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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高校教育数字化成熟度评价研究——以湖南涉外经
济学院为例

陈静芳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中国·湖南 长沙 410000

摘 要：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成熟度模型的进化性、阶段性和可描述性可以帮助高校评估自身数

字化转型的完善程度，通过确定所处阶段来明确现状与目标之间的差距，从而更好地完成数字化转型。利用已有成

熟度模型指标，通过访谈，确定湖南涉外经济学院目前数字化转型的问题，并提出相应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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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常态化应用，数字化正

在迅速改变我们的工作、生活以及思维方式（王力勇，

2023）。数字技术如何赋能教育是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教

育数字化既是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显著特征，又是实现

教育现代化的战略支撑和动力引擎（方春水等，2022）。从

国际到国内，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教育数字化转型已经

成为教育教学领域备受关注的新热点（李铭等，2022）。在

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如何科学有效地判断转型的完成程

度，对转型过程进行准确评估，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

问题。成熟度模型作为一种动态的价值评估手段，可以发掘

组织相关领域的完善程度，从而确定实际和预期的组织设计

之间的差异并加以改善（张强等，2022）。研究者们所提出

的数字化转型成熟度模型有助于判断和评估当前组织数字

化转型的现状，发现组织实际转型效果和预期转型效果之间

的差距，从而加以改进（祝智庭等，2022）。论文旨在运用

数字化成熟度模型相关指标来评价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数字

化成熟度所处的阶段以及之后的优化措施。

1 什么是成熟度

成熟度最初是一个生态学概念，用以表征自然生态系

统从早期到成熟阶段的相继发展，现广见于各大学科领域，

泛指一种“完备、完美或准备就绪的状态”，意味着达到理

想状态的程度，同时也表征实现理想状态的进化过程（钟志

贤，2023）。成熟度具有三方面特征：不断进化的、有阶段的、

可描述的（王力勇，2023）。成熟度模型的研究始于 1987 年，

由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软件工程研究所提出。基于软件开

发过程，成熟度模型由初始级、可重复级、已定义级、可管

理级、优化级五个等级构成（简称 CMM）。随着各国学者

对成熟度模型的不断研究发展，参考 CMM 模型，先后形成

了多种成熟度模型，如智慧城市建设成熟度模型、人力资源

成熟度模型、组织项目管理成熟度模型等多种成熟度模型。

2 什么是教育数字化成熟度

数字化成熟度模型是衡量组织数字化转型实现度和完

成度的整体模型，可以帮助组织了解当前数字化转型的状

态和能力，从而有效管理和指导数字化转型工作（钟志贤，

2023）。数字化成熟度模型一般由成熟度等级和关键过程域

构成，二者描述了组织各个层面的行动领域、措施和应达到

的目标，从而揭示组织数字化成熟度从低级到高级的渐进式

发展过程。

教育数字化成熟度模型研究方面成果较为丰硕，

Marshall 教授提出了 EMM（e-Learning）成熟度模型，周勇

构建了 eMM 过程元模型。祝智庭对教育信息化成熟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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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的技术支持的教育教学创新成熟度模型进行了综述性

研究。李青提出 e2M2（e-Education	Maturity	Model）。李新

晖提出了教育信息化绩效成熟度模型 PEIMM（Performance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Maturity	Model）。这些模型的提出，

为数字化成熟度模型的完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世界各大组织也出台了相关的框架，为

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参考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针对亚太地区的教育信息化绩效指标体系主

