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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与幼儿园课程整合的研究综述

马元志

( 延边大学师范学院，吉林延吉，133000)

［摘 要］信息技术与幼儿园课程的整合，可以提高幼儿教育的信息化水平，推动幼儿的发展和教学活

动的顺利开展。本文考察信息技术与幼儿园课程整合的相关研究，发现学者们主要从信息技术与幼儿园课

程整合的内涵、实践、问题及策略等方面进行，但仍存在研究主体间缺少合作、研究范围较窄、缺少比较研

究、研究内容不全面、研究方法单一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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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信息技术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国

都将推进教育信息化作为重要任务。我国颁布了一

系列的政策文件加速教育信息化的推进和普及，如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 2011—2020 年) 》《教

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

划》《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

实施方案( 2018—2022 年) 》等。在这种大背景下，

学前教育作为基础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信息

技术与幼儿园课程的深度整合是学前教育发展的必

然趋势。笔者以“信息技术”“教学活动”“幼儿园”
“整合”等为主题词进行组合检索，搜索中国知网

2009—2019 年间关于信息技术与幼儿园课程整合

方面的相关文献，共获得有效文献 180 篇，对其进行

分析，以探求信息技术与幼儿园课程整合的研究动

态，为后续的研究做好铺垫。

一、信息技术与幼儿园课程整合的内涵研究

何克抗认为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就是

通过将信息技术有效地融合于各学科的教学过程来

营造一种新型教学环境，实现一种既能发挥教师主

导作用又能充分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以“自主、探

究、合作”为特征的教与学方式，从而把学生的主动

性、积极性、创造性较充分地发挥出来，使传统的以

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从而

使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培养真正落到实

处。［1］汪基德教授等根据学前教育的特点和教育信

息化的内涵，构建了学前教育信息化的内容框架，将

学前教育信息化定义为将信息技术运用于学前教育

当中，并以此来优化教育活动，促进幼儿发展的过

程。［2］何磊、黄艳霞、金晓晓认为信息技术与幼儿教

育的整合，即通过将信息技术有效地融合于幼儿教

育的整个体系中，在营造园本文化、促进家园共育、
优化课堂教学等各方面积极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作

用，为幼儿的全面发展与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教育

环境。［3］上述研究表明，目前学者对信息技术与幼儿

园课程整合的内涵关注较少，没有形成科学的、标准

的定义。

二、信息技术与幼儿园课程整合的实践研究

隽国斌从课程目标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信息技

术与幼儿园课程教学整合的教学形式，以提高幼儿

的情感和技能发展为目标，从总体和教学形式两个

角度提出了针对信息技术与幼儿园课程整合的建

议。［4］有学者从信息技术与科学领域、语言领域、艺
术领域整合等方面展开研究。语言领域: 沈颖、李婷

婷肯定了信息技术解决幼儿语言教学难点问题的积

极作用; 饶萍、尹丽珍指出幼儿园语言教学活动与现

代信息技术的整合能够培养幼儿的学习兴趣、降低

幼儿教师的工作压力、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提高幼

儿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开阔幼儿的视野、加强阅读教

学效果，以及给幼儿提供形式多样的学习方式等，保

证了教学质量; 周妮在其研究中构建了信息技术与

幼儿英语教学整合教学的模型，并将其应用到教学

实践中，验证其教学效果。［5］科学领域: 王文敬、师燕

在他们的研究中充分肯定幼儿科学领域各学科的整

合中应用信息技术是必要和重要的; 张立龙基于学

前儿童数学教育大纲，研发了一套幼儿园数学活动

教学软件，为幼儿教师提供方便的同时，也促进了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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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园数学教学活动的高效开展。［6］艺术领域: 石慧认

为多媒体技术能够为幼儿呈现更直观、生动的视觉

效果，有利于保持幼儿的学习兴趣、激发幼儿的创造

性思维，有利于提升美术教学活动的效率，但它不是

唯一的和万能的，也不可能完全取代传统教学。健

康领域: 学者主要是结合健康领域教学特点，从积

极、消极两方面来研究，如学者南瑞霞提到“在幼儿

教学领域中最严重的影响是屏幕依赖低龄化趋势明

显”。上述研究表明，学者大多将焦点集中在语言

领域、艺术领域和科学领域与信息技术的融合上，对

健康领域和社会领域信息技术应用的研究较少。

三、信息技术与幼儿园课程整合的问题研究

缪雯晓指出信息技术在幼儿园教学活动中的应

用存在一些误区，如幼儿教师滥用信息技术，使其贯

穿在教学活动的每个环节，并占据主导地位，导致忽

视教师的引导作用和幼儿的主体地位，且为体现技

术而技术，忽略学科本身的特点。［7］高宏钰、周游以

北京市某幼儿园为个案，研究发现，信息技术为教师

开展幼儿园教学活动提供了支持的同时存在过度使

用、应用水平不高和教师高度控制等问题，今后应注

意以儿童为中心，提高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和教师

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魏细耀研究发现: 当前多媒

体教学动态教学过程“电子化”，形式过于“花俏”;

