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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 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正推动全球语言教学变革，引发学界

广泛讨论。国际中文教育作为世界语言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的

融合不仅是必然趋势也是提升其数字教育竞争力的重要契机。以 Anusca Ferrari总结的

数字胜任力 KAS要素及能力框架模型为理论依据，提出四条国际中文教师数字胜任力

构成原则，并从数字专业胜任力、数字育人胜任力、数字创新胜任力三个能力域上设定

详细的次维度指标，最终构建具有学科特色的国际中文教师数字胜任力框架。该框架不

仅为国际中文教师提供了明确的数字教育成长路径，也为在人工智能背景下的世界语言

教师能力发展提供有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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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The Construction of a Digital Competency Framework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in the Era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bstract: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ystems represented by ChatGPT are driving

transformative changes in global language teaching and have sparked extensive discussions in

academia.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world language educ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with generative AI is not only an inevitable trend

but also a critical opportunity to enhance its competitiveness. This study takes Anusca Ferrari’s

KAS elements and competency framework model of digital competence as its theoretical basis.

It proposes four constitutive principles for the digital competence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nd establishes sub-dimensional indicators across three competency domains: digital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digital educational competence, and digital innovation competence.

Ultimately, it constructs a discipline-specific digital competence framework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This framework not only provides a clear developmental pathway

for the growth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but also serves as an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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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for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world language teachers in the contex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digital competence;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igital education competitiveness

一、引言

2022 年，美国 OpenAI 公司推出了一款基于大语言模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该聊天机器人能够依据指令（prompt）生成各种类别，不同复杂程度的文本，并与使用

者展开多轮式的对话，探讨各类话题（OpenAI, 2024）。ChatGPT的出现引起了语言教学界中众多

学者的热烈讨论：有的认为语言教师终将被人工智能取代，有的则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加速语言

教学发展的一剂良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的加持下，丰富语言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流程，提供

贴近真实的交际环境不再遥远。但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并非教师特权，学生在使用该智能系统

的过程中可能因其“一键生成”的便利性而逐步产生依赖，甚至丧失思考的独立性，也有瓦解教师

与学生之间的信任关系的潜在可能。

国际中文教育作为世界语言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架起了中国文化与汉语通向世界的桥

梁，也是中文教育国际化的关键途径。在这场变革式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中，国际中文教师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他们亟需探索如何不断提升自身的教学竞争力和影响力，如何灵活高效

地利用这类先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来强化汉语教学效果，以及如何引导学生适应并擅长在人工

智能时代进行语言学习。本研究认为，唯有将国际中文教育独特的学科属性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

的操作特点紧密结合，构建出适合国际中文教师实践的数字胜任力框架，并提供明晰的组成要素与

标准描述，才能给国际中文教师在数智教育时代提供清楚的发展方向。

基于以上观点，本研究聚焦于以下三个核心研究问题，并逐一深入阐述：国际中文教师数字胜

任力框架应由什么能力构成？分别有什么明确的指标描述？其理论依据是什么？

二、文献综述

（一）数字胜任力与教师数字胜任力

1.数字胜任力的起源与发展

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 21世纪，如何更好地运用信息技术、使用者应当具备什么能力，这些问

题一直受到大众关注。在此背景下，诞生了一系列关于信息技术能力的术语，其中最为熟知的是数

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与数字胜任力（digital competence）。这两个术语不是相似的关系，而是进

阶的联系，数字胜任力可以说是从数字素养上发展而来。素养（literacy）一词，其英文原意是指识

字、读写能力。最初在计算机科学背景下，数字素养是指相关人员撰写计算机编程语言的能力。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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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变革，当今的数字素养则包含了理解数字媒体、批判检索信息以及运用数字工具

进行交流的能力（Ferrari, 2012）。

在 2006年欧盟发布的《关于终身学习的关键能力》文件中首次提及数字胜任力，定义为“为了

就业、学习、自我发展及社会参与，自信、辩证及创新地使用信息通讯技术”，并将其标榜为 21世

纪公民所需的重要技能与基本权利，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特色之一。胜任力（competence）一词在素

养（literacy）的基础上，添加了信息技术使用的知识、技能以及态度三个要素，内涵更为丰富与完

整。尽管各个行业对数字胜任力的定义不同，但是如批判性思维、创造力与创新性等词都在各类数

字胜任力框架中反复提及（Ferrari, 2012）。由此可见，全面多维、深入透彻的数字胜任力框架更能

顺应人工智能时代中各行各业的人才需要，更能帮助现代公民适应当下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浪潮。

