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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促进信息技术与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的有机融合，本研究运用观察法、内容分析法和访谈法，分析十一个幼儿园信

息化教学比赛的课例，发现信息技术与幼儿园集体教学活有效融合的表现和存在的问题。基于分析提出促进信息技术与

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融合的启示：找准信息技术在集体教学活动中的定位；把握信息技术在集体教学活动中运用的适宜

性；将信息技术与传统教学手段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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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n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llective
Teaching Activities in Kindergarten

— An Analysis Based on Eleven Examples of 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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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llective teaching activities in kindergartens，
this study uses observation，Content analysis and interview to analyze eleven examples of kindergarten information teaching competi⁃
tion，find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kindergarten collective teaching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performance and problems. Finally，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analysis，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enlightenment of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kindergarten collective teaching activities: finding out the posi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collective teaching activities;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raditional teaching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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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与发展，各国都在加

快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推动教育

现代化。全美幼教协会作为学前教育的权威

机构，早在1996年发布的立场报告《技术与3-8

岁儿童》中对信息技术如何更好地应用于学前

教育给出了理论指导，并在2012年做了进一步

修订。我国虽然起步晚，但在 2004 年 11 月 12

日，教育部首次公布有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

范大学和西南师范大学专家组历经3年潜心研

究而成的《中国幼儿信息教育调查报告》，报告

■学前教学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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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我国幼儿信息化教育工作已经初见成

效［1］。并且我国为引领教育信息化转段升级，

2018 年教育部拟定了《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

划》，助力学前教育信息化。

因此，信息技术与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的融

合是顺应时代的需求和响应时代的号召。在信

息化教学中，教师可以跨越时空的限制通过物化

技术让幼儿直接感知操作、虚拟实验，这不仅可

以直接提升教学活动效果，而且可以丰富幼儿的

认知，扩大幼儿的直接经验。幼儿作为信息化时

代的原生居民，相对于成人来说也有着得天独厚

的与信息技术衔接的优势，我们要将信息技术与

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有机结合，推动幼儿与信息

化时代接轨，促进未来的信息发展。

综上所述，信息技术与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

的融合具有了可行性和必要性。那么，信息技术

与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融合的情况如何？还存

在哪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都需要我

们进一步探索。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非参与性观察法、内容分析法

和访谈法。十一个信息化教学课例均来自于

2020年9月29日至30日为期两天的“领航杯”南

通市幼儿园组信息化教学能手比赛，笔者在现场

通过非参与性观察对活动过程进行详细记录，并

在活动结束后对活动设计方案进行分析。课例

的基本信息详见表1。
表1 十一个课例的基本信息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活动名称

群猴斗妖

劈里啪啦掉下来

谢谢，谢谢你

小布的摘星之旅

风车转转转

会变的月亮

趣味摄影

身体演奏会

我最喜欢

草原牧民

一只与众不同的狗

年龄班

大班

中班

大班

大班

大班

大班

大班

大班

大班

大班

大班

领域

健康

社会

社会

科学

科学

科学

科学

艺术

艺术

艺术

语言

教学时长

30＇12″

29＇56″

29＇18″

28＇17″

30＇9″

28＇33″

29＇50″

30＇30″

31＇20″

26＇37″

27＇50″

三、研究结果与发现

（一）信息技术的运用情况

通过现场观察和内容分析，笔者主要从信息

技术的运用频次、多媒体元素以及软件的运用这

三个方面来分析信息技术在集体教学活动中的

运用情况（详见表2）。
表2 十一个课例中信息技术运用的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活动名称

