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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教育领域发生了深刻变革,带来教学方式创新的同时,也加剧了教

师群体的压力,尤其是加速“数字内卷”产生了新的焦虑形态引发了教师技术掌握、工作负荷与教育质

量期待提升等方面的焦虑,影响教师的职业发展和学生学习效果。本文结合量化问卷和质性访谈的研究

优势,总结出数字信息壁垒、数字资源膨胀等5大焦虑类型,揭示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教师在技术、资源整

合等方面的困扰。本研究从社会文化、政策落地、学校管理5大角度分析焦虑动因由此提出多条消解路

径,以期为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缓解教师焦虑、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更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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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education, there have been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which have brought about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but also intensified the pressure on 

the teacher community. In particular, the acceleration of "digital internalization" has led to new forms of anxiety, 

causing anxiety in teachers' technical mastery, workload, and expectations for educational quality, which affects 

teachers' career development and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This article combines the research advantages of 

quantitative questionnaires and qualitative interviews to summarize five types of anxiety, including digital 

information barriers and digital resource inflation, revealing the difficulties that teachers face in technology and 

resource integ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age.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auses of anxiety from five 

perspectives: social culture,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school management, and proposes multiple solutions to 

enhance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alleviate teachers' anxiety, and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more practical and feasible pa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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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教育数字化转型源于信息技术发展,后疫情时代加速了在

线教育的普及,教师面临技术适应、工作负担及质量提升等压力,

亟需解决方案。 

本研究依据UTAUT理论,预测中小学教师对数字技术接受程

度的影响因素。绩效期望指用户认为使用新技术能够提高其工

作绩效的程度,努力期望指用户认为使用新技术的难易程度,社

会影响指用户感知到的重要他人(如同事、朋友、家人等)对其

使用新技术的期望和态度,便利条件关注用户是否具备使用新

技术所需的资源和支持条件。可知教师的焦虑新形态主要源于

对技术效果的不确定性、学习成本、社会支持的缺乏以及外部

资源的不足。 

2 文献综述 

我们采用基本检索和高级检索相结合的方式,并进行手工



现代教育论坛 
第 8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5178 /（中图刊号）：380GL019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07 

Modern Education Forum 

检索,以“教师焦虑”和“数字化”作为关键词。 

现有研究表明,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教师焦虑问题仍

未被完全大规模攻克,教师焦虑的原因研究仍然没有强有力的

实地考察与质性的问卷与访谈,针对教师数字化素养培育的相

关文献呈现出缺乏理论支撑、完整体系、评价标准等问题,难以

满足提升教师数字素养的实际需要；教师数字素养培育的资源

供给仍然不平衡。新形态的研究视域亟待拓宽,各种方案的设计

尚未经历实践,可移植性检验等诸多课题仍待研究者继续探索。 

3 研究设计 

对象上,以1133位东中西部中小学一线教师为研究对象,强

调其主体性地位；实践上,通过实地探访、案例分析、问卷调查

等多种方式了解分析,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消解路径；研究方

法上,拟采用混合研究方法,整合定性定量研究要素,在访谈研

究的基础上进行问卷编制,探究其深层机理,并对受访者进行分

类整合分析,以大数据分析和数字筛查的方式进行深度探究；研

究工具上,团队从《变革中的教师焦虑与教师专业发展》《状态

特质焦虑》等核心量表的问题设计方式获得灵感,展开对问卷问

题新型维度的探究和编写分析；分析方法上,采用描述性统计分

析、频率分析、内部一致性分析、因子分析、性效度分析、多

变量分析、回归分析。 

 

图1 研究思路图 

4 研究意义 

4.1理论意义 

首先,本研究填补了中小学教师焦虑问题在数字时代下的

理论研究空白,为理解数字技术对其心理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理

论工具。 

其次,结合UTAUT与斯皮尔伯格的状态－特质焦虑理论,从

新视角理解教师在应对技术变革中的心理动态与发展路径。 

再次,在方法论上采用了严谨的混合研究设计,结合了量化

分析的问卷调查与质性探究的深度访谈,推动教育科研方法论

的创新。 

最后,为教育政策制定者、教育实践者及理论研究者提供了

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4.2现实意义 

(1)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加大数字素养人才培养；(2)疏解

教师焦虑,提升职业幸福感；(3)促进教育政策与教师培训体系

的完善。(4)促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有效实施；(5)增强教师职

业发展和教育公平性。 

5 研究结果 

5.1访谈三级编码分析及饱和度检验 

5.1.1三级编码分析。 

 

