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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教材作为顺应数字时代教与学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教材发展的必然。数字教材能弥补传统

教材形式单一与单向的劣势,在学业提升与行为优化方面拥有优势。但受终端资源成本、传统阅读习惯、

技术功能等诸多因素局限,数字教材应用效果多显示为潜在优势。推广数字教材的关键在于质量,关注数

字教材质量提升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是发展过程中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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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textbooks, as an inevitable produ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digital 

age, are the inevitable development of textbooks. Digital textbooks can compensate for the dis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textbooks being single and one-way, and have advantages in academic improvement and behavior 

optimization. However, due to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terminal resource costs, traditional reading habits, and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the application effects of digital textbooks often show potential advantages. The key to 

promoting digital textbooks lies in quality, an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earch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digital textbooks is a necessary path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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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知识获取和生产生活方式发生重大改变,数字教

材作为顺应信息网络社会的产物,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数字居

民适应当前知识快速扩张时代的信息生态环境。其实,除了学校

教育传统书籍教材呈现的知识经验之外,学习者已处于支持多

元探索多重深度信息的数字化信息社会生活中。数字教材具有

探索获取海量知识、引发深度学习的潜能,可以作为信息生态社

会中的基本学习工具提供教育保障。高科技的大众化深刻影响

了人们的生活交流方式,尤其在应对全球疫情流行期间,促成了

极大范围的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青少年学生作为数字原著民

逐渐适应网络课程、在线交流,在正确引导下都能积极利用网络

资源服务等进行交流交互。 

1 优势：数字教材支持“以学为中心” 

数字教材因其数字化特点,可以集成文字、图像、音频、视

频、动画等富媒体形式,只要拥有互联网连接和合适的数字化

设备,学生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访问；数字教材通常包含测

验、模拟实验、游戏化学习活动、在线讨论区等交互元素,通

过记录、分析学习行为和进度,可以根据学生需要调整难度、

推荐路径或资源,给与学生即时反馈,实现因材施教；教师可

以根据跟踪学生阅读进度、作业完成情况调整班级教学策略、

个人辅导策略,帮助学生更好地学；教材内容更新便捷,内置

词典、笔记、书签功能方便学生随时阅读、整理信息。随着

技术的发展,数字教材的功能和服务也在不断进化,能更好地

支持教育需要。 

1.1理论支持：弥补传统教材单一与单向劣势 

作为传统学习媒介,数字时代里的书籍型教材受呈现视觉

效果、兴趣诱发不足,信息量、版面空间有限,内容时效、印制

出版时间滞后等局限。数字教材教学媒体从理论上说可一定程

度弥补不足,能为学生创造拥有更具教育经验的技术和社会条

件。另一方面,随着教育理念变更,从传统“以教为中心”到如

今强调的“以学为中心”。以学为中心的教育模式旨在尊重学生

个体多样性,提供丰富的教育指导经验,从学习过程的角度提供

支持,更关注学习者需求,期待学习者更主动地组织建构知识并

积极创新创造。在“以学为中心”的学习模式中,传统书籍型教

材作为学习工具的支持力度不足,而这恰是数字教材理论上具

有的优势。数字教材更是注重学习交互与体验,关注提升学生学

习投入、学习兴趣与降低认知负荷,更有利于知识自主建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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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为中心”强调的“主体性、对话性、深度学习”有助于数字

时代要求的学习资质与能力实现,数字教材有望在助力充实学

习质量方面添上浓墨淡彩一笔。 

1.2实验证明：学业提升与行为优化优势 

数字教材具有支持“以学为中心”教学理论优势,可以促进

学生的数字素养更好适应数字时代需要,更是凭借富媒体、易获

取等明显技术优势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兴趣。数字教材的使用效

果主要在学生学习效果(如读写能力、学习成效、创新创造)提

升、行为模式(如学习动机、学习态度、信息素养、情感交互)

改变等方面得到证实。美国学者研究证实,小学一年级学生使用

数字教材整体提高了不同学习成就学生的学习动机水平；英国

学者研究显示,小学高年级学生课堂教学使用数字教材的个人

及小组成绩、学习动机更高,学习态度更积极；韩国学者研究发

现,随着学生使用数字教材时间和频率的增加,学生在自主学习

能力、创新与创造能力、信息素养方面得到显著提升,教师对数

字教材使用的热情对学生的信息素养能力有显著促进。
[1]Shamir研究表明,数字教材的旁白、图形图像、声音特效和视

频动画可以有效提升幼儿读写能力、词汇识记、故事理解和口

语表达能力,成为儿童词汇学习风险与障碍解决的有效工具。[2]

