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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准确把握当前世界各国中学生计算机与信息素养的发展状况，国际教育成就

评估协会开展了首次大规模国际中学生计算机与信息素养测评。该文的研究目

的在于通过对国际教育成就评估协会开展的此次测评的目的、内涵、过程及结

果进行分析，以期总结出中学生计算机与信息素养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因素，为

我国中学生计算机与信息素养的培养提供借鉴。该研究主要采取文献分析法，

对此次测评的相关内涵、测评设计及测评结果进行了总结与分析，得出中学生

计算机与信息素养的形成与发展受学生个体、学生家庭背景、学校教学、学校

资源、地区及国家教育信息化设备及政策引导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该文最后

提出可以鼓励我国参与大型国际测评、开发本土化的计算机与信息素养监测工

具、整合资源实现协同发展等启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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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世界各国日益关注学生信息素养的培养问题。据研

究，我国部分地区中学生信息素养的整体水平亟待提高。因此，我国有必要进

一步深化有关中学生信息素养培养问题的研究。在目前教育全球化大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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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跨国比较视野探讨学生主体的信息素养培养问题可以为我国基础教育领域信

息素养的培养实践、评估提供重要的横向参考价值。通过对国际教育成就评估

协会于近年启动的首次大规模中学生计算机与信息素养国际测评项目进行深入

研究，有助于我国整体把握当前世界各国中学生计算机与信息素养的发展状况

及影响因素，从而为我国制定针对性的策略，促进中学生计算机与信息素养的

形成与发展提供参考。国际教育成就评估协会作为一个独立的、注重国家及政

府研究机构之间国际合作的机构，其目的在于通过开展大规模教育成就的比较

研究，为各国深入理解教育体系内外部各项政策及实践成效提供路径。迄今为止，

该协会已完成了三十余项跨国性教育成就评估项目的研究工作，较为世界各国

所熟知的有数学与科学素养、阅读素养及公民素养研究。而在教育信息化领域，

IEA 于 1985 年获得批准，产生了第一次 IEA 教育中的计算机研究。此次跨国比

较研究在教育信息化领域尚属首例。2013 计算机与信息素养国际测评即建立在

以往多项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开展的首次大规模国际中学生计算机与信息素

养测评，同时也是对大数据时代到来的反馈。

1  计算机与信息素养内涵及结构

当前国际上通行的相关提法是“信息素养”或“计算机素养”。IEA 提出了

计算机与信息素养的概念，旨在强调学生对计算机素养与信息素养的整合。

1.1  计算机与信息素养的内涵

ICILS2013 的测评目的在于通过对世界部分国家青少年形成和发展计算机与

信息素养的路径及方式进行研究，以增强其参与数据时代的能力。其中，计算

机素养指一个人是否具有能从计算机获益的能力，是否能熟练地、有效地利用

计算机及其软件完成实际工作的能力；而信息素养不仅包括利用信息工具和信

息资源的能力，还包括获取识别信息、加工处理信息、传递创造信息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以独立自主学习的态度和方法、以批判精神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和参与意识，并将它们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和进行创新性思维综合的信息能力。

基于以上信息素养与计算机素养之间的关系，IEA 认为，计算机与信息素养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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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运用计算机调查、创造和通信，以更有效地参与家庭、学校、工作场所及社

