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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字技术赋能教育可持续发展：价值预设、潜在风险与化解策略* 

——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文件的分析 

王维军 

[摘  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教育数字化视为实现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举措，以期借助数字技术的力量实现教育的公平性、优质化与终身化。然而，数

字技术融于教育领域存在诸多隐患。技术的工具理性僭越教育的价值理性，数字

技术鸿沟加大教育不公，数字技术融入教育相关战略缺位等问题的存在，阻碍数

字技术赋能教育可持续发展。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数字技术的应用原则、

政策方针制定、教育主体的数字素养等方面为数字技术赋能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

供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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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维军，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高等

教育、全球教育治理（杭州 310058） 

 

以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和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为标志的

“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着全球数字化的发展。数字技术作为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

导力量，日益融入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发展的各领域，深刻地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

社会治理方式。身处乌卡时代的教育，创新与变革已成为必然趋势。数字技术被视为推动教

育系统性变革的内生变量，将数字技术引入教育领域，是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途径，“是

破解教育公平、质量等重难点问题的必由之路”[1]。将数字技术应用于教育领域，推动教育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联合国全球教育变革峰会指出，全球教育面临严峻挑

战和学习危机，迫切需要教育变革，必须要充分发掘数字变革的力量，确保将优质教育和终

身学习作为一项共同利益提供给所有人。然而，教育与数字技术之间是一种共存的辩证复杂

关系[2]，二者的融合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存在着痛点与难点，亟需破解。 

自 2015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度关注教育数字化在促进终

身学习、维护教育公平等方面的价值作用，将教育数字化发展作为重要的议题，并在原有信

息技术教育专题基础上，出台多份相关政策文件。2021 年 11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一

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Reimagining Our Futures Together: A 

New Social Contract for Education），高度肯定了教育数字化转型在教育变革中的战略意义，

但也强调了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风险和挑战。2022 年 4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

布《教育的未来简报》（Futures of Education Briefing Notes），重点讨论了教育数字化转型

的发展趋势和应对措施。同年 9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教育变革峰会”，将教育数字

化转型作为教育变革的五大议题之一，提出了落实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原则和实施建议。

本研究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颁发的相关文件，从全球治理的视角审视数字化转型赋能教

育可持续发展的应然价值、潜在隐患以及化解策略。 

一、数字技术推进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价值预设 

技术的使用可以支持更具包容性的教育，扩大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机会，丰富教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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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高学习成果[3]。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SDG4）要求各国“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

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强调追求教育的公平性、包容性与终身性。因此，将数字技术

引入有助于加快实现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并为加强教育的更深层次的转型奠定基础。 

（一）扩大教育覆盖面，促进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本追求，促进教育公平是国际组织与各国教育改革

中坚守与追寻的基本理念[4]。“技术的应用不仅加快了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也促进了教育公

平”[5]。数字技术打破了时间、空间的传统束缚，破除信息交换的阻碍，为更多的人创造了

一个可以自由发挥、灵活参与的环境，为共享资源的最大化提供可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推进数字技术融入教育领域中，一直关注着教育公平问题。 

在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引入教育领域扩大了受教育权的内涵，受教育权延伸为确保所

有女孩和男孩到 2030 年都能够使用连接的数字设备并在数字环境中学习，无论他们的性别、

社会或经济地位如何以及是否残疾[6]。计算机正在迅速改变知识创造、获取和使用的方式，

这使得信息更容易获取，为获得教育资源开辟了新的途径。数字技术具有互联互通、即时高

效、动态共享等特征，能够快速高效地把分散的优质教育资源聚合，突破空间限制，实现跨

学校、跨区域、跨国家传播分享。互联网的使用改变了信息接收的时间与空间范围，通过为

学习者提供同步或异步的在线学习机会，增强了教育的可及性，为一些被边缘化群体提供接

受教育的可能性。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使用为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为