多媒体课件信息量偏大，屏幕滞留时间短; 课件内容

“流水型”模式多，交互性少。［8］王正伟指出信息技

术在幼儿园中的应用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和不平衡

性，如: 信息化观念薄弱; 信息化建设管理水平和使

用效率低; 信息化人才队伍缺乏; 激幼信息素养有待

提升; 信息技术应用水平不高，与教育管理实践应用

结合不紧密。郑名、路娟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观察法

等对示范性幼儿园的教师进行调查，发现目前多媒

体教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使用率低、设计和应用水

平偏低、教学媒体与教学目标脱节、政策缺失及执行

失真等问题。［9］上述研究表明，信息技术与幼儿园课

程整合主要存在幼儿教师滥用信息技术、应用水平

和使用效率较低、缺少对幼儿主体性的关注等问题。

四、信息技术与幼儿园课程整合策略研究

信息技术与幼儿园课程在整合过程中难免会出

一些问题，但重要的是如何去改进。冯晓霞从幼儿

学与教的视角出发，认为信息技术为幼儿园教育教

学带来发展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挑战，这要求幼儿教

师正视信息技术的利弊，注意教学媒体使用的数量

和时间。［10］郝兆杰、梁芳芳、肖琼玉对来自北京、陕

西、杭州等地区省级示范幼儿园中的 50 个“五大领

域活动案例”进行视频分析，结果发现目前信息技

术与幼儿园教学活动的整合仍存在一定问题，今后

须遵循简单、游戏化、适切的原则，教师应具备熟练

掌握设计与实施信息化教学活动的能力以及幼儿园

应促进数字化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11］谭娟提出语

言教学活动中应用信息技术有利于促进教学效率和

幼儿语言能力的发展，今后应加大信息技术的应用

力度，创设真实的模拟情境、拓展空间，促进幼儿语

言能力发展。阎瑞华、郭慧、陈红梅运用问卷调查法

对多所幼儿园的教师进行调查，并结合现状提出加

强学前教育教师应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政策导向、加
强学前教育教师对现代教育技术的思想认识、加强

现代教育技术在学前教育中的应用管理、加强现代

教育技术在学前教育教学中的示范课效应、加强现

代教育技术在学前教育教师培训中的实效性以及加

强现代教育技术在学前教育本科生培养中的应用力

度等信息技术辅助幼儿园教学的对策。［12］

五、总结与反思

综上可知，目前国内学者主要对信息技术与幼

儿园课程整合的内涵、实践、问题及策略四方面进行

研究，研究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研究主体间缺少合作。研究主体较多，以

硕士研究生、一线教师、高校教师为主。但研究倾向

有较大差异，一线教师倾向于进行相对简单的实证

研究，而教授等研究者倾向于进行理论研究。主体

间缺少合作，并存在研究者针对某一主题重复研究

或是研究形式相近的情况。
第二，研究范围较窄，缺少比较研究。目前，学

者们主要是以某一地区为例展开研究，缺少对国内

其他地区信息技术与幼儿园课程整合的研究，尤其

是国内外和城乡间的信息技术与幼儿园课程整合的

比较研究。
第三，研究内容不全面。目前，各方对信息技术

与幼儿园课程整合的评价研究和影响因素的研究处

于空白状态，而构建相应的评价体系有利于检验信

息技术与幼儿园课程整合的效果，且只有找到问题

的根源并对其进行改善才能真正解决整合中遇到的

问题，进而推进教学信息化的顺利开展。另外，对信

息技术与幼儿园课程整合的内涵研究不够深入，不

能很好地为其他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第四，研究方法较单一。已有的研究主要以问

卷调查法、观察法为主，缺少行动研究法及叙事研究

法等质性研究方法的使用，今后应注意多种研究方

法的综合应用，做到质化与量化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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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今后信息技术与幼儿园课程整合的研

究中，应加强信息技术与幼儿园课程整合的评价研

究，在多元化视角下看待问题，拓宽研究的范围，增

加研究主体间的合作研究，并在实践中注意提升策

略的运用，以促进信息技术与幼儿园课程整合的有

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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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于幼儿的认知特点制作区角材料标签

区角材料的标签像身份证一样，操作活动结束

后，幼儿要根据标签将不同的材料送回“家”。不适

宜的标签会导致幼儿认知方面的混乱，不能将区角

材料与它们的“家”一一对应。适宜的标签有助于

幼儿习得“一一对应”的规则，同时也能帮助幼儿养

成物品用完要归位的良好习惯。因此，教师在创设

区角环境时要制作适宜的标签。教师应该根据幼儿

的认知特点制作适宜的标签。例如，小班幼儿的思

维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因此，教师制作标签时可采

用实物与照片一一对应的方式。中班幼儿能区分圆

形、方形、三角形等形状及红色、黄色、绿色等颜色，

教师可将常见颜色的“即时贴”与图形结合，制作标

签。中班幼儿认识 20 以内的数，教师可使用 20 以

内的数作为区角材料的标签。大班幼儿的思维能力

得到进一步的提高，积累了一定的数序经验，因此，

教师除用照片及简单的数制作标签外，还可以加大

难度，按柜子的排数及列数制作标签，类似于 1－1、1
－2、1－3 的方式，引导幼儿分层取放区角材料。

总之，创设区角环境时，教师应坚持以幼儿为本

的理念，心中装着幼儿、眼里看到幼儿。教师应通过

创设适宜的区角环境支持幼儿的个性化学习，从而

促使幼儿在最近发展区里得到最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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