2.国内外教师数字胜任力研究

尽管已有众多国外学者对教师的数字胜任力构成发表研究结论，但是目前对于教师的数字胜任

力的内涵与界定并不完全一致（McGarr, 2024）。例如，Almerich等人（2016）认为，教师的数字胜

任力应由两大要素构成——技术胜任力与教学胜任力；Ilomaki等人（2016）则认为，运用技术的知

识与实践能力、结合技术的课堂教学能力等四个板块构成了教师的数字胜任力。相关组织提出了教

师的数字胜任力框架，并运用到全球各地的教师培训中。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教师信息与

通讯技术能力框架》，针对教师培训项目提供具体的数字胜任力构成指南（UNESCO, 2018）。在

2024年 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一步将教师数字胜任力框架与人工智能紧密结合，推出了《人工

智能能力框架——教师版》。在文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确了在 AI时代，教师应当具备以人为

中心的思想，包含了解人工智能伦理，掌握人工智能教学法等五种能力域，且对各个能力域细分到

了获取、深化和创造三个阶段（UNESCO, 2024）。然而，该教师能力框架为通用性质，未能充分凸

显语言教师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所面临的独特挑战及其应具备的专门能力。

我国对教师数字胜任力的研究相对国外来说，起步相对较晚，但近几年成果丰硕。首先，我国

教育部于 2022年发布了《教师数字素养》行业标准，该文件明确定义了教师数字素养的内涵，并从

五个一级维度，若干个二级维度明晰数字素养的组成成分，是教师层面对教育数字化快速发展的积

极响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2）。其次，多位学者已注意从数字素养到数字胜任力转变的

重要性。如仇晓春等（2021）探讨我国教师数字胜任力框架与其本质及实践方式产生的影响，以及

提出我国未来教师数字胜任力的发展应涵盖社会责任感、伦理道德等态度域。王建梁等（2024）结

合数字化教育背景，从四个一级维度、十六个二级维度对我国职业院校教师的数字胜任力进行模型

构建。陈肯等（2023）探讨了外语教师的数字胜任力框架构成要素，包含语言专业能力、语言教学

能力以及促进语言学习者发展能力三大域。

针对国际中文教师数字素养与能力提升的探讨与研究一直热度不减。在 2022年世界汉语教学学

会发布的《国际中文教师专业能力标准》中以“有形的技术”和“无形的技术”两种类别规范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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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数字素养的具体构成要素，是在《教师数字素养》行业标准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完善对国际中文

教师的数字素养要求。并有众多学者从宏观层面上，围绕国际中文教师数字素养与能力研究展开讨

论，如惠天罡（2023）提出要从认识与理解、使用与优化、生产与创造三个实践路径来提升国际中

文教师提升数字素养；李晓东等（2022）构建了具有六个一级指标，二十七个二级指标的国际中文

教师数字能力模型。但是，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的操作特性与国际中文教育的学科特点紧密结

合，以构建出既符合教学实际需求又具备前瞻性的国际中文教师数字胜任力框架的研究，目前还处

于相对稀缺的状态。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与语言教学

1.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助力语言教学

ChatGPT作为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代表产品，自推出以来就受到了广泛关注。2023年 3月，

美国 OpenAI公司推出了 ChatGPT4.0版本，该版本能够处理声音、图像和文本（OpenAI，2023）。

根据相关实验，ChatGPT4.0可以通过美国法律专业学生参加的多州律师考试（Katz et al.,2024）。在

2024年 9月，OpenAI推出了最新的人工智能作品——o1推理模型。仿人类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

不断迭代，同时也不断推动对于世界语言教学界的反思与变革。

ChatGPT通过自然语言处理过程（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来理解指令，通过规律推算生

成仿人类的多轮式对话（Ali, 2024），构成“对话式”的学习机制，在语言教学中能扮演“智能导

师”、“语伴”角色，让语言学习回归教育生态（徐娟 & 马瑞祾，2023）。并且生成式对话功能可

构建交互式学习过程，动态地为学习者定制个性化的学习服务(Katz, et al., 2024 )。此外，ChatGPT

可以通过语言转换等方式，帮助学习者缩小母语与目标语言的差距，让初学者更快适应目标语言体

系（Chapelle，2024）。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国际语料库资源合作建设，