许多被边缘化的残疾人、难民、失学儿童以及生活在孤立社区的人提供适当的学习机会[7] ，

促进教育的公平性提升。 

（二）释放教育资源活力，提升教育质量 

质量是全球教育的生命线，也只有在高质量的前提下，教育公平方能发挥其增值价值。

将数字技术引入教育领域，有助于教育质量的提升。一方面，数字技术有助于优化教育资源

配置，实现教育资源利用率的最大化，释放教育资源的活力，并为实现高效教学提供硬件条

件；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不仅是服务于教育的工具，本身还是一种教育资源，数字技术的使

用丰富了教育资源，增加了教育教学资源的价值含量。 

随着计算机互联网的引入，通过提供高技术环境，新的教学和学习模式以及新的教学法

成为可能，为提升教育质量开辟了更多的可能性[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数字技术作为一

种工具，有可能赋予教师以不同的教学方式，并开发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实践，如体验学习

中的实践教学法。数字技术可以创建新的学习模型，并优化学习环境，从而为创建优质教育

提供基础条件。数字技术还可以支持跨学科和新的教学方法、情感技能的发展创新，并帮助

学习者保持更高的参与度，从而取得更好的成绩[9]。数字技术能够使教师更好地应对课堂上

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并使学习材料和目标适应个别学生的学习需求。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技

术发展正在快速融入管理、指导、教学和学习中，创造了更个性化的学习和更大的可访问性
[10]。数字技术融入教育领域是对教育资源的丰富优化，还是对教学与学习的变革，这些均

有助于改善教育教学质量。 

（三）建构终身教育环境，服务全民终身学习 

数字技术为学习者根据个人需要和偏好调整学习目标、时间和进度提供可能性，正是由

于技术的无处不在及其促进高度动态、适应性强和引人入胜的虚拟学习环境的能力，个性化

的终身学习机会将变得可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1970 年把正式将“终身教育”推荐给各成员国，终身教育由此成

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点关注的教育议题之一。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对终身教育内涵的关注逐渐转向人作为主体的生存与发展[11]。这种转变对终身教育体系的

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允许个体自由自主学习，但需要有充足的、丰富的教育资源以及易获

取的途径作为保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强调利用人工智能加快建设开放灵活的教育体系，确



保全民享有公平、适合每个人且优质的终身学习机会，从而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实现。先进的数字设备和在线学习内容成为推进终身学习的强大杠杆，数字技术的

发展与应用有助于为可持续学习、终身学习提供个性化的学习环境。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打

破学习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有助于建设没有围墙的学校，促进学习平台与学习途径多样化，

增加正规和非正规学习机会，拓宽教育场景的广度，扩大潜在学习者的范围，数字技术的使

用为建设“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提供了有利的硬条件[12]。 

二、数字技术赋能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潜在风险 

技术的价值优势是一种矛盾性的存在[13]。尽管数字技术有可能帮助实现联合国教育可

持续发展目标，但现实情况下，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仍存在诸多隐患，甚至阻碍着教

育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一）技术工具理性僭越教育的价值理性 

新技术引入教育领域，其宗旨是塑造具有开放性、适应性、韧性、永续性的良好教育生

态[14]，技术本应服务、赋能于教育价值理性所强调的精神领域和对人的终极关怀。教育与

数字技术之间是“道”与“器”的关系，形而上谓之道，教育始终是本位，技术作为形而下

之器，以服务于教育的发展为本。然而，在实践中，尤其是在新型技术不断涌现的情况下，

易出现置换技术与教育位置关系的思维模式，出现教育主体客体化，教育客体主体化现象，

技术所裹挟的工具理性僭越教育的价值理性。 

数字技术为架构一种新型权力空间提供可能，在这一空间中，权力以新的形式实施着温

和的、隐蔽的规训与控制，构成了“确立人们的地位和行为方式、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力