管珏琪等研究者证实,电子书包在学习体验和成绩提升方面对

小学生学习成绩和学习投入、动机、自我效能等体验有一定促

进作用。[3]Turel研究证实,在大学生课程学习方面,数字教材使

用在提升大学生成就动机水平和降低焦虑水平方面表现良好,

学生更倾向于使用数字教材。[4]日本数字教材试点以来,教育教

学效果在广受师生好评：学生反馈使用数字教材让“学习变得

有趣”“使用后变得易于理解”,在意实用效果、功能设计等；

教师反馈数字教材大大缩短了“备课时间”“板书时间”“打印、

分发资料时间”,便于教师将更多精力放在学生身上,有效地促

进了“对话性”“深刻性”学习。[5] 

以上研究实验结果与我们的期待一致,但理智的教师、学

生、家长仍会存在疑虑：数字教材与传统教材相比是否一定能

够带来学习效果的巨大提升？确实也有研究表明,数字教材与

纸质教材在学生表现上没有差异。[6][7][8]相比于iPad、PC,学生

更加喜欢学习纸质教材呈现的知识内容；学生在使用纸质教材

时,完全阅读整本教材的概率远远大于数字教材,这是纸质教材

目前不可取代的优势。[2]数字教材呈现方式和丰富多媒体内容

这类理论比较优势,在实践中也同时是比较劣势,数字教材确实

存在潜在优势,但实践中的效果受外在明确或不明原因的影响

很大。 

2 局限：终端成本与阅读习惯 

当前,多国探索数字教材推广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共同遭遇

的困境是：网络设施设备配备不足,教师学生对数字教材的接纳

度较低以及传统教材的牢固地位难以打破等情况。更要命的,

这些又是数字教材优点发挥的重要前提。 

2.1网络终端资源成本 

数字教材普及时势必会将部分课程内容仅供网络用户浏览,

学生必须在校内外(尤其是在家里)使用宽带和终端设备完成补

充学习。如果学生家庭没有足够条件,学生间势必会存在“家庭

作业差距”,即在家上网速度慢或家里没网络的学生与在家上网

速度快的学生在获取数字资源方面存在差距[9]。造成这一局面

的因素较多,比如数字教材的超高速网络带宽、人均终端配备情

况和其它技术内容前期成本费用等,成本因素会绝对性削弱普

及数字教材的能力。也就是说师生校外数字教材学习的可获取

性和便捷程度对于确保所有学生公平使用数字教材及资源至关

重要。 

广东省从2023年秋季学期开始,将粤教翔云数字教材应用

平台所搭载的义务教育各学科的数字教材及应用服务纳入免费

教学用书目录,与各地区选用的纸质教材版本配套使用。[10]笔

者认为试点推广的关键前提是零成本实施,一旦商业利益参与

资源建设,高端设备、优质资源及服务优势的倾斜势必会导致教

育更大的不公平。义务教育阶段教材是免费发放的,倘若数字教

材普及使用存在任何成本,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和家庭也都会因

设备终端、网络速度等环境硬件成本加重负担,会导致教育不公

平出现的可能,进而影响使用效果。未来随着受保护文本及图像

版权费用的提升,数字教材技术维护的成本也会增加。笔者认为

只有当数字教材的获取使用成本低于纸质教材,同时数字教材

具有与纸质教材同样内容之外的额外附加内容,是数字教材被

广泛接纳的两个基本前提。 

值得注意的是,哪怕不存在任何成本问题,像交互式白板这

样的数字技术在美国教育较为发达的波士顿北部地区,仍然是

以相对有限的方式融入不同年级的课堂教学[9]。数字教材使用

效果仍会受到师生数字素养和教师积极性的局限。 

2.2数字移民阅读习惯 

数字教材与纸质书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然而普及速度很

慢是因为学生没有很好认识这两种媒介的特点。[11]Gerhart等

研究指出,影响数字教材使用接受度和使用偏好的三个显著因

素是感知有用性、习惯和享乐动机。[12]也就是只有当学生认可

数字教材有用,认识到数字教材的优势特点且能熟练操作,并因

他而能享受到更多乐趣才有可能自愿接受并喜爱。师生、家长

作为数字时代移民,对数字教材期待会是比纸质教材拥有更多

的内容、更实用的功能、更友好的界面时才会选择使用。 

尽管移动设备对数字土著、数字移民非常普遍,但纸质教材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获取系统知识的方式,数字教材的接受

