掌握数字工具的运

用，具备出色的数据分析能力，并能够根据教育管理的需求

灵活应用各种数字技术来提升工作效率与决策水平。首先，

教务管理人员需要掌握一定的信息技术基础知识，能够熟练

操作各种信息化工具，如教务管理系统、学籍管理系统、数

据分析软件等，确保在日常管理中能够高效处理各类事务。

其次，数据分析能力是教务管理人员必须具备的技能，尤其

是在大数据应用日益普及的今天，他们需要能够处理和分析

大量的教育数据，提取有价值的信息，为教育决策提供科学

依据。此外，教务管理人员还须具备跨学科的知识整合能力，

能够结合学科特点和管理需求，灵活运用数字工具进行资源

调配、管理优化和决策支持。因此，教务管理人员的数字素

养培养应注重数字技能的提升，尤其是在数据应用能力、信

息系统管理能力和创新思维方面的培养，以满足教育管理数

字化转型的需求。

3.3 数字素养培养的方向与路径
教务管理人员数字素养的培养路径应从多个层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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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其在实践中得到全面提升。首先，教育理念的转变是数

字素养培养的首要步骤。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应注重培养教

务管理人员的数字意识，使其认识到数字素养对教育管理工

作的重要性，意识到数字化转型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通过定期组织数字素养相关的专题讲座、培训班和研讨

会，帮助教务管理人员树立数字化思维和全局观念。其次，

培训内容的多样化也是培养数字素养的关键。针对教务管理

人员的实际需求，培训内容应涵盖数字工具的应用技能、数

据分析能力、信息系统的管理能力等，并通过系统化的课程

设计，确保培训内容的专业性和实用性。此外，实践平台的

建设尤为重要，学校可以通过与企业合作，提供更多的校企

合作项目和数字化教育管理实验，让教务管理人员在实际操

作中积累经验，并提升其在实际工作中的技术应用能力。通

过产教融合，教务管理人员能够更好地理解教育信息化的最

新发展，提升其在工作中的技术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最后，

评估体系的完善是数字素养培养的重要保障。学校应建立科

学的评估标准，定期对教务管理人员的数字素养进行评估，

并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进行反馈与改进。通过建立多维度的评

估体系，不仅能够准确评估教务管理人员的数字素养水平，

还能够为进一步的培训和提升提供依据，确保数字素养的持

续提升。

通过上述路径和策略的实施，可以有效提高教务管理

人员的数字素养，为教育管理的现代化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

持。这不仅有助于教务管理人员适应新时期教育管理的要

求，还能够提升教育决策的科学性和精确性，推动教育事业

向更加智能化、数字化的方向发展 [4]。

4 教务管理人员数字素养培养的路径与策略

4.1 加强数字化技术培训
为了提升教务管理人员的数字素养，首先应加强信息

技术的培训，尤其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应用培

训。随着教育信息化程度的提高，教务管理人员面临着日益

复杂的工作内容和管理任务，掌握先进的数字化技术显得尤

为重要。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训方式，不仅帮助教务

管理人员熟悉数字化工具的基本操作，还能提高他们在数据

分析、信息处理、教育决策等方面的应用能力。例如，针对

教务管理中常用的教务管理系统、学生信息管理系统等工

具，可以通过集中培训和线上学习相结合的方式，使教务人

员掌握系统的全面功能。此外，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

在教育管理中的应用已经逐渐成为趋势，针对这些新兴技术

的培训可以帮助教务管理人员理解如何利用大数据进行教

学评估、教学资源调配等决策支持。培训应注重系统化与专

业化，结合工作实际，以提升教务管理人员在数字化环境中

的操作能力和决策能力。通过这样的培训，教务管理人员能

够有效提升工作效率，在数字化教育环境中更好地开展管理

工作。

4.2 提供实践机会
实践是提升数字素养的关键途径之一。数字素养不仅

仅是理论知识的积累，更重要的是在实际工作中灵活运用技

术和工具。学校应通过产教融合，提供更多实践机会，让教

务管理人员能够将学到的数字化技术应用于实际工作中。通

过与企业合作，参与数字化管理项目和数据分析任务，教务

管理人员能够提升实际操作能力并积累经验。此外，学校还

应开展数字化管理实验，模拟真实场景，帮助教务管理人员

通过实践来检验和解决实际问题。此举能够加速教务管理人

员的数字素养提升，使其更快适应和应对教育管理工作中的

各种挑战。

5 结语

教务管理人员的数字素养培养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

容，能够有效提升教育管理的效率和质量。在产教融合背景

下，通过校企合作、跨领域知识学习和实践平台建设等多元

化路径，可以有效提升教务管理人员的数字素养水平。未来，

随着教育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数字素养的培养将成为教育

管理改革的重要环节，为推动教育现代化和数字化转型提供

强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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