量”[15]。数字技术看似为学习者提供自由学习、个性化学习提供机会，促使作为主体的学

习者更自由，实则数字技术在无形之中操控者教育场域中的主体人，人类的身体和心智正以

不易察觉的方式走向消解，使得学习活动沦落为单向度、均质化的对象化重复运动，学习者

在这种舒适而隐蔽的技术控制下被单向度化，其结果是陷入数字阴影中无法自拔[16]。此刻

的“教育由积极效能转向被动规训，导致心智功能异化”[17]，最终违背了教育的本质。数

字技术应用于教育领域面临着限制人自由，让人朝着更具同质化而非个性化方向发展的风险。 

（二）数字技术鸿沟扩大教育不平等 

数字技术能够突破时空界限，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但当数字技术的享有与应用在各群

体、各国之间存在差异时，其结果只会加剧教育的不平等。数字鸿沟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出现

而诞生，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更迭，数字鸿沟所代表的内涵及表现在不断地扩大。21 世纪

初，世界上有 9400 多万互联网主机，95.6%在经合组织地区，只有 4.4%在经合组织地区以

外”[18]。到目前，37%的人口没有互联网接入，这意味着全球三分之一的群体无法通过数字

技术来增加获取的知识量，从而增强个人和社区的权能[19]。 

获取数字技术的不均衡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了边缘化。全球疫情的蔓延进一步证明，数字

鸿沟已经变得更加明显。缺乏连接、设备、相关技能、父母的学习支持和获取技术资源的机

会，使得很大一部分边缘化和弱势学生无法在疫情期间获得远程和数字学习机会。例如，在

南亚以及南非等地区，只有 13%的儿童和青年能够在家中接入互联网[20]，即使学生名义上

可以访问互联网，但连接质量往往不足以进行在线学习。即便是技术含量较低的远程学习的

使用也并未惠及所有学习者。超过三分之一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报告称，小学生中不到

一半的预定受众能够收听电视或广播课程[21]。此外，父母的支持对远程和在线学习的质量

非常重要，但低收入家庭的父母往往缺乏向孩子提供必要学习支持的数字技能。另外，需要

特殊教育支持的残疾学生或有特殊需求的学生无法通过在线学习获得这种支持[22]，数字技

术获取上的鸿沟使得弱势群体进一步被边缘化。 



此外，如何从数字技术中挖掘教育资源的能力上同样存在着差距。掌握优质社会文化资

本的家庭在从数字技术中获取教育资源方面依旧占据着优势地位，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家庭、

学校在数字技术资源攫取方面存在不足，进一步扩大了不同阶层之间的教育资源获取的差异。

可见，数字技术中存在的不平等其潜在的危害可能更大，正如史密斯（Smith）与纽帕内

（Neupane）所言，“如果我们继续盲目前进，那么可以预料，未来不平等现象、经济崩坏

和社会动荡皆会加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政局不稳也会加剧，其中在技术上处于劣势和被忽

视的群体处境最糟”[23]。美国教育部长米格尔·卡多纳（Miguel Cardona）认为没有数字公

平就实现不了公平。数字公平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条件，而是确保所有人都能充分参

与当今和明天的数字经济和社会的“必备条件”[24]。 

（三）数字技术的应用规划薄弱影响教育成效 

虽然数字技术可以成为发展教育事业的附属品，但数字技术本身并不能创造可持续的教

育未来。数字技术能否在教育领域释放“正能量”，主要依赖于数字技术战略设计是否得当。

顶层设计不足主要表现在系统性战略缺位和公私营部门权责模糊等方面。 

将信息技术应用于教育领域，其最终指向于教育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要求重新界定

组织系统，教育数字化是教育组织在多维度、多层次、多方面与信息技术融合的过程，是对

教育组织全新洗礼。因此，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有明确、详细、长远的战略规划，制定行动

准则与计划、管理监督制度等，协调各方利益相关者与资源，充分挖掘技术价值，为实践提

供指导。然而，目前多数国家的政府缺乏必要的政策指导来支持和协调各层级（国家、次国

家和地方各级）和不同部门的数字化转型工作，相应的政策讨论与监管框架的变革速度已远

远落后于其发展速度。联合国在亚洲地区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50%的高收入国家有数字远

