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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与目标 | 数字化人才

数字化专业人才

（从业者 / 教师）

数字公民

（全体公民）

数字化人才金字塔

数字化领军人才

（领导者）



数字素养框架（标准）

[1.1] 浏览、搜索和筛选信息数据
在数字环境中浏览各种信息与数据，根据自身需求搜索有用的信息与

数据，在多种格式及媒介的信息与数据中导航。

[1.2] 分析、比较和评价信息数据
分析、比较和批判性地评价信息与数据的可信度，对信息和数据进行

综合性的分析以得出相对可信的结论。

[1.3] 管理信息与数据
在数字环境中组织、存储和使用信息与数据，必要时对它们做结构化

组织、清洗和加工。

[2.1] 管理数字身份
创建和管理自己的一个或多个数字身份，能够保护自己的数字声誉，能够处

理自己的数字身份产生的数据。

[2.2] 使用数字技术互动 使用数据技术进行沟通和互动。

[2.3] 使用数字技术分享 使用数字技术与他人分享信息、数据与数字内容，了解引用和注明出处。

[2.4] 使用数字技术协同
使用数字技术实现多人协同，包括对协同的促进和对协同环境中产生信息、

数据与数字内容的管理。

[2.5] 使用数字公共服务
定位和使用政府及其他组织提供的数字化公共服务，了解在此过程中保护自

身数字权益的方法。

[2.6] 网络礼仪
了解数字环境中使用数字技术与互动的行为规范和具体做法；了解并尊重数

字环境中的文化与代际多样性，制定相匹配的沟通策略及规范。

[0.1] 使用智能电子设备 操作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家电等智能化设备。

[0.2] 使用通用计算机设备 操作通用的个人电脑。

[0.3] 使用常用应用软件 操作常用应用软件，包括办公软件、图形图像工具、通信协同工具等。

[3.1] 创作数字内容 创作和编辑不同格式与媒体形式的数字内容，使用数字工具表达自己的想法。

[3.2] 数字内容再创作 修改、精炼、整合、改进已有的信息与内容，以创建相关的新内容和新知识。

[3.3] 版权与许可
理解版权与许可应用于数据、信息和数字内容的原理和实践，保证数字内容

的创建与传播合规合法。

[4.1] 规划与设计数字工具
理解现实世界和数字世界的需求，设计可实现的、有助于提升数字环

境运作效率的软件工具。

[4.2] 创建数字工具
规划和创建计算机系统可理解的指令，实现解决问题或完成任务的软

件工具。

[4.3] 管理数字工具 对数字工具的使用者提供持续运营、服务、技术支持和系统维护。

[5.1] 对数字设备的保护
保护设备与数字内容，理解数字环境中的风险与威胁；了解安全与安

保措施，适当考虑可靠性与隐私。

[5.2] 对个人数据与隐私的保护

保护数字环境中的个人数据与隐私; 理解使用和分享个人身份信息的

安全方式，以保护自己与他人利益不受损害; 能够理解数字服务的

“隐私政策”，尤其是其个人数据将被如何使用。

[5.3] 对个人健康与福祉的保护

能够在使用数字技术时，避免其对身心健康造成威胁；能够在数字环

境中保护自己与他人利益不受损害（如网络霸凌）；了解数字技术对

社会福祉与社会融入的作用。

[5.5] 对环境的保护 了解数字技术及其使用对环境的影响。

[6.1] 解决技术问题
确认和解决操作设备与使用数字环境过程中的技术问题（从故障检测到

解决复杂问题）。

[6.2] 设计技术解决方案
分析问题和评估需求，评估、选择和运用数字工具形成可行的解决方案

以满足需求；必要时调整和定制数字环境以满足需求。

[6.3] 创造性地使用数字技术 使用数字工具与技术创造知识、创新流程与产品。

[6.4] 数字素养提升
理解自己需要在哪些方面提升数字素养；能够支持他人提升数字素养；

紧跟数字化发展潮流寻求自我发展的机会。

[6.5] 计算思维
将可计算的问题转化为一系列有逻辑顺序的步骤，为人机系统提供解决

方案。

[6.6] 数据思维
掌握通过数据分析得到结论的原理、方法、工具及其局限性；能够有意

识地设计数据的采集、清洗、统计、分析方案来验证自己的猜想和理论。

0 通用数字设备和应用软件

1 信息与数据

2 沟通与协作

3 创建数字内容

4 构建数字工具

5 数字安全

6 数字思维与问题解决



产品与服务 | 基础产品 + 解决方案 + 平台服务

基础产品
（核心技术）

能力测评

能力图谱

智能题库

测评与诊断

解决方案

平台服务

数字课本

标准规范

生产工具

集成学习环境

2B 业务

平台租用

内容授权

师资培养

2C 业务

能力测评

能力提升

能力认证

水杉在线 贵兰在线 数字素养基地 高可扩展

教育大模型

模型治理

领域增强

模型测评



产品与服务 | 商业模式

从学校到每一个人

解决方案 + 平台服务

平台租用 内容授权

社会人士 学生

能力认证 就业推荐

B 端

C 端

学校 / 企业教育局 / 厅

教指委 行业协会



2024 年主攻方向

2B 业务

平台租用

内容授权

师资培养

2C 业务

内容付费

学习工具

能力认证

贵州省高校

数字素养通识课

数字素养提升系列课

贵州省高校

数字素养师资培训

贵兰在线运营

解决方案

贵州（大数据应用）研究院

2、交互式集成学习环境

3、

商业化运营

1、数字素养课程内容



1、数字素养课程内容：从数字素养到开源技能

开源技能

（OSS）

数字素养

（DL）

数字人才
（DT）

《数字素养通识》

《编程思维与实践》

《数据思维与实践》

《开源通识基础》

《开源技能与项目实践》

《开源社区实习》

《与 AI 同行》



工作基础：数字资源

《新生计算机第一课》模块 《编程思维与实践》模块 《数据思维与实践》模块



工作基础：数字资源
《算法与人工智能》模块 《AI 思维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块



开源课程体系

工作基础：数字资源



2、交互式集成学习环境



3、商业运营

基地网站：https://dl4all.ecnu.edu.cn/

微信公总号



谢谢观看！

《数字素养提升宣言》

完整版 关键词版

提升探索能力与学习能力比掌握静态知识更重要。

参与计算机科学普及教育是提升数字能力的最佳实践。

有趣又实用的课程是成功关键。

用好大众喜闻乐见的数字教育和媒体工具。

构建全民参与的终身学习社会。

Learning to learn

Computer Science for all

Next generation digital courses

e-Learning on any platform

Everyone and everywhe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