会的能力。由此可见，IEA 把计算机素养视为路径，把信息素养视为最终关怀，

关注的是个体对信息素养及计算机素养的有效整合，最终目的在于提升个体有

效参与数据时代的能力，以成为合格的数据时代公民。

1.2  计算机与信息素养的结构

计算机与信息素养由两部分内容组成，第一部分是收集与管理信息，第二

部分是制造与交换信息。与计算机与信息素养强调个体运用计算机调查、创造

和通信的内涵基本一致。

1.2.1  收集与管理

信息收集与管理信息指个体在信息处理与管理方面的接受性及组织性要素，

包含与运用计算机相关的基础性、一般性的技能及理解力。该部分由三个方面

的内容组成，分别为知道和了解如何使用计算机、能获得并对信息进行评估、

管理信息。（1）知道和了解如何使用计算机指个体所具备的有关计算机一般性

特征及功能的陈述性知识与程序性知识。如计算机是如何运行各项程序的，操

作系统、文字处理器、游戏及病毒等在其实质上都是程序，会操作各类软件等。

（2）能获得并对信息进行评估指个体寻找、检索并评估通过计算机获得的信息

的相关性、完整性及有用性的调查过程。如能够从网站或文件目录中选取与某

一特定主题相关的信息、能够想起并实施相关策略以对信息的真实性进行检验

（如交叉检索）等。（3）管理信息指个体处理通过计算机获得的信息的能力。

如对网络数据库的信息进行分类与过滤等。收集与管理信息强调的是个体对计

算机的运作、对信息进行收集与初步分类的能力，属于一般性智能，是计算机

与信息素养的基础组成部分。

1.2.2  制造与交换

信息制造与交换信息指个体把计算机作为思考、创造及通讯的创造性工

具的能力，包含转换信息、创造信息、分享信息、安全和妥善地运用信息。 

（1）转换信息指个体运用计算机转换信息呈现方式，以使其清晰呈献给特定观

众群体和符合特定目的的能力，如用图表呈现系列数据、用动画图片来阐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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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事件等。（2）创造信息指个体运用计算机设计和生产信息产品，以满足特定

目的和特定观众群体需求的能力，如运用简单的图画程序设计生日贺卡、设计

与制作报告解释历史事件的关键组成部分等。（3）分享信息指个体对计算机如

何及可能被使用的理解，以及个体运用计算机与他人通讯和交换信息的能力，

如运用软件传播信息（如通过邮件发送文件）、创造或修改信息以使其适合特

定人群或目的。（4）安全和妥善的运用信息指个体从信息发布者及消费者角度

出发，对信息通讯法律及道德维度问题理解的能力，如了解给定密码的强度、

了解保护个人信息的方式、了解个人信息暴露的后果等。制造与交换信息强调

地是个体对信息转换、创造、分享及安全使用的能力，属于较高级智能，是计

算机与信息素养的高级组成部分。

2  计算机与信息素养

国际测评设计 ICILS2013 于 2010 年 6 月启动，2011-2012 年开发测评工具

并进行试测，2013 年正式测评，2014 年底分析数据与发布研究报告，2015 年发

布数据库及技术报告，历时 5 年。据统计，此次共有 21 个国家和地区参与了测评，

分别为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澳大利亚、加拿大（纽芬兰—拉布拉多省、

安大略省）、智利、克罗地亚、捷克、丹麦、德国、中国香港、韩国、立陶宛、

荷兰、挪威、波兰、俄罗斯联邦、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瑞士、泰国、土耳其。

参与测评的费用为每年 15000 美元或 15000 欧元，欧洲国家参与测评的经费由

欧洲委员会教育与文化部支付。

2.1  测评对象

对中小学生身心发展成熟度、稳定性及是否有升学压力等因素进行综合考

虑，选取年龄达到 13.5 岁的八年级学生为测评对象。由于入学年龄及教育体制

的差异，挪威选取的是九年级学生。共有来自 21 个国家和地区 3300 所学校的 6

万名中学生、3 万 5 千名教师以及若干教育技术人员、校长、研究人员等参与了

此次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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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问题

