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讨
2025 年 3 月第 7卷第 3期

基金项目：江苏大学第二十三批学生科研课题一般项目“数智时代下小学教师核心素养构建与提升：基于中俄教师专业标准的比较”

（项目编号：23C547）。

通讯作者：许逸雯，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师范专业2022级本科生，研究方向：英语翻译学、教育比较学。

文章引用：许逸雯，贺宇希，叶泽英．数智时代下小学教师核心素养构建与提升——基于中俄教师专业标准的比较［J］．教育研

讨，2025，7（3）：358-362．

https://doi.org/10.35534/es.0703071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与大数据领域实现了深度融

合，社会正经历着由数字化向数智化的转型与演变。教

育领域作为社会进步与文明传承的基石，同样感受到了

这股科技力量的强烈冲击。在此背景下，如何充分挖掘

并利用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上的独特优势，成为了当前

教育改革与创新的重要议题。为实现将人工智能深度融

入教育、推动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宏伟目标，构建并提升

教师的数智专业核心素养，无疑成为了这一转型之路上

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

当前，我国学者在探究教师专业标准时，多与美、

英、澳等国对比，而对地理位置相近且教师教育体制完

善的俄罗斯缺乏深入研究。同时，现有的研究大多聚焦

于各国教师专业标准的宏观横向对比，未充分考虑数智

时代教育的新挑战与新需求。此外，数智时代教师核心

素养培养研究多聚焦于高校教师，对中小学教师尤其是

小学教师的相关研究存在一定空白。

鉴于此，本文深入剖析2022年俄罗斯小学教师专业

标准中提升教师数字素养的具体要求，以期为我国小学

教师专业标准完善提供参考，促进我国小学教师数智核

心素养的全面提升。

1  中俄小学教师专业标准制定背景

鉴于我国小学教师专业标准于2012年颁布，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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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字能力要求方面显得较为简略，仅在基本内容中的