要从 ICT 政策、技术结构及其应用、ICT 课程、教学及教学

支持人员、学习过程及效果五个方面提出教育信息化的绩效

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政策层面的 ICT 规划和举措、

ICT 与课程的整合情况、ICT 教学情况、生机比、学校连接

互联网情况、网络及多媒体的覆盖情况、各学科所使用的软

件情况、教师专业发展和 ICT 应用自信情况、管理者的专

业能力和信息素养情况等九个方面进行评估。世界银行教育

信息化监测和评估项目中提出的教育信息化概念指标框架

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教育背景、基础设施、本地支持与

实施、教育信息化目标干预设置、教师培训、教育信息化成

果、学生影响十个方面全方位概括教育信息化的范畴。美国

的 STaR 评估指标体系主要从硬件和网络连接性、数字化资

源、教师专 业发展、学生成就和绩效评估四个维度来评估

学校的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英国学校信息化自我评估指标

（SRF）主要从领导和管理、课程、学与教、ICT能力评价、

教师专业发展、拓展学习机会、资源这七个方面来评估学校

的教育信息化水平。欧洲教育信息化具体的评估指标主要

包括生机比及连接互联网的生机比、硬件配备及维护情况、

ICT 与课程的整合情况、教师每周使用计算机的时长、ICT
在课堂上的使用情况、ICT 的课程教学目标、不用技术的原

因、信息技术课的课时、信息技术专家教师情况、教师培训

中所使用的 ICT 情况、教师参加正式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

合培训比例。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信息化分会于 2005 年由北大、

清华、复旦、南大、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共同制定中国高校

信息化指标体系，包括信息化基础应用、信息化基础设施建

设、信息化保障体系、 教学科研信息化、管理信息化等五

个一级指标。2008 年广东省教育厅从基础设施状况、信息

化建设机制与管理机制、信息化应用、网络基本应用状况四

个范畴描述了教育信息化建设过程需要参考的标准指标。

综观国内外的研究，不论是从数字化成熟度模型的建

构还是数字化标准的确立，教育数字化转型主要关注以下五

个方面：数字化基础设施、教师专业发展、学生数字技术能

力、数字化资源建设、数字化评价。

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良好的数字化教学环境是实现

教师智能化的“教”和学生个性化的“学”的基础保障，各

个院校都在积极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升级改造校园数

字化环境不断进行尝试和探索。生级比、学校连接互联网情

况、网络及多媒体的覆盖情况、数据中心的规模、存储能力

及备份方案、数据安全保障、各学科所使用的软件、虚拟仿

真设备等都是基础建设的最为直观的衡量标准。

数字化资源建设：在数字教育资源供给服务方面，很

多国家聚焦数字教育资源平台的搭建，逐步形成从建设、应

用到评价的数字教育资源体系。常见的数字资源包括电子教

材、电子书库、学习管理系统（LMS）、开放课程平台、

教学软件、数字视频、在线讨论平台、实时互动工具等。

教师专业发展：教师数字化技能的发展对于现代教育

至关重要，它涵盖了从基础技术操作到高级教学应用的多个

方面。例如，教师计算机的操作流畅程度，教学软件的熟悉

程度，评价工具的运用水平，数字资源的应用和管理水平，

数据分析能力，信息安全保障意识以及持续学习能力。

学生数字技术能力：学生信息技术能力是指学生在使

用信息技术工具和资源时的技能和素养。这些能力对于现代

教育至关重要，能够帮助学生在学习、沟通、协作和解决问

题中更加高效和灵活。具体包括计算机操作能力、信息检索

以及处理能力、数据分析能力、在线学习与自我管理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与跨平台操作能力等。

数字化的教学评价：数字化的教学评价是指利用信息

技术和数字工具对教学过程和学习成果进行评估和反馈的

过程。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对数字化教学平台的评价、

实时反馈、教学效果的评估、个性化的评价方式等。数字化

的教学评价通过技术手段和数据分析，为教学提供了更多

维度的反馈和改进建议，有助于提升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

效果。

3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数字化成熟度现状分析

研究者依照数字化成熟度的五个维度，对湖南涉外经

济学院的管理者、技术服务人员、授课教师以及学生进行了

结构性访谈，通过这种方式来初步判断该校数字化转型的现

有水平并提出改进措施。具体问题如下：

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

①当前学校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如网络、硬件、教学

软件、智慧教室）是否能够满足教学和管理的需求？（管

理者）

②学校的网络覆盖和带宽情况如何？是否存在技术

瓶颈？

③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措施是否到位？（技术服务

人员）

数字化资源建设：

①学校使用了哪些数字化管理系统？这些系统的集成

情况如何？（管理者）

②教学平台的功能和使用情况如何？是否存在使用上

的困难？（教师）

③些课程有相应的网络学习软件和平台？使用效果如

何？（学生）

④学校如何收集和管理学生的学习数据？（管理者）

学生数字技术能力：

①计算机操作能力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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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是否懂得如何检索并筛选信息？