推动国际中文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建设。为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构建适合国际中文教育的课程

体系与教学模式起到了助力作用（Chapelle，2024）。在微观层面，有学者探讨如何利用生成式人工

智能系统赋能汉语读写教学，将其运用到情景任务设计、头脑风暴、文本修改、评价等教学环节

（Chapelle，2024）。总体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着实为语言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学

习体验以及学习机会（Kern，2024），但也为一线语言教师带来了一定的焦虑与挑战。

2.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威胁”语言教学

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时代给语言教学界带来疑问——外语教育是否会产生颠覆性的革命（文秋

芳，2024）？不得不承认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的出现着实对语言教学带来了负面影响。例如，

ChatGPT极大弱化美国高校对外语学习的个人指导需求（Kern，2024）。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的极

强工具性让更多语言学习者减少投入语言学习时间成本的意愿，外语速成的目的性愈为强烈（韩晓

明等，2023）。世界范围内已有大学呈现出外语课程报名人数减少的趋势（Berg, B. et al，2023），

更有美国西维吉尼亚大学公开停止资助该校世界语言、文学及语言学系（ Anderson & B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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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似乎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悄无声息地开始其“颠覆”世界语言教学之路。但众多学者认为

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并非万能，人类教师也无法取代（文秋芳，2024；Kern，2024；Chapelle,，

2024）。

整体看来，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与其他人工智能系统一样，有明显的自限性——其智能交互性

强，但教学专业性不够（周小兵等，2023）。徐娟等（2023）总结 ChatGPT将会带来“三化”风

险：师生过度依赖，主导作用弱化；知识难辨真伪，认知发展窄化；伦理风险显现，安全意识淡

化。此外，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是以结果为导向，提供的是快餐式学习服务，不能实质性地替代语

言学习与习得的过程（文秋芳，2024），表面上看似缩小了语言学习者之间的差距，但从语言习得

的本质上仍旧无法起到“加速”作用（Kern，2024）。另外，由于 ChatGPT基于西方的语言与文化

设定，有极强的语言文化单一性（Chapelle，2024），对非通用语教学来说，该系统缺少一定的跨文

化交际意识和文化互鉴能力，而这却是语言教学培养的关键目标之一。最后，生成式人工智能无法

取代人类教师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基于算法的对话机制无法与学习者进行深入的批判性对话（Kern，

2024），更别说塑造学习者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再加之人工智能系统缺少人文关怀，缺少师生互动

的真实体验与感受，完全依赖人工智能的语言学习实质上是给学习者筑上一道屏障（Almerich et

al，2023）。

总的来说，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犹如一把双刃剑，在引领语言教学模式深刻变革的同时，也可

能不经意间拉大了师生间的距离，让教师在适应新技术的过程中遭遇重重挑战。而如何驾驭这把利

剑，关键在于一线语言教师是否具备完善的数字胜任力。为国际中文教师提供明晰的数字胜任力框

架，是消除其恐惧心理、鼓励其积极运用的有效方式。并能在人工智能时代下发挥汉语教师在课堂

教学中的导向作用，并培养学生不被人工智能所“奴役”的独立思辨意识。这不仅是适应时代发展

的需要，更是推动国际中文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路径，也是为国际中文教育树立良好的教学口

碑，拓宽其世界影响力的必由之路。

三、国际中文教师数字胜任力框架

（一）数字胜任力框架构建的理论依据

1.数字胜任力框架的内涵组成

Ferrari（2012）在其研究报告《数字胜任力实践：能力框架分析》中，通过分析对比十五项官

方认证的数字胜任力框架后发现，尽管各类能力框架有自己的特色，但其基本内涵都由三个部分构

成，即 Knowledge（知识）、Attitude（态度）以及 Skill（技能），简称 KAS。其中，知识包含数字

技术知识、风险知识、信息信度与效度判断知识、道德伦理知识等。态度包含批判反思态度、自我

负责态度、积极态度等。技能包含信息管理技能、信息甄别技能、创新能力以及思辨能力等。

如图 1所示，这三个部分相互影响，构成了各类针对不同目标人群、不同使用目的的数字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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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丰富内涵，为数字胜任力框架设计与相关指标的确定提供了清晰的方向。并且三个部分并非孤立