本研究目的在于探究学生形成与发展该素养的路径，明确素养形成过程中

各影响因素作用的大小，同时通过大规模跨国比较，寻找各国内部及各国之间

可能存在的异同，具体的研究问题如下。第一，学生的计算机与信息素养在国

家内部、国家之间存在何种差异？第二，学校与教育体系哪些方面与学生的计

算机与信息素养成就存在相关关系？如学生接受计算机与信息素养教育的一般

路径、与计算机与信息素养有关的学校及教学实践活动、教师对待计算机的态

度及使用计算机的熟练程度、学校里接触信息通讯技术的路径、教师的专业发

展及校内开展计算机与信息素养教育的项目等。第三，学生的背景、接触电脑

的路径、对电脑操作的熟悉度、操作电脑的熟练度（自评）等特征是如何影响

学生的计算机与信息素养成就的？如以上这些特征在国家之间及国家内部存在

何种差异、计算机与信息素养的测评结果与学生自己报告的熟练度之间存在何

种相关、这种相关程度在不同国家及不同的学生群体之间是否存在差异等。第四，

学生的个人及社会背景（如性别、社会经济地位、语言背景）的哪些方面以及

对电脑的熟悉程度与计算机与信息素养存在相关关系？

2.3  研究方法

此次测评主要采取了问卷调查法、背景调查法、文献分析法、统计分析法

等多种类型的研究方法，从学生个体、学生家庭、班级 / 学校、宏观社区及国家、

超国家及国际等层面对影响学生计算机与信息素养的各类因素进行了整体把握。

2.4  测评内容及评价

对学生的计算机与信息素养测评通过计算机实现，测评题库由四个模块（课

后活动、学校乐团竞赛、呼吸运动及其原理、学校远足活动）组成，每个模块

的完成时间是 30 分钟，学生只需完成随机抽取的两个测评模块，耗时 60 分钟。

每个模块由十个左右的小任务与一个大任务组成，每个小任务需 1 分钟时间完成，

大任务需 15-20 分钟完成。具体而言，测评内容根据计算机与信息素养的内涵、

结构设计而成，以模块任务的方式呈现。从任务考察的内容和任务呈现方式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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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出发，可以划分为信息反馈型任务、技能型任务、创作型任务，每个模块都

包含以上三种类型的任务。（1）信息反馈型任务考察的是学生对给定信息的管

理能力，主要以多选、简答的形式呈现；（2）技能型任务考察的是学生对计算

机指令的简单或复杂操作能力，如复制、粘贴、打开或保存文件；（3）创作型

任务考察的是学生对信息进行转换、加工的能力，如制作电子海报、制作网站等。

以“课后活动”模块为例，该模块包含十一个小任务与一个大任务。其中信息

反馈型任务有六个，如回答给定的邮件抄送对象是谁，在网络上暴露哪些个人

信息最为危险，如何判断网络钓鱼邮件，在网络上公开个人邮箱的可能后果等；

涉及计算机与信息素养中收集与管理信息的三个方面以及制造与交换信息中的

安全与妥善运用信息。技能型任务有五个，如复制网站地址并对网站进行访问，

收发电子邮件，打开新收到的电子邮件，打开邮件中给定的网站链接及所附的

文件、修改文件阅读权限并分享给指定人员等；涉及收集与管理信息的三个方

面及制造与交换信息中的分享信息。创作型任务为一个大任务，主要考察的是

学生综合运用收集与管理信息以及制造与交换信息的能力，如根据给定的若干

有关不同课后活动形式（瑜伽、远足、游泳等）的网站及材料，对信息进行评估、

搜集、转换、创作，最终制作一份电子海报用于班级宣传。对小任务的评价主

要是依据小任务的完成数量；对大任务的评价则较为复杂，不仅要考察完成的

数量，也需要考察完成的质量，如海报制作需包含标题、课后活动的时间及地点、

课后活动的规划、参加课后活动需准备的设备或服装等内容，同时也需要考察

海报字体大小、图片选择、颜色选择、海报内容的适切度。测评小组根据项目

反应理论构建的测评模型，模型由若干个测评项目组成，每个测评项目对应一

个或若干个任务，任务又按照题型、内容、难度及能力层次拟合成不同的模块。

通过对学生任务完成的数量、质量、能力水平等进行综合评价，最终形成平均

分为 500，标准差为 100 的统计结果。结果分为五个等级，661 分以上为等级 4，

达到该级表明学生具备高水平计算机与信息素养，能够批判性使用计算机和加

工信息；577-661 分为等级 3，表明学生具备较高等级的素养，掌握了充足的有

关计算机的知识与加工信息的能力；492-576 分为等级 2，表明学生具备中等水

平的素养，掌握了基础性知识与能力；407-491 分为等级 1，表明学生具备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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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素养，对计算机与信息有基本了解；407 分以下为等级 1 以下，表明学生