通识知识及组织与实施部分简单提及了两点相关要求，

占基本要求的3.33%。反观俄罗斯的教师专业标准体系，

其对小学教师的数字能力提出了详尽且具体的58条要

求，显示出在该领域的高度重视与细致规划。

2.2  中俄小学教师专业标准中数字能力具体内容

比较

我国小学教师专业标准在界定教师数字能力时较为

笼统，要求教师需“具有适应教育内容、教学手段和方

法现代化的信息技术知识”，并“将现代教育技术手段

整合应用到教学中”。这一状况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可

归结于我国教育数字化进程的滞后，以及城乡间数字教

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标准的模糊性不仅给政策的精准

落地带来了挑战，也阻碍了教师数字素养的顺利提升。

相比之下，俄罗斯的教师专业标准在描述小学教

师的数字技能和知识要求时展现出更高的明确性与具体

性。它不仅要求教师具备基础的信息通信技术能力（如

熟练操作计算机、利用通信工具处理数字信息，并严格

遵守信息和个人数据保护的相关规定），还进一步阐明

了这些技能在教学场景中的具体应用标准。这意味着，

教师需要能够充分利用信息教育环境和数字通信设备的

资源与服务来组织和实施教学活动及学生活动，同时在

教学实践中严格执行信息安全标准。该要求有效促进了

俄罗斯小学教师数字能力与数字素养的同步提升。

此外，俄罗斯教师专业标准还深刻彰显了其国家教

育的核心理念与价值导向，尤为突出的是对教育公平性

原则的坚守（杨晶，于伟，2015b）。标准中反复强调必

须“涵盖残疾学生的教育需求”，这一明确要求不仅是

对特殊学生群体的深切关注，更是对整个教育体系包容

性和普及性的有力诠释，体现了俄罗斯教育对所有学生

一视同仁、全面关怀的崇高精神。

2.3  中俄小学教师专业标准实施情况比较

我国小学教师专业标准在构建其实施框架时，于

第三部分明确提出了多维度、层次分明的实施建议：首

先，强调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需将《专业标准》视为小学

教师队伍建设不可或缺的基石；其次，要求开展小学教

师教育的各院校，把《专业标准》作为小学教师培养与

培训的核心参照；再次，小学需将《专业标准》融入教

师管理的各个环节，作为重要依据；最后，鼓励小学教

师自身以《专业标准》为指引，主动追求专业发展。这

一系列建议从国家行政部门、培训高校、小学管理层以

及教师自身四个层面出发，展现了高度的系统性与可操

作性，为标准的落地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这些建议

仍较多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规划，实际执行与监督机制尚

待加强，以确保其真正转化为实际行动。

相比之下，俄罗斯在推动教师专业标准实施方面采

取了更为动态与深入的策略。他们不仅通过组织广泛的

小学教师专业标准于2022年更新，二者制定时间存在差

距，不具备直接比较条件。本文将分别分析中俄两国小

学教师专业标准的制定背景。

1.1  中国小学教师专业标准制定背景

从国内教育环境来看，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

教育优先发展，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纲要、教师资格制度以及教师职业道德规划等文件和

政策均对教师专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随着教

师专业化改革的深入，如何对高质量的教师素质进行评

价成为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郅庭瑾，2016）。在

此背景下，制定一套清晰、明确且具指导意义的教师专

业标准，成为了引领教师行业朝着持续、健康、顺畅方

向发展的客观而迫切的需求。

从国际背景来看，世界各国均对教师专业发展给予

高度重视（杨晶，于伟，2015a）。其中，英、美、法、

德、日、澳等发达国家已率先建立了完善的教师专业标

准体系。这些国际经验不仅为我国教师专业标准的制定

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也进一步强调了构建符合我

国国情、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的教师专业标准体系的必

要性和紧迫性。

1.2  俄罗斯小学教师专业标准制定背景

从客观环境分析，2020年COVID-19全球大流行对俄

罗斯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加速了俄罗斯人民对数字技

能的掌握与数字工具的使用，极大地推进了社会的数字化

进程（V. Polyakova，E. Streltsova，I. Iudin，et al.，2024）。

从主观因素考量，俄罗斯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先

锋国家，在科技创新领域持续展现强劲实力。早在2017

年，俄罗斯联邦政府便通过了《俄罗斯联邦数字经济规

划》（Elena G. Popkova，et al.，2023）。该规划不仅深刻

洞察到数字经济时代对人才的需求，还着重强调了发展

数字化教育的重要性，为俄罗斯教育领域的数字化转型

与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中，“人才与教育”行

动计划明确要求每年至少有5000名教师接受专业的数字

化培训，这一规划促使俄罗斯教育部门高度重视并切实

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

此外，俄罗斯还在2018年推出了“数字化教育环境”

计划，进一步提升对小学生数字技能掌握水平的要求，为

培养学生的数字能力制定了更为明确和严格的标准，从而

间接对俄罗斯小学教师的数字能力与数字素养提出更高的

要求。这些主客观条件共同为俄罗斯在2022年更新教师专

业标准提供了充分的前提条件和有力支撑。

2  中俄小学教师专业标准比较

2.1  中俄小学教师专业标准中数字能力要求数量

比较

对比而言，我国的小学教师专业标准在对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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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会议，积极吸纳社会各界的意见与建议，对教师专

业标准进行持续的修订与完善，确保其贴近教育实践与

时代需求，还专门成立了相关协会，负责监督并引导标

准的实施过程，确保各项措施得到有效执行（杨晶，于

伟，2015a)。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在实施过程中高

度重视灵活性与适应性原则，允许根据实际情况做出适

当调整，从而保证了标准在不同地区与学校间的有效落

地与本土化创新。

3  数智时代对当前小学教师专业发展
的影响

3.1  中俄教师专业标准下数字能力要求对小学教师

核心素养构建的影响

教师专业标准是对教师专业素质的基本要求，是教

师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基本规范，是引领教师专业发展

的基本准则。中俄教师专业标准中对小学教师数字能力

的要求既反映了全球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趋势，同时也体

现了两国教育体系的特色。

3.1.1  中俄两国均重视培养小学教师信息安全技能

我国2022年颁布的《教师数字素养》框架中，数

字社会责任作为一级维度，包含法治道德规范和数字安

全保护两个方面，强调教师应遵守互联网法律法规，并

对学生、家长及其他相关人员的数据进行合理保护。俄

罗斯小学教师专业标准中也明确要求教师遵守信息安全

和个人数据保护规范，掌握基于信息安全标准与教育参

与者进行数字通信的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2）。此外，信息安全技能还体现在心理安全技能方