存在，而是相互渗透，共同发挥作用。值得强调的是，态度是数字胜任力区别数字素养的重要部

分，构成了数字胜任力不可或缺的重要特征之一。

图 1：数字胜任力框架内涵中的 KAS要素关系图

2.通用数字胜任力框架模型

基于对十五项数字胜任力框架结构的对比结果，并结合 KAS标准对数字胜任力内涵定义的要

求，Ferrari（2012）建议当前的数字胜任力框架应当由七项能力域（Competence Area）构成，并给

予了简单描述。如图 2所示，该七项能力域为：信息管理能力、合作能力、交流与分享能力、内容

创作能力、伦理责任能力、评估与解决能力、技术操作能力。该模型对当下数字胜任力框架构建有

一定的参考作用与指导意义。

图 2：通用数字胜任力能力框架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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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七种能力域之外，Matter等人（2022）通过对比八种与教育者相关的官方认证数字胜

任力框架后，总结出了九种共通能力域。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七种能力与 Ferrari（2012）提出的通

用能力域相一致，而另外两种能力域——教学与教学法能力、学习能力则为教师数字胜任力带来了

新的视角。

Matter等（2022）进一步阐释，教学法与教学能力关注的是教师如何运用数字工具优化课堂教

学，从而达到利用数字赋能教学实践的目的。而学习能力域涵盖了教师与学生双重维度。对于教师

而言，它着重强调其在数字领域的专业发展，而针对学生群体则是强调如何有效利用数字媒体工具

进行合作学习，提升学习效率。综上所述，教师数字胜任力的构建并非简单套用通用能力域模型，

而是需要在借鉴其精华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教师与学生的特点，进行更为全面、细致的定制化设

计。这样的胜任力框架才能更加贴近实际，更好地服务于教育教学的需要。

3.数字胜任力框架的构成路径

在 Ferrari（2012）的分析报告中明确指出，数字胜任力框架构成路径主要有以运用为导向和以

认知为导向两种。这两种路径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在以运用为导向的构成路径中，能力框架核心聚

焦于对数字多媒体技术的熟练掌握与灵活操作。并不要求使用者对网络信息、伦理道德等知识内容

有深入的思考。相比之下，在以认知为导向的胜任力框架中，虽然同样重视工具的使用技能，但更

为强调的是思考能力的提升，尤其是要从批判地角度去解读数字信息，以及对数字媒体工具的创新

理解和运用。这一路径与 KAS标准（即知识、态度、技能）所强调的核心要素高度契合。

这两种构成路径与数字素养和能力的发展历程紧密相连。Estrad（2010）曾详细阐述了数字素

养发展的三大阶段。首先为掌握阶段，在 20世纪 60年代至 80年代中期，专业技术人员需精通基础

的电脑程序语言，这被视为数字素养的初步体现。随着数字技术的日益普及，数字素养的发展迈入

了运用阶段，强调公众应熟练掌握数字工具，以提升工作、学习效率。这两个阶段均体现了以运用

为导向的构成路径，且与数字素养的核心理念相契合。进入第三阶段，即反思阶段，这一时期的数

字素养在掌握与运用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使用者的思辨与反思能力，要求个体在使用数字技术时能

够展现出批判性思维，这与现代数字胜任力的构成目标不谋而合。这一转变凸显了数字胜任力构成

原则需紧跟时代步伐，不仅强调实用性，更需融入批判性与创新性等多维度要素，以实现全面而深

入的发展。

（二）国际中文教师数字胜任力框架构建

1.国际中文教师数字胜任力框架的构成原则

本研究结合以运用为导向与以认知为导向两种数字胜任力构建路径，在 Ferrari（2012）总结的

数字胜任力内涵标准与通用能力域模型的基础上，充分考量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的操作特点与对语

言教学的正反作用，最终提出以教学实践为导向，以创新发展为重点，以伦理责任为根本，以持续

发展为核心四个国际中文教师数字胜任力框架构成原则。具体解释如下：

首先，以教学实践为导向原则，明确了运用数智技术于课堂教学的初衷是服务师生、服务教

学。国际中文教师首要掌握、运用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相关的知识与操作技能。实现在遵循教学

规律、语言习得规律的基础上极大提高汉语教学的效率，是国际中文教师数字胜任力的首要构成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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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其次，以创新发展为重点原则，是基于 KAS标准中的创新态度、创新能力要素，重点要求国际