度仍处在阅读习惯迁移的早期阶段,对大部分数字移民教师存

在难度与挑战。再加上目前资本介入的网络环境中,资讯弹窗广

告以迎合成人趣味的文章、信息、资料为主；大多平台应要求

推出的青少年版管理不够规范,且因重视不足导致资源数量和

质量无法满足青少年及家长的期待；家长为减少不良信息干扰、

减轻家庭监管力度,有条件的会购置学习专用阅读器(学习机),

只允许访问学业有关平台和资源。更多小学出于对孩子视力保

护的考虑,明令禁止或明确要求学生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尤其禁

止玩游戏。在大部分学生的意识里,手机、电子手表、平板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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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娱乐(游戏、聊天)终端,所以被大人们监管或禁止使用。但

禁令的同时,家长使用手机等终端设备进行娱乐的行为也将强

化青少年对于终端设备和网络的娱乐化向往,一旦有机会拥有

数字终端的青少年会模仿成人在终端中寻找娱乐,而非关联学

习。其实成人在趋利逐益的网络世界也常迷失,或被集万千功能

于一身的终端上呈现的信息干扰。在这样一种充斥着打扰的网

络世界里,大多成人在开展严肃阅读、学术阅读、长篇阅读时会

选择纸质书籍,在自觉不安全的情况下会禁止青少年进入,或者

监控青少年的使用,这些都将强化社会对数字设备的娱乐性认

识。数字设备作为学习阅读媒介,数字与纸质两种阅读方式自然

会受到自身所处媒介环境的影响,同时又会反作用于它们各自

所产生的媒介环境,这使得两者在阅读主体、阅读习惯、阅读环

境和阅读效果等方面都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对网络及数字终端

的休闲、娱乐意识会被进一步强化区分。 

3 关键：数字教材质量始终是第一位 

平日谈及教材的质量,主要提及的是对教材内容的感知。其

实无论是成本问题亦或是使用习惯,归根结底,教材本身的质量

是第一位的。而数字教材质量另外将包括系统稳定、界面友好、

交互设计合理的技术或形式等方面的质量感知。数字教材设计

与功能研发均需建立在教材内容的基础上,但绝不仅仅是互联

网+教材,而是与传统教材并行的另一套教学媒介与师生互动的

研究。 

不乐于使用数字教材的教师,除了缺乏相关技术使用和理

解的培训,因这些技术需要高昂的成本,容易认为其不够现实。

数字教材硬件软件的可用性、效率低下,容易导致健康等问题

(例如,网络病、眼睛疲劳、安全隐患),更是成为了这些技术融

入课堂环境过程中的主要障碍之一。这里的问题,类似数字教材

产品的黑箱困境：究竟是什么样的屏幕亮度、一次性使用多长

时间会影响青少年视力；什么样的内容适合数字教材,哪些学科

适合视频教学,哪些知识需要更多扩展；论坛互动多就是好吗？

什么样的互动式有效互动交流。关于学生使用数字教材的效果,

无论是发行者还是使用的学校都不够明确,也都在试错前行。 

与传统数学教材相比,数字数学教材的一个最普遍的特点

是对学生的学习情况提供自动化的反馈。由于反馈是影响学习

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常常被视为数字数学教材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总体上,有大量使用定量方法研究反馈的有效性,但反馈

实际上如何影响学生个体内容具体的学习过程和概念发展少有

关注。有研究结果指出,学生在独立完成数字数学教科书中带有

自动反馈的学习任务时会面临一些障碍,需要在基于设计的研

究周期中关注、丰富反馈内容及方式以产生预期效果。[13]这类

反馈模型事关质量,但研究依然类似黑箱试验。 

4 结语 

综上所述,学校从传统教材向数字教材的大规模转变是大

势所趋,确因成本、习惯、技术等方面的局限,传统纸质教材在

学校系统中的地位短期内无法撼动,但关注数字教材质量提升

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是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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