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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学生数字素养现状及其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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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时代，数字素养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综合素质的重要标准。高职院校应通过“课程思

政”，强化高职学生数字素养的培育。本文基于问卷调查的方法，对高职学生数字素养现状进行了分析，

提出了高职院校数字素养培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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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高职学生数字素

养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我国正在大力发

展“互联网+教育”，以提高学生的创新能

力、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培养“德技并

修”“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鉴

于此，本研究选取某高职院校为研究对象，

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对该校学生进行了问

卷调查。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高职

院校学生数字素养现状不容乐观，其学习能

力、信息素养、技术应用能力等方面均存在

着明显不足。因此，本研究提出了相应的对

策和建议，以期为高职院校数字素养教育提

供参考。

二、相关概念界定

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是指人们

利用数字技术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能力，包

括数字认知、数字理解、数字决策、数字创

新和数字伦理。《“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

划》中明确提出要“发展数字化学习平台，

培养全民数字化学习习惯”。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促进全民终身学习的意见》中提出

“构建覆盖城乡的全民终身学习支持服务体

系，建设全国一体化在线学习平台，推进线

上线下深度融合”。这为高职学生开展数字

素养培育指明了方向，也为高职院校开展课

程思政建设提供了契机。

本研究根据对高职学生的调查研究，将高职

学生数字素养划分为信息意识、信息获取与

处理、信息分析与利用三个维度。

三、研究方法与过程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对某高职院

校的学生进行了调研。问卷采用线上和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线上问卷在本校学生中进

行，线下问卷在省内其他高职院校中进行。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500份，回收有效问卷

451份，其中男生 146人，女生 338人。从

性别分布来看，男生比例为 54.75%，女生

比例为 44.25%。从年级分布来看，大一学

生数量最多（342人），其次是大二学生

（285人），第三是大三学生（210人）。

从城乡分布来看，城镇学生比例为

67.18%，乡村学生比例为 33.64%。从不同

专业来看，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人数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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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人），其次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87人）。从性别分布来看，男性比例为

45.10%，女性比例为 45.10%；女生比例为

45.03%；大一学生数量最多（115人），其

次是大二学生（105人）。

四、结果分析

基于问卷调查结果，分析高职学生的数

字素养现状，不仅能明确其具体构成，更重

要的是为高职学生数字素养的培育提供理论

依据。基于“课程思政”视角，从多个方面提

出提升高职学生数字素养的对策和建议。在

调查问卷中，设置了“您认为目前最重要的

数字化学习资源”“您认为大学生在使用数字

化资源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两个问题，

通过问卷的形式反映高职学生数字素养的现

状，并分析其原因。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

学生对数字化学习资源持肯定态度，认为数

字资源对他们的学习具有促进作用。然而，

在具体问题中发现，高职学生在使用数字资

源方面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

为以下几个方面。

五、结论

在数字时代，培养学生的数字素养是高

职院校人才培养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高职

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内容。高职院校

应结合数字时代背景，通过“课程思政”强化

对高职学生数字素养的培育，把思想政治教

育元素融入到教育教学全过程，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

一方面，要提高对数字素养培育重要性的认

识，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队伍数字

素养；另一方面，要深入挖掘教材中蕴含的

思政元素，将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入教学全

过程。要从学生实际出发，通过营造良好的

学习氛围、丰富教学资源和创新教学模式等

手段来提升学生的数字素养水平。同时，要

加强学校与社会的合作力度，为学生提供更

多学习资源和学习机会。

六、对策与建议

调查发现，高职学生数字素养总体水平

一般，但在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中均

存在着显著差异。总体来看，高职学生的数

字素养与本科院校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

距。针对以上调查结果，为有效提升高职学

生数字素养水平，建议高职院校应加强对数

字素养培育的重视程度，在课程体系设置、

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改进、教师队伍建

设等方面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革和完善。

一是高职院校应将数字素养纳入课程体系，

并将其作为核心素养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形

成有针对性的课程设置体系。

二是高职院校应加大对数字技术、数字经济

和数字文化的教育投入，在现有经费基础上

进一步增加经费投入。

三是高职院校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优势，

创新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提高高职学生参

与在线课程学习的积极性。

四是高职院校应加强对教师的培训和管理，

提高教师队伍素质。

七、结语

数字素养是指利用数字资源获取信息、

处理信息、分析信息、传播信息等一系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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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是信息化社会公民应具备的基本能力。

在数字化时代，高职院校必须要强化“课程

思政”理念，以课程建设为载体，加强对学

生数字素养的培养。

一方面，高职院校可以通过“课程思政”的建

设，将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到教学内容中，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帮助他们成为德才兼

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另一方面，

高职院校可以通过开设数字素养课程，提高

学生的信息素养水平和数字应用能力。此

外，高职院校还可以通过搭建网络学习平

台、推进数字校园建设等手段来培育学生的

数字素养。总之，高职院校应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通过课程思政来加强对高职学生数字

素养的培养，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技能型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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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ultivation of digital literacy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Yan 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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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igital age, digital literac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tandard to measur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a country and a natio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strength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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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digital literacy through "curriculum thinking and politics".

Based on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and puts forward the cultivation strategy of the digital literac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digital literac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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