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幼儿园电脑课的现状

幼儿园开设电脑课一直是备受争议的问题，有的家长认为开

设电脑课可以拓宽孩子的视野，有的则认为影响幼儿视力，担心

孩子沉迷网络等等。这也导致了有些幼儿园有开设电脑课，有些

则没有开设。对于幼儿园电脑课的活动设计更是千篇万律，有的

进行电脑小游戏操作，有的开展电脑绘画，有的看动画片，有的进

行数学游戏操作等。

暂不论活动设计是否科学合理，幼儿从小适当接触智能终端

不是坏事情，有利于未来适应数字化生活环境，从幼儿时期起对

这些终端设备有些感性认识；另一方面可以拓宽孩子的思维模

式，为孩子将来进一步研究智能世界奠定基础。

2 浅析五大领域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明确指出幼儿园的教育内

容是全面的、启蒙性的，可以相对划分为健康、语言、社会、科学、

艺术等五个领域。健康，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语言，提高幼儿

语言交往的积极性、发展语言能力；社会，增强幼儿的自尊、自信，

培养幼儿关系、友好的态度和行为，促进幼儿个性健康发展；科

学，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发展认知能力；艺术，丰富幼

儿的情感，培养初步的感受美、表现美的情趣和能力。

3 举例分析电脑教育活动与五大领域的融合

3.1 电脑教育融入健康领域，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指出，幼儿正处在身体和心

理发育与发展的最初阶段和重要时期，维护和促进幼儿健康是第

一位的，也是最为重要的。《指南》中也指导着我们围绕幼儿的健

康做好各项工作，促进幼儿健康成长。那么，在幼儿园电脑课中，

如何围绕着这一领域主题设计教学活动？

案例1：活动结束前常规之一眼保健操

在反对幼儿园开设电脑课的声音中，最强烈的就是关于影响

幼儿视力健康的问题。但实际上，许多人因为使用电脑而导致近

视，主要原因不是电脑本身的原因，而是人们缺乏眼部保健的意

识，长时间观看电脑屏幕使得眼睛过度疲劳，或者在不正确的姿

势或不合适的灯管下使用电脑导致的。小朋友们在电脑课的过

程中，一般都是全神贯注，十分专注地看着电脑屏幕，因此一定时

间后需要让幼儿放松眼睛，缓解眼部疲劳。因此，在电脑课中，除

了强调幼儿的坐姿及室内灯光，在活动即将结束前10分钟，特意

设置了幼儿眼保健操环节。眼保健操一方面可以提高人们的眼

保健意识，另一方面可以调整眼及头部的血液循环，调节肌肉，改

善眼的疲劳，使眼部得到充分的休息。起初，会提前5分钟让小

朋友们观看眼保健操的视频，让他们跟着视频做；然后慢慢从睁

着眼睛做向闭着眼睛做过渡。即便幼儿没有将动作做到位，这样

的一个常规和闭眼放松也能起到提高眼保健意识和缓解眼部疲

劳的作用。

图1 眼保健操视频截图

案例2：活动结束前常规之二手部放松操

电脑课中，除了关注幼儿的眼部保健，还需要关注幼儿的手

部放松。因为在活动中，约有20分钟的时间小朋友们的小手都

是在鼠标上移动的，尤其是食指和中指。因此，电脑课的常规之

二就是做手部放松操。在眼保健操结束后，小朋友们则需要听着

音乐跟着老师或视频做“我有一双小小手”的手部放松活动。

图2 手部放松操视频截图

案例3：导入“帮小宝刷牙”等与健康相关的游戏程序

良好的常规形成后，则可以在活动中导入与健康相关小游

戏。幼儿园的教育活动形式主要采取寓教于乐，因此电脑课的教

育活动也同样采取游戏的方式进行。在电脑课的三维目标中，其

中知识与技能的目标之一是让幼儿学会使用电脑进行单击、双

击、移动等操作。结合这一目标，教师可以选择的教学内容是多

样化的；那么与健康领域相结合，可以选择导入一些良好的日常

生活习惯的游戏内容，例如“可爱宝贝刷刷牙”的小游戏。该游戏

的主题是帮游戏里的小宝选择各种与刷牙洗脸相关的工具，然后

按照刷牙的正确步骤及方法帮小宝刷牙。在这一小游戏中，从知

识与技能目标分析，实现了单击、双击和移动等操作的练习；从过

程与方法目标分析，使小朋友学会了挑选正确的刷牙工具，学会

了刷牙和洗脸的正确步骤及方法；从情感态度与价值目标分析，

是养成爱刷牙爱洗脸的良好日常生活习惯。从实践反馈中，小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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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们特别喜欢这一小游戏，家长也十分支持与认可。