程学习政策，但只有 27%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有这类政策[25]。顶层设计的缺位极易放

大数字技术对教育的不利影响，例如，数字技术提供的便捷式学习方式、教学途径如果欠缺

战略性规划，则易打破教育的完整性，放弃对教育规律的尊重，使得教与学走向异质化、机

械化。 

顶层设计不足的另一方面表现在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合作中，公共部门对私营部门的管

控不力，双方权责模糊。将数字技术引入教育中，虽然私营部门的参与可以带来更多支持数

字化转型的创新，但教育作为一项公共产品，挑战在于如何确保商业利润导向目标和确保数

字化学习之间的平衡。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表达了对私营技术公司在用户数据所有权和权利保

护方面日益增长的影响和作用的关切，在报告中指出公共教育资金持续不足，教育领域私营

行为者的迅速和不受管制的增长，威胁到全民受教育权和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26]。

数字平台和应用程序有自己的私人治理系统，但如若没有公共部门的监管，可能会削弱公共

和国家当局在数字技术中的管控能力，容易滋生数字技术滥用、数据信息安全隐患等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将阻滞教育质量的提升。 

三、数字技术赋能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风险化解策略 

数字技术被赋予促进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的期望，包括推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以及

加速全民终身学习的建构。但技术作为一种工具，如若使用不当，最终不仅无法达到理想状

态，甚至能够破坏原有的教育规律，加重教育中既存的问题。为发挥数字技术实现教育可持

续发展的效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指导原则、政策设计、跨国合作、数字素养等方面为数

字化赋能教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破局之道。 

（一）以人文主义理念为指导原则，坚持教育为本技术为用 

在将数字技术应用于教育领域过程中，技术的工具性演变为目的性价值，将技术应用视

为教育目的之一，出现“冷数字教育”[27]。技术始终是教育发展的一种手段、工具，数字



技术应用于教育领域，其最终目标是为了使教育更好地满足个体的需求。因此，为了使技术

真正赋能教育的发展，首先要摆正人们对技术与教育关系的看法，坚持教育为体，技术为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人文主义作为教育领域数字技术应用的指导原则。人文主义的哲学蕴意

是以人为中心，重视人的个性和主体性，一切以人的利益为最高准则[28]。数字化时代的人

文主义精神追求发明创造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同时，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持续地促进人

的发展和进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注到数字教育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强调在教育中使用任

何形式的技术都必须保护人权和人类尊严，促进包容和平等，并支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根

据人文主义理念，以数字技术赋能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打破单维的大数据思维模式，尊重

教育规律，从教育问题出发，以满足教育发展需求为根本，以人的发展为核心。数字技术应

以道德、非歧视、公平、透明和可审计的方式融入教育中，并且应在整个价值链中监测和评

估其对人和社会的影响，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的需求为核心。 

（二）制定数字化转型政策法规，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在将数字技术引入教育领域存在的各种隐患中，除了对技术引入教育过程中观念上的偏

颇以及技术使用过程中的误差，数字技术鸿沟是最明显也是最为基础性的“硬伤”。世界各

国以及本国内部各地区之间在互联网连接和技术获取之间的差距，会进一步加剧教育中的不

平等，信息技术设备和连通性的不足意味着数字化扩宽了处境优势学生与弱势学生之间的不

平等。消除各种潜在的以及现存的“鸿沟”隐患，需要协调各方面努力和高层承诺，各国应

将数字化转型作为政府各部门的优先事项。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各国需要重新调整

政策、加强行动与投资，通过部门间合作机制，制定联合战略和计划并调动必要的资金和资

源来支持这项工作。各利益相关方应在数字技术和教育领域开展深入合作，共同确保所有学

习者，无论儿童、青年还是成年人，都能有效获得与其生活相关的知识和能力，提升学习成

效，为更可持续的未来作出贡献。 

一致和透明的监测和评估系统是确保有效治理数字化转型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

在推进技术融入教育的同时，各国还应制定政策和法规来管理教育系统中技术（包括数据使

用和人工智能）的开发和使用，并确保数字包容的原则[29]。并且，针对技术使用中存在的

安全性、道德性问题，政府应采取必要的预防性措施，通过建立保障措施，为学习者提供一

个安全的在线环境，规范数据的所有权和使用、用户隐私以及技术使用的道德问题等。此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识到不同环境需要有不同的创新和技术解决方案，因此，政策的制定应