中文教师培养数智技术的创新运用能力。同时加大与其他智能技术的结合使用，构建多元化学习氛

围的国际中文课堂。

再次，以伦理责任为根本。基于 KAS标准中的道德伦理知识、思辨能力等要素，进一步要求国

际中文教师要增强社会责任意识，维护学生的信息与隐私安全，并引导学生辩证思考、理解生成式

人工智能带来的便捷性，构建合规合法的中文教学课堂。最后，以持续发展为核心原则。在通用能

力模型中的教师专业发展能力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概括出持续发展能力原则。在数智技术推陈出

新的时代，教师的数字胜任力也需要不断革新。数字胜任力框架不仅指导老师如何实践，更要教会

教师如何发展。只有秉持持续发展的目标，开放包容的态度以及终身学习的信念，才能在数智技术

的巨大浪潮中不被淘汰。

2.国际中文教师数字胜任力框架的基本内涵

本研究基于 Ferrari（2012）总结的数字胜任力框架内涵中的 KAS标准（知识、态度、技能），

将国际中文教育的学科特点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特色相结合，最终将国际中文教师的数字胜任力

内涵定义为：国际中文教师能够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提出恰当指令，对生成信息内容进行筛选、

分析、评估，用以优化教学过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教学内容，构建贴近真实的交际环境，建设

并完善国际中文教学资源；同时，增强国际中文教师的数字责任感，有效引导学生辩证思考生成式

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道德问题和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利弊影响，处理好教师-学生-人工智能三元之间

的关系，构建数字化与人文关怀共存的国际中文教学课堂。

表 1：国际中文教师数字胜任力框架内涵分析表

KAS标准与要素 具体描述

知识 数字技术知识 能够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提出恰当指令

信息信效度知识 对生成信息内容进行筛选、分析、评估

风险知识 思考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利弊影响

伦理道德知识 思考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道德问题

态度 批判、反思态度 引导学生辩证思考

自我负责态度 增强国际中文教师的数字责任感

积极、开放态度 创新教学方式，丰富教学内容

处理好教师-学生-人工智能三元之间的关系

技能 信息管理技能 对生成信息内容进行筛选、分析、评估

创新能力 创新教学方式，丰富教学内容，

思辨能力 辩证思考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道德问题和对人类

生产生活的利弊影响
教学技能 优化教学过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教学内容，构建贴近真实的

交际环境，建设并完善国际中文教学资源

目的 构建数字化与人文关怀共存的国际中文教学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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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可见，本研究提出的国际中文教师数字胜任力框架内涵符合 Ferrari（2012）总结的内涵

要求，包含了学习域中的知识、态度、技能（KAS）三个要素，且符合每个要素下的具体指标要

求。在内涵描述中包括国际中文教师、学生两个主要参与群体，同时以国际中文教育这门学科背景

提出了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的最终目的是构建数字化与人文关怀共存的国际中文课堂。该内涵

设计具有科学性与合理性，有一定的应有价值和学术参考价值，是国际中文教师数字胜任力框架构

建的重要基础。

3.国际中文教师数字胜任力框架的具体描述

在对国际中文教师数字胜任力框架内涵界定的基础上，本研究参考 Ferrar（2012）提出的七种

当前数字胜任力框架中通用能力域，以及 Matter（2024）总结出的两种具有区别特征的教师能力

域——教学法与教学能力、学习能力后，紧密结合四大构成原则，将国际中文教师的数字胜任力框

架整合设计为三个主要能力域及相对应的十个二级数字胜任力指标。如表 2所示，三个主能力域分

别为：数字专业胜任力、数字育人胜任力、数字创新胜任力。针对各个能力域的不同定义下设相应

的二级指标，具体描述各能力域的实现要求与目标。

表 2：国际中文教师数字胜任力框架描述

数字胜任力域 构建原则 数字胜任力二级指标 指标描述

数字专业胜任力
以教学实践

为导向

数字教学胜任力 提出恰当指令，筛选整合生成内容，提升教

学设计科学性，创建“智能语伴”角色。

数字评价胜任力 呈现立体多维评价，依据数智评价数据动态

调整教学、反思教学。

数字资源建设胜任力 结合人才培养目标，有效选取、开发及建设

国际中文教育资源。

数字育人胜任力

以持续发展

为核心

数字思辨胜任力 辩证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的优劣性，理

智看待人工智能“权威性”。

数字探究胜任力 探索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之间的差异，建立

“以人为本”学习意识。

以伦理责任

为根本

数字诚信胜任力 遵守学术道德底线，谨防学术剽窃，建立学

术诚信意识。

数字守责胜任力 建立数字责任感，提升网络安全意识，构建

健康网络环境。

数字创新胜任力

以创新发展

为重点

以持续发展

为核心

教学模式创新胜任力 创新人机协同合作学习模式，构建稳定”教

师-学生-人工智能“三元关系。

教学内容创新胜任力 依据人才培养目标与课程教学目标，创新与

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技术实践创新胜任力 创新结合多种数智技术，打造离岸教学环

