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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为子女购买电脑、平板等数字产品的费用，学生只

能使用父母的手机进行学习。如果家中有几个孩子，甚

至还会出现排队使用手机的情况。

（二）工具理性挤占教师时间

在工具理性的计算中，人通常被假设为“理性人”

的状态，现代社会的最大悖论在于对理性方式的追寻却

导致非理性的释放，人的能动性始终存在，理性化的非

理性后果由此而生且难以避免。数字技术本身并不能改

变课堂教学，而是需要教师的干预，教学活动和数字工

具使用的整合程度直接影响课程质量。但在教师数字素

养难以衡量的情况下，自上而下的层级治理体系将数字

化转型的过程转化为一种行政性任务，忽略技术接受的

渐 进 式 规 律 以 及 不 同 学 校 以 及 教 师 之 间 所 存 在 的 客 观

差距，绩效考核压力逐级下沉，造成工具理性的过度支

配 。 其 主 要 体 现 为 学 校 管 理 者 的 管 理 权 让 渡 给 管 理 平

台，各种打卡签到、研讨排名、授课评价、备课次数、

听课次数等评价指标较多，但教师的数字素养未能得到

实质性提升，现有技术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也没有很

好地融入课堂实践，反而给教师和学生带来额外技术负

担，造成正常教学活动一定程度的偏离，正如调研地学

校反映，“一方面‘讲授式’教学依然存在，另一方面

课堂上大量的文字、图片、图表和音视频，运用层次粗

浅、水平不一，久而久之，学生会对基本知识理解不完

整，无法跟上学习进度”。

（三）注意力失焦影响教学质量

在远程教学中，授课教师通常要为2个班级甚至多个

班级的学生授课，教师除了要关注本校学生，也需要关

注远程上课的学生。但教师的注意力是一种有限资源，

当需要同时处理多个任务时，就存在资源分配问题。一

般 而 言 ， 本 校 学 生 的 学 生 成 绩 直 接 影 响 教 师 的 考 核 结

果，即授课教师将注意力分配给本校学生获得边际效用

要高于外校学生，这将导致远程上课学生得到的关注更

少。同时，在同步远程授课中，由于物理距离和技术媒

介的限制，远程学生的“社会存在感”可能较弱，导致

教师更容易忽视远程上课的学生。而且，通过小小的电

子屏幕沟通，教学双方难以感知到对方的肢体语言，在

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将导致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变

得更为复杂，授课教师难以完全掌握远程学生的知识获

取情况。

数字技术赋能学生人力资本积累的推进路径

数字技术为提高教育质量带来了契机，也为缓解制

度化障碍造成的教育不平等问题带来了希望，然而从以

上研究可知，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效果依然是不确定的，

需要从理念、制度和资源三个层面化解数字技术运用过

程中滋生的不确定性风险。

（一）理念层面：平衡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引入数字技术后，教育将传统上完全由教师负责的

教学任务部分转移给人工智能。教育和数字技术的融合

与之前单纯依靠教师施教不同，强调教师与技术手段的

有效整合和协调统一。价值理性要求将学生表现和学习

成果设定为数字技术使用效果的考核指标体系的最高准

则。在教育数字化转型初期，强调数字技术的服务型角

色，而不是管理者角色，有利于避免工具理性下“形式

化的打卡统计”而直接关注师生反馈和教学效果。

（二）制度层面：强化教师内生动力

技术并不是教师思考和实践的驱动力，仅仅提供更

多的机器、软件和功能并不能带来课堂变革。强加的政

策决定和机械的变革模式往往不符合教师的观点和他们

工作场所的限制。因此，需要相应策略去提升教师对于

数字技术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首先，建立定期

的、有效的、持续使用数字技术的有凝聚力的和支持性

的小组，提供给教师探索和熟悉技术的机会，以建立老

师的信心，消除在使用经验方面的不平衡。第二，明确

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的基本原理、课程改革和教学发展

之间的复杂关系，提高教师对于使用数字技术的教育价

值的理解。第三，推动数字技术的整合模式由技术驱动

型转向教师参与型。

（三）资源层面：保障教育资本持续向农村地区部署

在知识社会，教育目标应该包括数字公平，这意味

着城市和农村学生具有使用数字技术、获取数字资源的

同等机会和能力。数字技术应用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再分

配，让农村学生也能获得优质教学资源。为强化这种再

分配的实际效果，有必要从硬件完善和师资保障两方面

共同促进。首先，调整和改变非均衡的资源分配方式，

优先向后发型农村倾斜，加强数字建设的探索示范，打

造高质量的示范样板，推广成果经验。其次，合理分配

教师的教学活动，为农村学生提供差异化教学。远程授

课不仅仅是城乡教师之间的沟通，更涉及到学校层面的

系统安排，应从管理层面上合理分配城乡教师的教学活

动，促进两方教师协作教学以满足农村学生学习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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