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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平台共享教育资源

在城乡二元体制下，我国城市和农村分别建立两种

不同的资源配置机制，城市通过垄断优质教育资源，挤

压农村学生的成长空间。而在“分级办学、分级管理”

的教育行政体制下，不同城市的教育水平也存在分化问

题。数字平台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这种资源排斥机制导

致的教育资源不平等现象，通过数字平台，教师可实现

教学相关知识、课件、录课等内容的资源共享，打破不

同学校教学资源壁垒，增加了教师的专业学习机会。例

如，国家中小学智慧教研平台、宁夏教育云平台和大规

模开放在线课程（MOOC）上有优质的精品课、名师课等

多元化学习资源，教师和学生可自行学习并加以利用。

另一方面，教字平台打破了传统教育模式的时空限制。

数字平台能将分散在不同时空的主体重新组合在一起，

不仅可以开展即时性的线上教学，还通过视频录制等形

式，为学生提供可复制的课程资源。比如，宁夏某小学

通过数字化平台与英国学校同上一节课。

（二）数字产品纳入教学媒介

数字产品以数据系统、信息网络为媒介，实现了即

时数据反馈和智能辅导，在教学实践中提高了师生互动

效率，缓解了教育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例如，银川市

和吴忠市的“互联网+教育”标杆学校引入了交互式白

板进行辅助教学，交互式电子白板允许教师呈现丰富的

动画、图片、视频等教学资源，使抽象的概念更加直观

和生动，便于学生理解。同时人工智能的辅助功能也部

分缓解了教师供给不足问题，并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比如，在美育教学方面，宁夏的多个中小学都装配

了智慧书法教室和智慧电钢教室。在智慧书法教室，教

师在智慧黑板上的毛笔字纂写过程可实时传到学生端的

临摹台，实现了一对多教学。

（三）数字媒体融入认知工具

数字技术既可以作为教学媒介，也可以作为认知工

具。传统教学中只能依靠教师的语言表达以及学生的想

象能力展开，数字技术可将学生从“凭空想象”中解脱

出来，增强其现实感知。增强现实技术（AR）通过在用

户环境中添加计算机生成的内容来补充用户对现实世界

的感知，并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提供了一种新的

互动形式（Azuma等，2001）。调研地部分学校已使用

AR技术帮助学生理解编程。增强现实（AR）技术提供

了可视化的程序编辑环境，学生只需使用平板电脑，就

能以“积木”的方式模拟实体操作并观看模拟结果，减

轻学生的认知负荷。类似的，虚拟现实技术（VR）也是

教育环境中极具前景的认知媒介。在VR显示方法中，全

息投影是最著名的图像表现技术。调研地学校已用全息

投影来开展历史和地理教育，历史课上，教师借助全息

投影虚拟再现出历史人物、古建筑、文物等真实三维图

像，提供给学生更加真实的感受。

数字技术赋能学生人力资本积累的风险识别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一个

系统工程，除了技术本身，教师、学生、家长等利益相

关体都深涉其中，不同地域之间，特别城乡之间的经济

和文化结构复杂多样，技术和教育实践之间的不匹配可

能会导致风险隐患，影响着数字技术对教育赋能作用的

有效发挥。

（一）能力贫困加剧学生知识获取差距

数 字 技 术 和 教 育 融 合 的 过 程 中 ， 社 会 经 济 地 位 的

差距实现另一种形式的再生产，制约了部分学生对教育

资源的获取，影响了他们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造成新

的数字排斥和教育不平等。根据调研访谈，相比城市学

生，农村学生面临更为严重的能力贫困问题。首先，农

村教师的数字素养低于城市教师。由于农村多年的人才

流失以及年轻人对城市的偏好，农村教师平均年龄显著

大于城市教师。而年轻教师作为“数字原住民”，对于

新工具的接受能力一般要强于年长教师。其次，家长群

体数字胜任力的内部分化明显。一方面，家庭在数字教

育中承担着愈加重要的职能，线上教育离不开家庭的空

间场域和家长的监督指导。而农村家长由于文化水平较

低，自身认知有限，并不能对学生的在线学习起到监督

作用，或者根本就不会去监督。另一方面，当前的家校

互动、素质教育、课后作业等也越来越离不开数字产品

和家长数字技能的支持。但在农村地区，许多家庭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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