境，可持续提升数字胜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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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字专业胜任力

在以教学实践为导向的原则指导下，数字专业胜任力是指国际中文教师在其语言专业教学能力

的基础上，熟练运用数智技术，能够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提出恰当指令，并筛选、分析与评估生成内

容，转化运用于教学之中。教师通过熟练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优化教学流程，重构与整合教

学设计，协助教学评估，不断丰富与完善教学资源建设。在该维度下，数字教学胜任力细分为三个

二级指标：数字教学胜任力，数字评价胜任力，数字资源建设胜任力。

数字教学胜任力是指教师能够依据课程目标、教学目标、单元主题等，提出恰当指令，让生成

式人工智能系统生成相应文本、图片、视频等内容。教师对生成内容进行评估与整合，并运用于教

学设计之中。在优化教学流程的同时，能提升教学设计的科学性、教学内容的多样性。同时，教师

能够有效利用生成式多轮对话机制，创建“智能语伴”角色，有效促进学习者的语言产出。数字评

价教学胜任力是指，教师能够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赋能教学评价，对学生的产出过程、产出成

果进行智能评阅，呈现出多元立体的评价效果。同时也能依据数据，动态调整教学节奏、教学难

度，并进行教学反思，不断提升教学效果。教学资源建设胜任力是指，教师在教学与评价的基础

上，完善课程体系，有效选取、开发相关国际中文资源，推动教学产品与平台建设。例如在“中文

+”课程体系中，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针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提供顶层教学设计，依照单元主题

嵌入“语言+技能”结合度较高的真实交际场景，并生成主题相关的图片、视频等丰富的视觉教学资

源，再结合“智能语伴”的辅助角色，动态促进语言输入与输出，从整体上完善了“中文+”课程体

系资源的建设。

与能力域模型进行对比分析后，我们发现数字专业胜任力与多个通用能力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匹

配关系。具体而言，教学法与教学能力与数字专业胜任力整体对应，共同强调了教师运用数字工具

强化教学效果的能力重要性。数字教学胜任力则主要与信息管理能力及交流分享能力相对应，展现

出教师在数字环境下管理教学信息和促进知识分享的能力。数字评价胜任力与评估与解决能力相匹

配，凸显了教师在数字环境中进行准确评估与高效解决问题的能力。

此外，数字资源建设胜任力与内容创作能力在部分方面存在吻合之处。内容创作能力侧重于对

已有知识和内容进行重构与创新，而数字资源建设胜任力不仅要求对国际中文教育的现有课程进行

重构，还从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建设的宏观角度出发，强调对教学资源的创新性构建。这一特

色指标紧密贴合当前国际中文教育资源建设的迫切需求，成为本能力域下的一大亮点。

（2）数字育人胜任力

在以伦理责任为根本、以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原则指导下，构建数字育人胜任力域，指国际中文

教师遵守法律法规，提升自我的数字信息安全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在运用数智技术赋能教学的同

时，有效引导学生辩证思考与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对生产生活的影响，敏锐察觉生成式人工智

能系统背后的文化偏见与西方主导世界观。守护文化自信、学术诚信与伦理道德底线，达到“数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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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的总目标。数字育人胜任力包含四个二级指标：数字思辨胜任力、数字探究胜任力、数字诚

信胜任力、数字守责胜任力。

数字思辨胜任力是指教师能够辩证思考及理解智能生成文本信息的真实性、客观性及准确性，

有效筛选合理恰当的生成内容融入到教学中。并能够引导学生辩证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的优劣

性，理性对待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产生的便捷成果，避免轻信人工智能系统的“绝对权威”。同

时，引导学生敏锐判断某些人工智能系统背后设定的西方单一文化与世界观，督促学生在数智世界

中的树立汉文化信心与正确语言观、世界观。数字探究胜任力是指教师通过组织探究式的学习模式

与路径，引导学生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协助语言学习的过程中，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人类