根据国家和地方的具体情况和需求调整干预措施。 

国际合作是全球教育变革，特别是数字化变革的重要驱动力。与教育有关的技术提供方

多具有跨国性质，并且不仅是国家内部，各国之间在数字技术连接、使用等方面存在着巨大

的差距。将数字技术用于帮助实现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确保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

利益也被纳入关键讨论与决策之中，并且在技术落后国家与人工智能技术相对先进的国家之

间搭建桥梁。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要发展国际、国家和地方各级的协作和伙伴关系，

以促进知识、内容和资源的共享，支持数字化转型举措。同时，在教育数字化转型方面的国

际合作应以适当的治理机制为指导，伙伴关系应包括注重建立问责制、公平性、可持续性和

技术开放性，以便政府不会受制于技术提供者的专有和封闭系统[30]。 

（三）提升教育主体数字素养，回应教育数字化转型 

教育中的数字鸿沟不仅体现为技术鸿沟，更是一种素养鸿沟[31]。学生与教师作为教育

的主体，他们既是数字技术的直接受益人，也可能成为数字技术的受害者。因此，学生和教

育工作者必须具备必要的数字知识、价值观、能力，提升自身的数字素养，以应对数字革命

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1. 培养学生的数字素养 

数字素养使各行各业的人能够有效地寻找、评估和使用数字内容，并创造他们自己的具



有社会价值的信息，促进对话和尊重他人的观点和文化，使公民能够理解内容并根据内容采

取行动，帮助人们积极参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支持民主进程和支持终身学习。数字素养

应成为学校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之一[32]，让学生了解利用数字技术影响和塑造更具包容性

的社会机会[33]，同时减轻数字技术的有害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数字扫盲行动，

数字扫盲需要正确使用数字工具、数字通信、数字身份、数字权力、数字健康，以及考虑数

字安全和保障，这些能力对于驾驭复杂的数字化环境至关重要。当然，它们需要得到全球公

民教育的认知、社会情感和行为层面的补充，以帮助个人判断、质疑和消除错误信息，识别

和质疑仇恨言论，了解数字世界中的权力结构，在与他人互动中表现出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

参与有助于克服全球挑战的行动，并参与创建包容性的数字社区[34]。总之，通过提升学习

者数字素养有助于学生理解、解读和解构仇恨言论，并形成国际理解、人权、和平、合作和

基本自由的价值观。 

此外，学生需要具备使用数字工具的能力，以创造性地积极参与寻求应对全球挑战的数

字运动。在整合数字素养和全球公民能力方面，教育应提供掌握数字工具及其用途的技能的

机会，并围绕一套更广泛的国际理解、人权、平等、社会正义和共同公益的价值观来构建这

些技能[35]。 

2. 提升教师掌控数字技术能力 

教师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推动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教师视为“危机中的领导者、

未来的重塑者”[36]。数字化时代，知识的生产、传播、扩散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

新知识与新技术改变着原有的教育教学范式，数字技术的发展给教育带来了新的契机，但也

使现代教师面临挑战，数字素养的提出寄托了教育数字化转型对教师群体的要求与期待[37]。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更多的教育工作者获得了在学习环境中使用数字工具的经验，但许

