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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要主动应对数字化转型新挑战
钟秉林

世界经济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我国正在加快布局数字经济。 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

强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建设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培育壮大集成电路、人工智

能等数字产业，提升关键软硬件技术创新和供给能力。 完善数字经济治理”等。 2022年全国教育工作会

议提出“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这既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也是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迭代的必

然要求。在以数据要素与数字技术广泛使用为标志的数字经济时代，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面临难得机遇

与严峻挑战。

首先，在线教学实践创新了教育教学模式，高校提高教学质量面临新挑战。 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进

程发展迅速，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在线教育教学获得巨大发展。 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我

国实施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在线教学， 探索融合教学和混合式学习方法， 创新教学方式和教学评价方

式；通过在线教学国际平台提供多语种课程，开展国际学分互认和全球融合式课程，为世界范围内高等

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实践案例和理论启示。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如何破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

合面临的难题，更新教育观念，转变教师角色，重构师生关系，增加课堂教学交互性和获得感，改善学习

效果，提高学习效率，成为当前高校面临的新挑战。

其次，数字化转型呼唤数字经济人才，高校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变革面临新挑战。 数字产

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发展亟需数字经济人才和知识体系的支撑。 计算机通信、互联网、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等是数字经济的基础，如何实现高端芯片、关键基础软件等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如何提升工业互

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的创新应用水平，加强量子信息等前沿技术布局，如何运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

为传统产业赋能，都需要高校提供知识体系、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源的支撑，这对高校优化学科专业结构、

提高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水平以及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新挑战。

再次，数字化转型呼唤专业化、高素质师资队伍，高校师资队伍建设面临新挑战。无论是提升在线教

学质量和效率，还是培养高层次数字经济人才，产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专业化、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建设是

关键。当前我国高校迫切需要加强教师、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信息化、数字化能力建设，加强对经济数

字化、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与学习，通过系统性的项目研发、课程培训等全面提升高校师资的信

息化、数字化素养，提高教师线上线下融合教学能力，以及学科交叉、知识融合和课程整合能力，这对数

字化转型背景下的高校师资队伍建设提出了新挑战。

最后，数字化转型提出数字治理新命题，高校治理面临新挑战。 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带来了社会治

理的新命题，也提出了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治理难题。 如何提升高等教育管理服务系统的智能化、信

息化程度，如何利用数字信息技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深化，如何借助数字化转

型的时代命题重塑高等教育的新形态，优化内部学术治理结构，建立更加具有包容性、多样性、灵活性的

高等教育体系，是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治理命题。同时，还要高度关注数字安全，理性应对数字经

济带来的教育变革，避免对教育规律和教育价值的背离，这对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出

了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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