面。俄罗斯小学教师专业标准指出，教师应掌握虚拟环

境中学生人格和行为发展规律的心理和教学技术。在数

智时代，学生心理易受网络环境影响，教师掌握相关心

理和教学技术，有助于学生适应网络环境，形成良好心

理状态。我国《教师数字素养》也强调教师应利用数字

技术资源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设计多种形式的心理健康

教育活动。

3.1.2  中俄两国对小学教师核心素养提出不同的价

值追求

俄罗斯强调教师数字能力核心素养的个性化。俄罗

斯小学教师专业标准明确指出，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年龄

特征和个人需求，在认知和创造性活动中合理使用信息

和通信相关技术，并针对低年级和高年级学生的发展情

况，设计不同的数字化教学方案，包括教学设计、实施

与评价。同时，教师应根据个人发展需求，利用数字技

术资源学习学科知识、教学法、技术知识，分析个人教

学实践，以支持教学反思与改进。

我国教师数字能力素养倡导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教育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和“立德树

人”的核心素养，形成数智时代下中国教育理念的新发

展。2023年，教育部启动的“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

通过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汇聚精品课程资源，使中西部乡

村教师能够便捷获取融合数字技术与思政教育的示范案

例。未来，在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新技术重塑教育生态

的背景下，如何构建既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又具备全

球竞争力的教师专业标准体系，将是我国教育治理现代

化的关键命题（邢星，2024）。

3.2  人工智能发展对小学教师核心素养构建的

影响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重塑教育生态。在此

背景下，小学教师的核心素养面临深刻变革：传统以知

识传授为核心的素养体系已无法满足数智时代的需求，

教师亟需构建“技术整合力+人文关怀力”双轮驱动的新

型素养框架。本文从角色转型、能力重构、社会责任三

方面展开分析，探讨数智时代小学教师的核心竞争力。

首先，人工智能的出现重构了教师角色。在传统

的教育模式中，教师是知识的权威传播者，学生则是被

动的接受者。然而，人工智能打破了知识壁垒，降低了

知识获取的门槛。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职业焦虑和身份

认同危机，教师角色从知识权威转向更高阶的教学设计

（吴江，2023）。人工智能能够使教师从重复性劳动中

解放出来，教师需转向高阶能力的培养，如设计探究式

学习、跨学科项目，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实践

能力。此外，教师作为情感联结者的角色也更加重要。

人工智能在培育个体身心健康方面存在局限，缺乏伦理

道德考量。小学阶段是学生核心价值观和人格塑造的关

键期，教师的榜样行为和言传身教至关重要。因此，教

师需强化共情力和心理辅导能力，关注学生的情感需

求，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特长，为学生提供更加个性

化的教育服务。

其次，人工智能还重塑了教师的教学能力结构。

人工智能为小学教师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和先进的教

学工具，能够帮助教师快速整合教学资源、生成教学内

容和课程材料，从而减轻备课负担，提高教学效率。这

要求教师要掌握相关技术的使用，具备线上线下融合的

教学设计能力，能够创设网络学习空间与物理学习空间

的融合环境。教师可以通过AR/VR技术构建沉浸式教学

环境，利用多样化的课件、微课、虚拟教具设计教学活

动，并运用人工智能分析学生的学习情况，借助人工

智能可视化工具展开学业数据的分析（赵鑫，王玲，

2023）。然而，教师也需警惕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明确

其使用边界，保留教学设计的主导权，具备驾驭AI工具

的能力，树立人机协作的思维模式。在分析学生学习情

况时，教师应避免将学生简化为“数据点”，忽视其作

为“完整的人”的复杂性。

最后，人工智能为增强教师的伦理警觉和社会责

任意识提出了要求。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时，教师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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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伦理和安全问题，确保技术应用符合道德规范和安全