多教职员工缺乏充分挖掘利用信息技术优势的能力和技能。因此，政策转向为教师提供相关

培训，提升教师使用数字技术的能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教师信息通信技术能力框架

（ICT-CFT）旨在帮助各国制定全面的国家教师信通技术能力政策和标准，指导教师在数字

化时代的专业发展[38]。 

随着数字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教师不仅要学会如何使用数字技术，还需要提升对数

字技术的掌控能力。学习具有个性化，同样教学也是一项具有个性化的活动，不同的教师拥

有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这是多元化教学，提升教育质量的关键。数字技术的出现为教师的

教学研究工作带来了巨大的便利，这种便利性可能会使教师对数字技术产生盲目的崇拜与依

赖，陷入数字技术创造的“理想国”之中。一旦教师的教学活动被技术所操控，会使教师从

教育的主体沦为技术的“零部件”[39]，导致教师教学能力不进反退，教学走向机械化、同

质化，最终影响教育教学的质量。因此，在数字技术应用过程中要谨防技术取代教师原有教

学法，规避教师被数字技术掌控，减少教师对数字技术的依赖。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相关

政策应关注教师掌控数字技术能力，提升教育者专业能力。通过适当培训和专业发展培训，

整合全球公民教育、媒体和信息素养以及数字素养，将教师转变为学习活动的设计者，数字

资源的管理者，为解决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公民问题创造条件，为学生使用信息通信技术提供

道德指导，创造更加安全、包容和民主的学习环境，促进信息通信技术的安全使用[40]。 

四、结语 

数字技术驱动教育教学方式、组织架构、运作模式的变革，为教育的创新发展、教育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带来了重大的机遇。教育是一项有温度的事业，而数字技术是无情感的

工具，由于二者内在本质的不同，在融合过程中易会产生博弈，也为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挑战。

当下世界各国都在热议数字技术带给教育的“甜果”，各国开始制定各项战略推进教育数字



化转型，然而在“热实践”的同时，还需要从理性上发起“冷思考”。从教育自身出发，理

性看待、使用数字技术。“教育何为，教育应该往何处去”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世界

各国共同思考的命题。 

数字技术作用于教育既是时代进步的象征，也是教育变革的必然趋势，教育数字化转型

潮流不可逆转。如若数字技术使用得当，教育将迎来重大的发展机遇，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提供源动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可以赋能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加速实现公平优质教育和终身学习目标。但同时也注意到技术与教育融合中的复杂性，在应

用中如若对两者的关系、定位处理不当，将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数字技术应用于教育领域

中存在的潜在风险，伴随着技术的应用而生，随着新一代技术的出现，问题也随之加重。因

此，教育数字化转型潮流之下，问题的本质在于如何确保数字技术融入教育是在做加法而不

是减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存在的隐患提出了一些倡议，为未来教育数字化

转型指明了方向。但从其具体内容来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提出的建议对策主要倾向于让

教育顺应数字化的发展，从如何更好地利用数字技术挖掘其潜能的角度，探寻教育数字化转

型赋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路径。然而，在数字技术加速发展的当下，还应该进一步思考如何

保持教育的主体地位。技术永远只是实现教育目标的手段，是教育发展过程中各要素的辅助

器。由于技术本身存在着弊端，数字技术在应用于教育过程中，不仅需要制定如何“用”的

策略还需要思考如何“治”的问题，数字技术应用与治理应是同频共振。因此，若要技术赋

能于教育发展，助力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还需要各国警惕数字技术给教育“生存”

带来的挑战，应重塑人们对数字技术的价值观，遵守教育规律，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的

教育方式，强化人类独有属性，捍卫人类主导地位[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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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bling Educ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th Digital Technology: 

Value Presupposition, Potential Risk and solution strategy 

—Analysis Based on Relevant UNESCO Documents 

Wang Weijun 

Abstract: UNESCO regards digitization of education as a key strategy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order to make use of the power of digital technology to achieve 

fairness, quality and lifelong education. However,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to the 

field of education has many hidden dangers.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of technology usurps the 

value rationality of education, the gap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creases the ine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the absence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strategy and other problems 

hinde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of digital technology enabling education. To this end, 

UNESCO provide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enabled educ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application principles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formulation of policy guidelines, and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educational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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