图3 可爱宝贝刷刷牙截图

3.2 电脑教育融入语言领域，提升幼儿语言发展能力

语言是交流和思维的工具，幼儿的语言能力是在交流和运用

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幼儿在运用语言进行交流的同时，也是交

往能力、理解和判断能力、思维组织能力的发展。那么，在电脑课

中，是否也可以融入语言教育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在孩子们

自由操作的过程中，在不影响课堂秩序的情况下给予孩子们充分

交流分享的机会。

案例4：幼儿作品分享

在布置课堂任务时，笔者都会强调一句“待会老师会请几位

小朋友们分享自己的作品”，无论是七巧板，还是绘画、颜色搭配

等小游戏，笔者都会利用软件将要分享的小朋友的作品演示到所

有小朋友的电脑，大家看着作品，作品的小主人则说说自己的作

品是什么，有趣的地方等等。起初小朋友们不一定懂得如何去分

享阐述自己的作品，这就需要老师在一旁给予引导。久而久之，

这样的分享活动便驾轻就熟了。作品分享，需要小朋友们对自己

的作品进行反思，然后语言建构，再到顺畅的表达，这都为语言的

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3.3 电脑教育融入社会领域，完善幼儿社会性

幼儿社会领域主要涉及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性的学习，而人

际交往和社会适应是幼儿社会学习的主要内容，也是其社会性和

个性发展的基本途径。幼儿的社会性主要是通过游戏的过程潜

移默化的发展，需要教师不断地创造交往的机会，给幼儿互相交

流与合作的平台。笔者所在幼儿园是采用混龄教学模式，实行

“大带小”的结对子帮扶，这无疑为幼儿的交流与交往创造机会，

在模仿学习中促进幼儿社会性的发展。在电脑课中，同样可以利

用“大带小”的方式开展互助、协作学习；也可以让会操作的孩子

辅导还不会操作的孩子，在授予的过程中既是语言能力的发展，

也是人际交往和社会性的学习过程。

案例5：采用小组长帮扶模式

根据电脑室的桌子摆放形式，分为三个组，每个组挑选一位

操作能力较强的孩子作为组长，并让其坐在最前面；在孩子们自

由操作的过程中，鼓励不懂的孩子首先向旁边的人寻求帮助，解

决不了则向小组长求助；小组长也无法解决，老师则出面给予相

应指导。这样的帮扶模式，一方面让孩子懂得在自己遇到困难时

需要主动寻求别人的帮助，另一方面也培养了孩子们互相帮助、

乐于助人的美好品德；而从社会性分析，寻求帮助和给予帮助的

过程，双方孩子都是人际交往的学习过程，是社会性和个性的发

展过程。

3.4 电脑教育融入科学领域，激发幼儿探究兴趣

科学领域其核心是激发幼儿的探究欲望，体验探究过程，发

展初步的探究能力，是探究具体事务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电

脑即计算机，本身是科学领域的范畴。幼儿通过体验电脑的使用

步骤、操作方法，进而学会电脑的简单使用，游戏程序的操作便是

一个体验规律、探究科学的过程。在电脑课中，教师通过课前的

有趣导入，激发幼儿的求知欲望与兴趣，引导幼儿自己探究操作，

从而解决问题，完成课堂任务。

案例6：奇趣七巧板

课前导入：教师事先利用画图或绘画工作做好各种图形，以

及准备几个拼接好的七巧板。通过图案展示，先是了解各种图

案，进而了解构成作品的各种图形；让幼儿对七巧板有大概的认

识。进而布置课堂任务，在七巧板程序中，按照给出的图形，拼出

完整的图案。小朋友们收到任务后，要在自己电脑上操作。而这

个操作，则是一个探究的过程：各个部分需要的形状是什么，如何

移动板上的图形到对应的位置等。通过奇趣七巧板这样的小程

序，一方面让幼儿学会了鼠标移动的操作，另一方面进一步认识

了各种图形及名称；同时，也提升了幼儿的抽象思维及审美能力。

图4 奇趣七巧板

3.5 电脑教育融入艺术领域，萌发幼儿创造力

艺术是幼儿精神活动的表现，是幼儿感知和表达世界的另一

种语言，也促进幼儿向善与智力发展。电脑课的教育活动中要尽

可能地让幼儿感受、欣赏、表现和创造美，挖掘幼儿心里那颗美的

种子。电子美术作品欣赏与创作是让幼儿感知艺术，萌发创造力

最直接的途径。

案例7：配色练习

在绘画作品的创造前期，会让幼进行配色练习。让幼儿开启

发现美的眼睛，培养寻找美的能力，帮助幼儿发现和欣赏斑斓的

色彩，感受色彩。通过色彩的对比，直接渗透进了幼儿的心灵，培

养了幼儿色彩的感知和审美能力。

图5 配色练习幼儿作品

总之，电脑课在幼教课程体系虽然是崭新的内容，但通过精

选设计教育教学活动，选择恰当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软件，既涵盖

了五大领域的内容，也体现了幼儿课程的综合性和整体性。教师

作为引导者、支持者、合作者，要为幼儿提供各种有趣恰当的游戏

程序，整合五大领域教育内容，促进幼儿全方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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