图2 三级编码分析 

5.1.2饱和度检验。在外部效度方面,采用分析类推(analyt 

ical generalization)的方式,即理论达到饱和以后,随机抽选3位

教师访谈,结果与结论吻合。对第28-30位教师访谈文本分析,编码

类属均能纳入已提炼类属,无新概念出现。再随机访谈3位教师,亦

未发现新概念。综上,本研究编码在理论上达到饱和。 

5.2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教师焦虑新形态 

表1 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教师焦虑新形态 

焦虑形态 频数 占比

数字信息壁垒焦虑 76 0.38

数字资源膨胀焦虑 92 0.44

数字教育胜任焦虑 152 0.61

数字教育定位焦虑 157 0.51

数字空间隔离焦虑 52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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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教师焦虑新影响因素 

第一,社会文化根因与影响机制探寻。“数字内卷”现象加

剧了教师对技术应用的焦虑,促使其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必须

熟练掌握多种数字技术和工具。教师的文化水平直接影响其对

新技术的接受能力和适应能力。家庭文化水平也会对教师产生

影响。师生课堂互动的方式和效果也会发生变化。东、中部地

区数字化发展速度、师生课堂互动数字化信息化水平高于西部

地区。 

第二,从政策落地角度审视数字发展层次与创新设计能力。

在教师任教地区的数字发展水平方面,地区的数字发展水平直

接影响教师的数字化教学环境。在教师借助数字技术设计教学

新模式的能力方面,数字化转型为教师提供了更多的教学创新

机会。然而,这也要求教师具备相应的创新能力和技术素养。 

第三,学校组织管理及考核机制的经济根源剖析。学校组织

管理对教师焦虑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学校对教师教学数字化的

支持程度、学校对教师数字化能力考核重视程度、学校对教师

的教学能力评价借助数字化平台程度等。高度数字化导致额外

经济支出,岗位稳定性及收入水平亦加剧教师焦虑,尤其体现在

技术掌握与空间转变焦虑上,且年收入差异导致焦虑水平显著

差异。 

5.4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教师焦虑新后果 

(1)数字怠惰：数字教学工具畏惧。出于技术掌握不熟练、

教学观念转变不彻底等原因,部分教师产生了对数字技术的畏

惧与抵触情绪,进而表现出数字怠惰的现象。同时,一些教师在

应对数字化转型的要求时,过于注重形式上的“数字化”,而忽

视了教学内容与质量的本质提升,陷入了数字形式主义的泥潭。

(2)教学沟通：焦虑蔓延。教师的数字化焦虑不仅影响自身,还

间接波及学生的学习体验与效果。教师对数字技术的不熟悉或

不信任可能导致学生面对海量网络资源无所适从,被数字技术

替代。此外,教师的焦虑情绪通过非言语行为削弱学生的自我效

能感,诱发学生共鸣性焦虑。更有甚者,部分教师将责任转嫁给

家长,可能引发家校矛盾。(3)学校应对：“数字内卷”下的成果

展示焦虑。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学校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与压力。学校可能会频繁进行线上公示与排名等活动,不仅加剧

教师的焦虑情绪,还可能引发学生、家长乃至社会各界的质疑与

不满。另一方面,线上教学评价作为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复杂性与多样性也给教师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5.5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教师焦虑的纾解路径 

5.5.1行政管理机构层面。政府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推出的

多项减负政策并未真正触及教师在数字化转型教学实践中的困

境,亟须精准支持数字化转型,简化行政减负政策的层级传递链

条,确保政策信息能够清晰、准确地传递到每一位教师,并及时

反馈,确保政策落地。加强多方合作,鼓励和支持学校和高校、

科研机构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并为教育者和教育管理者提供

必要的技术培训和支持,制定分层次的数字素养培训计划,营造

良好的教育数字化转型生态。 

5.5.2学校组织层面。数字化转型对数据指标的青睐强化了

教育治理者对技术工具的依赖,驱使其追求更加严密的治理指

标体系而忽视治理过程中的内在人本需要。学校亟须厚植人文

关怀,提供系统化的数字技能培训。此外,在完善数字基建,提升

教师数字认知方面,教育行政部门应通过合理规划和投资,改善

地区学校的数字基础设施；定期开展分层次分领域的地区培训

活动,利用企业的技术优势与专业资源,提升教师的数字认知和

技术应用能力。 

6 结语 

本研究探讨教育数字化转型下中小学教师焦虑新形态及纾

解路径,揭示教师面临的多重压力与挑战,具有理论及现实意

义。通过剖析焦虑动因,提供提升教师数字素养的策略,助其缓

解焦虑,增强适应能力。鉴于转型复杂性和教师差异性,建议持

续关注教师心理状态,加强培训,完善政策,创造良好工作环境。

期待更多研究者加入,共推教育数字化转型和教师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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