要求。教师要保护学生隐私，维护教育的公平性和透明

度。同时，教师需具备数字甄别与信息素养教育的能

力，能够辨别网络谣言和AI生成内容，并加强数智时代

对学生心理健康维护的指导，有效管理学生的屏幕时

间，预防网络欺凌等。这些要求对教师的伦理意识素养

和社会责任意识提出了更高标准，教师需坚持“技术为

人服务”的人本理念，避免过度依赖人工智能（郑旭

东，马云飞，岳婷燕，2021）。

4  提升数智时代下小学教师核心素养
的建议

4.1  加强教师数字素养培训，构建系统化培训体系

数智时代对教师的数字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我

国小学教师专业标准中对数字能力的要求较为笼统，缺

乏实操性。因此，亟需通过系统化的培训提升教师的数

字素养。

首先，制定分层次的数字素养培训计划。依据小学

教师的年龄差异与学科差异，设置针对性的培训内容。

例如，低年级教师可以侧重于基础数字工具的使用，而

高年级教师则需要掌握更复杂的数字教学设计和数据分

析技能。培训内容应涵盖信息技术基础知识、数字工具

的使用、信息安全技能以及数字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应用

等方面（付明明，2025）。

其次，引入人工智能辅助培训平台。利用人工智能

技术，开发智能化的教师培训平台，为教师定制个性化

的学习路径并提供实时反馈。例如，通过AI分析教师的

学习数据，推荐适合的学习资源，帮助教师高效提升数

字素养。同时，平台可以创设模拟教学场景，促进教师

在实践中掌握数字教学技能。

最后，突出培训的实践导向。培训应理论与实践并

重，可以通过案例分析、教学观摩、实践操作等方式，

推动教师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教学中，提升其数字教

学能力。

4.2  强化伦理教育，提升教师的社会责任意识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中，伦理问题日益凸显。作

为教育工作者，小学教师不仅需要掌握数字技术，还应

具备强烈的伦理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首先，加强教师的伦理教育。在教师培训中，应增

加关于人工智能伦理的内容，帮助教师理解技术应用的

道德边界。例如，教师应学会如何在使用AI工具时保护

学生的隐私，如何避免技术应用中的偏见和歧视等。

其次，提升教师的信息素养。在数智时代，教师应

具备辨别网络谣言和AI生成内容的能力，能够引导学生

正确使用数字技术。通过培训，教师可以掌握信息甄别

的技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信息观。

最后，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

应用可能对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教师应具备心理

辅导的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并干预学生的心理问题。学

校可以定期组织心理健康培训，帮助教师掌握相关的心

理辅导技术。

4.3  完善监督机制，确保标准的有效实施

为了确保教师数智核心素养的提升，教育部门应

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确保各项政策和标准的有效实施

（吕艳娇，姜君，2024）。

首先，建立多层次的监督体系。教育部门可以借鉴

俄罗斯的经验，成立专门的监督机构，负责监督教师专

业标准的实施情况。同时，学校应建立内部监督机制，

定期评估教师的数字素养和教学能力，确保其符合标准

要求。

其次，加强政策的落地执行。在制定相关政策时，

教育部门应充分考虑实际情况，确保政策的可操作性。

同时，应加强对政策执行情况的跟踪评估，及时发现问

题并进行调整，确保政策能够真正落地（周晨光，陈

凡，2025）。

最后，鼓励地方化创新。在实施教师专业标准时，

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创新，探索适合本地区的实

施路径。教育部门应鼓励地方教育机构发挥主动性，结

合本地特点，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确保标准的有效

落实。

5  结语

在数智时代浪潮中，小学教师核心素养的构建与提

升已成为教育发展的关键课题。通过对中俄教师专业标

准中数字能力要求及实施情况的比较分析，可以清晰洞

察到人工智能对数智时代小学教师核心素养构建的深远

影响。

加强数字素养培训、提升教师社会责任意识以及完

善监督机制等建议，为小学教师数智核心素养的提升提

供了清晰路径。这不仅是对当下教育需求的积极回应，

更是为未来培养适应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奠定

基础。

展望未来，随着数智技术的持续革新，小学教师核

心素养的内涵也将不断丰富。研究者们应持续关注并深

入研究数智时代的教育变革，借鉴俄罗斯在教师专业标

准制定和实施方面的经验，不断优化和完善小学教师核

心素养的构建与提升体系，让小学教师为培养下一代贡

献强大的教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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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wave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sweeping the world today,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s undergoing 
unprecedented changes, which puts forward more comprehensive requirements for teachers’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literacy.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this new era, it is particularly urgent and important to update and optimize the 
current teachers’ professional standards. 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to compare and study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of teachers’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literacy in Chinese and Russian teachers’ professional standards, and find ou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and puts forward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optimizing the Chinese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professional standards and improving their core literacy.
Key words: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Core literacy;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Chinese teachers’ professional standards; 
Russian teachers’ professional standar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