③是否能进行简单的数据分析？

④主要的信息来源是什么？

教师专业发展：

①教师的信息化技能水平如何？是否接受过相关的

培训？

②教师是否愿意探索新兴技术（如 AI、VR）在教学中

的应用？

③教师是否能掌握数据分析的工具和流程？

④教师如何利用数字平台进行教师专业学习？

信息化的教学评价：

①如何利用数字资源评价老师的教学？（管理者）

②如何利用数字资源评价学生的学习？（教师）

③如何利用数字资源进行反馈？（教师）

通过对部分管理者，技术工作人员，授课教师以及学

生的访谈，我们认为，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在教育数字化转型

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成绩，如实现了校园的网络全覆盖、许多

课程配套了线上教学软件以及相应的硬件设施、建设了智慧

教室、新建了虚拟仿真实验室等。但是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由于资金问题，民办院校相较于

一些顶尖的公办院校，在基础设施的投入上可能较为有限，

特别是在硬件更新和网络带宽方面。

数字化资源建设方面：民办院校在数字系统的应用上，

已经逐渐从简单的教务管理系统发展到更为综合的校园信

息化系统。这些系统通常包括学籍管理、课程管理、成绩管

理和财务管理等。然而，这些信息系统尚未完全整合，导致

数据共享和流程协同不够通畅的问题，影响管理效率。在教

学方面学校已经开始引入电子教材、在线课程和虚拟实验室

等数字化教学资源。但整体而言，教学数字化的水平有待提

高。在线教学和混合式学习模式仍在探索阶段

学生数字技术能力方面：绝大部分学生能很好的认识

到数字化技能的重要性，也很愿意学习数字化技能，希望学

校能加大数字化软硬件的建设。大部分学生有很强烈的意愿

学习诸如信息梳理、数据分析和管理一类的课程。

教师专业发展方面：总体来看，大部分教师拥有一定

水平的数字化转型意识，对系统性的数字化技能培训比较渴

望，但又害怕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学习压力，害怕跳出目

前教学的“舒适圈”；同时，教师也希望教学软件以及智慧

教室的建设能够与开设课程联系更为紧密，软件的实操性和

易用性能够加强，并能与时俱进。在数字化转型的态度上，

男性教师比女性教师更为积极；年轻教师比年长教师更为主

动。理工科教师比文科教师觉得更有转型的信心。

数字化教学评价方面：大部分受访者认为数字化教学

评价目前还没有建立起系统规范的评价方式，也没有具体可

操作的评价标准。目前的教学评价仍然是传统的评价方式。

教师和学生都呼吁能尽快出台适应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评

价方法。

4 结语

总而言之，资金投入是制约民办院校数字化成熟度的

重要因素。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民办院校能够投入较多资源

进行数字化建设和维护，而一些经济条件较差的院校则可能

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影响数字化建设的深度和广度。政府

和行业的支持政策对民办院校数字化成熟度也有一定影响。

一些地方政府对民办院校的信息化建设给予了一定的支持

和补贴，民办院校也可以通过与企业合作来加强自身数字化

建设，但这种支持的覆盖面和力度可能因地区而异。因此，

鼓励民办高校自主研发校本资源，为教育教学提供工具性支

持；通过“教学互生”项目充分利用政府所提供的免费公益

性资源，使其的运用效益最大化；创建资源共建共享环境和

机制。同时，民办院校需大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

综合信息素养显得尤为重要。教师应首先从思想理念上重视

信息技术的作用，将信息技术能力作为教学能力的重要组成

部分。充分发挥校企合作机制，建立相关的人才培训实训基

地支持数字技能的实操；高校教育信息化建设具有过程性、

持续性、阶段性与系统性的特征，应构建适合民办院校的数

字化成熟度模型对其进行评价。总体来说，民办院校的数字

化成熟度在不断提升，但还存在不均衡和发展滞后的问题。

未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投入的增加，民办院校的数字化水

平有望得到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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