不具备基本素养，对计算机使用与信息加工的能力有待提升。

3  计算机与信息素养国际测评结果

ICILS2013 测评结果对国家之间、国家内部学生表现进行了比较，同时也对

影响学生计算机与信息素养的各层面因素进行了探讨，有效地回答了测评项目

组提出的研究问题。

3.1  各国 ( 地区 ) 学生整体表现

学生平均分最高的国家分别是捷克、加拿大安省、澳大利亚、丹麦等国；

学生得分前 5% 和最低 5% 之间平均差最小的分别为捷克、丹麦、斯洛文尼亚、

挪威等；学生总体表现水平最好的分别为韩国、澳大利亚、波兰、捷克等国。

泰国、土耳其两国在以上几个方面的表现均远远低于其他参评国家。

3.1.1  各国 ( 地区 ) 之间中学生计算机与信息素养均分存在较大

差异

参与测评的 21 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学生在计算机与信息素养方面所得平均分

为 361-553 分，均分在 500 以上的有 16 个国家和地区，捷克为最高均分 553，

其次分别为加拿大安省、澳大利亚、丹麦、波兰、挪威、韩国、荷兰、瑞士、

加拿大纽省、德国、斯洛伐克、俄罗斯、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中国香港；

400-500 分之间的有三个国家和地区，分别为立陶宛（494）、智利（487）、阿

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450）；低于 400 分的有泰国（373）、土耳其（361）。

总计有 16 个国家和地区处于平均线（500）以上，表明绝大部分国家中学生计

算机与信息素养得分都处于合格线以上。仅有 5 个国家和地区处于平均线以下，

且均分跨越等级 2、等级 1 以及等级 1 以下三个分数等级，说明各国和地区中学

生计算机与信息素养平均分分布范围较广，表明各国和地区中学生在该领域的

素养均分差异较大，最高分与最低分相差 192 分，几乎跨越两个标准差。其中

尤其以泰国、土耳其中学生得分整体偏低，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学生得分差异

较大。从洲别上来说，参评的欧洲国家中以土耳其为最低，亚洲以泰国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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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洲以阿根廷最低，北美洲和大洋洲国家均为 500 分以上。

3.1.2  各国 ( 地区 ) 内中学生计算机与信息素养得分也存在较大

差异

参与测评国家（地区）表现前 5% 和表现最低 5% 的学生得分的平均差是

258，其中，平均差低于平均的有捷克（203）、丹麦（225）、斯洛文尼亚、挪

威、瑞士、加拿大等 10 个国家和地区，平均差高于平均的有十一个国家和地区，

如韩国、斯洛伐克、智利等，超过 300 的有中国香港（310）、阿根廷（312）、

泰国（316）、土耳其（328）。各国（地区）前 5% 和后 5% 学生得分平均差越高，

说明各国（地区）内部学生群体计算机与信息素养得分的数据分布离散度越大，

学生群体之间的水平差异也就越明显，两级分化现象越为严重，在一定程度上

凸显教育质量与教育公平问题。在各国（地区）学生得分等级方面，参评国家（地

区）学生在总体上以等级 2 及以上居多，总共 81% 的学生达到了等级 2 及以上

水平。如韩国、澳大利亚、波兰、捷克、挪威、加拿大安省等学生水平在等级 2

及以上的学生比重要大于等级 2 以下学生比重，斯洛伐克、俄罗斯、克罗地亚、

德国等国学生大部分达到了等级 1 及其以上水平，而泰国和土耳其学生最高得

分为等级 2，87% 和 91% 的学生为等级 1 及以下水平。因此，泰国和土耳其的

学生在计算机与信息素养水平方面的总体表现要远远低于其他参评国家和地区。

3. 各国学生得分受各国信息通讯技术发展状况影响各国学生的得分与各国信息

通讯技术发展状况之间有较大的相关关系，具体表现在信息化发展指数和学生

与电脑数量比重方面。结果表明，各国学生得分与 IDI 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

0.82（指数越接近 1，表明正相关度越大），表明各国学生得分与本国 IDI 存在

非常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即该国 IDI 越高，学生的得分也就越高。而在得分与学

生 / 电脑比重方面，相关系数指数为 -0.70，表明学生得分与学生 / 电脑比重之

间存在较为密切的负相关关系，即该国学生 / 电脑比重越高，学生得分倾向于越

低。

3.2  学生个人及家庭背景对素养得分的影响

学生性别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素养得分影响较明显。1. 学生性别对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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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影响较大参评国家和地区中女童平均分为 509，男童为 491，经检验，两组