智慧之间的差异，辩证看待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协助学生建立“以人为本”“以人

为中心”的学习意识，增强自我驱动力，减少对人工智能系统的工具依赖性。数字诚信胜任力是指

教师本人在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时，遵守学术道德底线，认真对待学术研究成果，杜绝学术剽

窃，同时帮助学生树立学术诚信意识，不逾越诚信红线。数字守责胜任力是指教师及学生都要建立

数字责任感，提升网络安全意识，遵纪守法，注重隐私保护，预防网络诈骗等犯罪行为，为维护健

康良好的网络环境贡献力量。

在本能力域中，数字守责、数字诚信胜任力与能力域模型中的伦理责任能力相对应。而数字探

究能力、数字思辨能力是在 KAS标准中的思辨技能、批判与反思态度的基础上扩展而来，且数字思

辨能力并无具体对应的通用能力。尽管数字探究能力与教师胜任力中的学习能力存在重叠，但对教

师与学习者的学习意识及能力要求更为严苛。值得强调的是，本能力框架中单独将数字探究与思辨

能力列出，主要是针对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本身的局限性，以及对语言教学可能带来的负面影

响，同时考量教师学生群体在新时代背景下的能力需求而特意增设，是本能力框架与其他能力框架

的重要区别特征。

（3）数字创新胜任力

在以创新发展为重点、以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原则指导下，构建数字创新胜任力域。该能力域是

指国际中文教师能够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创新教学方式，解决教学难题，推动学生运用生成式

人工智能进行合作学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构建健康良好的教师—学生—人工智能三元关

系；教师能够有效结合并创新利用多种数智技术，创造离岸教学环境，打造交际性、真实性、互动

性极强的国际中文课堂。在数字创新胜任力下还有教学模式创新胜任力、教学内容创新胜任力、技

术实践创新胜任力三个二级指标。

教学模式创新胜任力是指教师创新国际中文语言课堂的教学模式，从师生教学模式转换为师生

机合作学习模式。有效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多轮生成式对话机制，推动学生在生生、师生合作的

基础上，融合人机协同学习模式，充分发挥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作为“语伴”“助教”的辅助角

色。有效解决教师一对多的教学难题，且能提供学生个性化、多样化的学习服务，打造稳定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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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学生-人工智能三元的教学关系。教学内容创新胜任力是指，教师能够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系

统创新与丰富教学内容，在教授语言知识的基础上融合文化、民俗、历史等多维度的背景知识，创

建多元立体的中文与汉文化体验课堂。对于“中文+”课程，教师能够结合职业教育、技能教学等人

才培养目标，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创新与丰富单元主题相关的学习内容，从而推动与完善专门

用途中文课程的资源建设。技术实践创新胜任力是指，教师不断提升对数智技术的运用能力，依据

自身课堂教学需要，创新结合多种数智技术运用于课堂实践，如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与虚拟仿真技

术的结合等，打造“足不出户”的真实语言交际环境。同时敦促教师建立终身学习的数字开放态

度，在更新迭代的数字化浪潮中达成可持续发展的数字胜任力目标。

在数字创新胜任力下，与多个通用能力域对应，如教学模式创新与合作能力相匹配，教学内容

创新能力与内容创作能力相匹配等。尽管这三个二级能力域与通用能力域存在明确对应关系，但是

在通用能力模型中并未体现“创新”这一重要的技能要素，因此数字创新胜任力是在通用能力域的

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与再造。它强调了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创新对于推动教育变革与发展的重要性。

四、结论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下，世界语言教师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国际中文教师数字胜任

力框架的提出，不仅基于世界通用数字胜任力框架的科学构造，更将国际中文教育学科特点与生成

式人工智能系统特点纳入其中，创新地构建适合国际中文教师参考的数字胜任力框架。该框架的提

出不仅是为了提高教师融合数智技术于课堂教学中的能力，还在于提升教师的数字思辨、育人及创

新能力，树立学生“以人为本”的学习意识，培养其探究式学习能力以及思辨能力。同时也要打破

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背后设定的西方单一文化局面，树立汉文化自信，构建开放包容的语言观与世

界观。但本研究还存在不足，需进一步实践来检验国际中文教师数字胜任力框架的运用效果。在未

来的研究中，应多考量数字胜任力框架的评估方式与运用反馈机制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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