数据之间体现出显著性差异，表明女童整体表现要显著优于男童。2. 学生家庭

背景对素养得分也有一定影响学生家庭背景主要指学生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

这一变量主要体现为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职业、家庭素养资本（如藏书量、家

庭电脑数量、是否有网络资源等）等指标，以上变量与学生素养得分之间的关

系是当以上变量所处的水平越高，则变量与学生素养得分之间的关系就越显著。

也就是说，学生家庭背景对学生得分有较大影响，而这种影响随着学生家庭背

景的提升而不断增大。

3.3  学生参与信息通讯技术对得分的影响

参与包含学生的行为参与和情感参与，行为参与指学生如何使用信息通讯

技术及其使用频率；情感参与指学生对信息通讯技术的感知及态度。行为参与

包含使用计算机的年限、频率等。情感参与包含学生使用信息通讯技术的自我

效能感、使用计算机的兴趣及乐意程度等。自我效能感指学生对完成各项计算

机任务的态度，从任务难度出发，划分为基础自我效能感和高级自我效能感。

3.3.1  学生计算机使用年限

对素养得分有显著影响参评国家学生使用计算机的平均年限为 6 年，且使

用年限与学生得分之间有显著相关，使用年限每多一年，得分就提高约 9 分。

3.3.2  学生的基础自我效能感与素养得分有密切关联

学生素养得分与学生的基础自我效能感关系密切，而与学生的高级自我效

能感、使用计算机的兴趣及乐意程度之间的关联度较弱。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

主要在于此次测评主要考察学生使用计算机完成各项任务的基础技能，如复制、

粘贴、保存、绘画、写电子邮件等，而非编制程序等高级技能。在性别维度，

女童的基础自我效能感较高，男童的高级自我效能感及使用计算机的兴趣与乐

意程度较高。因此，此次测评女童的平均得分在整体上要高于男童。

3.4  学校层面因素对学生素养的影响

学校对学生素养得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计算机与信息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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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一个是人力资源。前者主要指各学校拥有的计算机数量、学生 / 电脑数量比

重、拥有的网络资源等，后者主要指学校的教育技术人员与教师资源。

3.4.1  计算机与信息资源与学生素养得分关联较大

各学校的计算机与信息资源越丰富，如计算机数量充足、学生 / 电脑比重低、

网络资源充足等，学生的素养得分倾向于越高。由此可见，学校的社会经济背景，

即学校在计算机与信息设备建设方面可享有的各类社会经济资源，对学生素养

得分影响较大。

3.4.2  农村学校学生 / 电脑比低于城市学校

参评国家学生 / 电脑比平均为 18，即学校学生数量与电脑数量的比重关系

为 18：1，其中城市学校为 20，农村学校为 14，农村学校学生 / 电脑比在整体

上低于城市学校。具体到各国，除了澳大利亚、智利之外，其余各国农村学校

学生 / 电脑比均低于城市学校。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村学校学生规模

相对较小、国家农村教育信息化政策及投资倾斜等。

3.4.3  人力资源对学生素养的影响要大于计算机与信息资源

计算机与信息资源相当于学生素养培养和提升的硬件资源，人力资源相当

于软件资源，主要包含教师的信息通讯技术、教师可用的备课时间、学校的教

师专业发展资源、合格的教育技术支持人员等内容。在确保硬件设备资源充足

的前提下，软件资源对学生素养的形成与发展的影响较大。

3.5  教学层面因素对学生素养的影响

教学层面的因素主要包含教师使用信息通讯技术的经验、教师对待信息

通讯技术的态度、教师使用信息通讯技术的自我效能感、教师对培养学生计

算机与信息素养的重视程度等内容。据统计，大部分参评国家的教师都具备

丰富的信息通讯技术使用经验，对课堂教学过程中使用信息通讯技术的利处

也有一定认识。同时，教师使用信息通讯技术的自我效能感越高，就越倾向

于关注和强调学生计算机与信息素养的发展问题；此外，学校氛围，如支持

教师使用信息通讯技术等，对教师强调学生计算机与信息素养的重视度也有

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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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与启示

通过对 ICILS2013 首次国际学生计算机与信息素养大规模测评的内涵、框架

及结果进行深入研究，能为我国深刻认识学生计算机与信息素养的培养问题，

以更好地迎接大数据时代的挑战，同时积极参与大数据时代提供借鉴。

4.1  鼓励我国参与大型国际测评项目

根据 ICILS2013 研究结果，当前世界各国之间中学生计算机与信息素养水平

表现不一，且我国仅有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中学生参与了此次测评。由于我国内地

教育体制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教育体制存在较大的差异，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中学

生在测评中的表现不能反映我国内地中学生计算机与信息素养的水平，所以当前

无法得知我国中学生计算机与信息素养水平在国际上处于何种水平。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末期以来，在我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国教育信息化进程取得了许多重

要成果，但从国际化维度出发，我国教育信息化进程仍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为此，

我国教育部等五部门于 2014 年 11 月发布了《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资源

覆盖面有效机制的实施方案》，指出要加快教育信息化走出去的步伐，积极参与

国际教育信息化论坛、研究、活动等，分享经验和做法，提升我国教育信息化的

国际地位和影响力。IEA 此次构建的计算机与信息素养国际测评平台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为我国推进教育信息化国际参与进程提供路径。此外，我国具备中学生参

与大型国际测评项目（如 PISA）的经验，可以为我国拓展国际测评项目参与范畴

提供基础，以促进我国教育信息化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

4.2  开发本土化中学生计算机与信息素养监测工具

ICILS2013 测评系统在一定程度上为国际组织及各国政府提供了一套中学生

计算机与信息素养监测工具。IEA 已经发布了明确的研究计划，在 ICILS2013 测

评活动结束后，立即对已有工具进行更新，并启动 ICILS2018，以实现对国际中

学生计算机与信息素养水平的动态、连续性监测，为各国教育决策提供参考。

我国国情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IEA 开发的测评工具也不能为我国直接所用，为

了全面了解我国中学生计算机与信息素养的发展状况，我国可以综合考虑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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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借鉴已有中学生计算机与信息素养国际测评工具，尝试开发本土化

的中学生计算机与信息素养监测工具，以实现中学生计算机与信息素养监测工

具国际视野与本土实践的融合，同时把该监测工具纳入国家基础教育质量监测

指标体系中，真正落实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国家战略。

4.3  整合信息化资源促进协同发展

ICILS2013 结果表明，中学生计算机与信息素养的形成与发展受多层次、多

方面因素的影响，如国家和地区政策导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校社会经济

地位、学生个体性别、教师教学等。可见中学生计算机与信息素养的形成与发

展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且各因素对学生

计算机与信息素养形成与发展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为了提升中学生计算机与

信息素养整体水平，缩小不同中学生群体素养水平的差异，避免数字鸿沟，以

教育信息化促进教育均衡化发展，有必要整合以上各因素，通过强化各主体、

各因素的相互合作，实现协同发展。如根据测评结果，国家和地区层面的政策

导向对学生计算机与信息素养发展影响较大，尤其体现在国家教育信息化基础

设施建设与信息化发展指数方面；家庭层面对学生素养水平的影响则主要体现

在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方面，如家庭拥有的电脑数量、可供使用的网络资源，

父母教育水平及社区环境等；学生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有学生性别、学生计算

机的使用年限等；学校层面的影响因素包含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与教育信息化

人力资源等方面；教学层面的影响则体现在教师的计算机使用经验、对待现代

通讯技术的态度、可供使用的专业发展资源等。只有通过有重点、针对性的整

合信息化资源，才能充分发挥不同层面因素的不同作用，为中学生计算机与信

息素养的形成与发展提供良好的保障机制。

4.4  重视教育信息化教师队伍资源建设

ICILS2013 结果表明，在确保教育信息化硬件设备资源充足的前提下，人力资

源对学生素养的形成与发展的影响较大。其中，基础设施的构建主要是配备计算机、

网络、多媒体等硬件设施；人力资源建设主要是指鼓励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使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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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通讯技术，构建教师之间相互交流与教育技术能力发展的专业平台等。我国政

府也日益认识到教师队伍资源在教育信息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于 2014 年 5 月发

布了《面向中小学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试行）》，对教师使用信息技

术优化课堂教学和转变学生学习方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然而，教师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的形成与发展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构建多样化的教师专业发展途径来确保

以上标准的落实与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持续提升，以为我国学生计算机与信

息素养的提升和教育信息化进程的推进提供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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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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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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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round the world,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has 

carried out the first large-scale international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assessment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purpose, connotation, process and results of the assessment 

conduc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in order to summariz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training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China. This research mainly adopts literature 

analysis, related content of the assessment, assessment design and evaluation 

results are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by the individual students, students’ family background, school teaching, school 

resources, regional and national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equipment and 

policy guidance,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At las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such as encouraging China to participate in large-scale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developing local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monitoring tools, integrating resources to achiev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Key words: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