群猴斗妖

劈里啪啦掉下来

谢谢，谢谢你

小布的摘星之旅

风车转转转

会变的月亮

趣味摄影

身体演奏会

我最喜欢

草原牧民

一只与众不同的狗

领域

健康

社会

社会

科学

科学

科学

科学

艺术

艺术

艺术

语言

IT使用总次数

8

6

18

5

9

18

10

12

9

7

11

多媒体元素

图像/动画/声音/视频

图 像/动 画/视 频/photo-
shop

图 像/动 画/声 音/photo-
shop

图像/动画

图像/动画/声音

图像/视频

图像/视频

图像/动画/视频/声音

图像/动画/声音

图像/动画/声音/视频

图像/动画/声音

软件

PPT/flash/希沃授课助手

PPT/flash/微信小程序游戏

PPT/班级优化大师/flash/微信小程序游戏/希
沃授课助手

小布编程/flash

PPT/flash/酷狗

希沃助手/PPT/课堂/探月一号/太阳系/MOON/
AR课堂助手/ipad绘图/flash

问卷星/QQ/希沃授课助手/抖音

PPT/微信/腾讯视频/flash/希沃/身体演奏APP/
一直播

flash/问卷星/酷狗音乐

AR课堂助手/PPT/酷狗音乐

QQ/PPT/ipad绘画/希沃授课助手

1.信息技术的使用频次

信息技术是指通过多媒体或电子白板等信

息技术介质，辅助完成教学的一类技术［2］。信息

技术使用频次是指在单位教学活动中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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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使用的次数。对于信息技术次数的统计，本文

将在教学过程中无明显间断的使用一种信息技

术视为一次。总的来说，这十一个课例信息技使

用频次较高，在6次及其以上的课例占91%。

2.多媒体元素的运用

多媒体元素主要包括文本、图形、视频、动画

和声音，不同的多媒体元素有不同的信息传播功

效。如表2所示，在课例中，使用比例最高的是

图形图像，占100%，其次是动画，占73%，随后是

声音、视频，使用比例各占64%、46%，photoshop

使用频率不高，占19%。媒体元素的使用较为综

合，图像、动画、视频和声音都以不同的组合方式

在教学活动中呈现。

在课例“草原牧民”中，教师首先运用马奶节

的视频展现蒙古族的传统节日，直接引入到活动

的主题，并播放节奏鲜明、韵律整齐的《马蹄哒

哒》的音频，引导幼儿感受蒙古族的热情、淳朴，

激发幼儿运用舞蹈动作大胆表达音乐情绪，随后

引导幼儿在情境中观察图像和动画，自由表现，

自主学习。在此活动中，教师综合运用图像、视

频、音乐等媒体元素，营造了绘声绘色的教学情

景，给予幼儿多感官体验。

3.教学活动中软件的运用

教师充分利用了一切可利用的软件来优化

教学过程，不仅利用了专门且通用的教学软

件，如：课堂、希沃授课助手、PPT等，而且充分

运用了通讯、幼儿编程等适宜幼儿的软件，如：

小布编程、QQ、微信等。如表 2 所示，PPT 和

flash使用率最高，各占72%，希沃授课助手紧跟

其后，占55%，酷狗音乐使用比率占27%，微信

小程序、AR课堂助手等软件应用比率不高，各

占18%，班级优化大师、小布编程等软件运用比

率最低，各占9%。

在课例“谢谢，谢谢你”中，教师首先利用

班级优化大师创建班级进行个性化点名，引发

幼儿进入活动情景。在活动过程中教师运用

希沃软件制作绘本电子书和微信触屏小游戏，

让幼儿都能更直观感受并理解故事情节。最

后教师利用录像技术录下幼儿对他人感谢的

方式，并通过录屏投屏技术展现出来，对整个

活动进行巩固提升，这体现了教师对软件的充

分挖掘和灵活运用。

（二）信息技术与集体教学活动有效融合的

表现

笔者通过对十一个课例进行观察和分析，发

现信息技术与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的整合阶段

注重信息化教学环境的创设和教学方式的变革，

而本研究的部分课例已经突破了整合阶段，达到

了以幼儿为主体的教学方式变革的融合阶段，不

仅注重信息化教学环境的创设和教学方式的变

革，而且还强调自主探究和持续动态的评价反

馈。

1.创设生动活泼的信息化教学环境

信息技术高度发达且使用便捷，部分教师能

充分利用网络上的文本、图形图像、音频、视频、

动画等多种形式的教学资源，根据教学内容和幼

儿的需要，创设个性化的教学环境，给予幼儿多

感官的刺激，吸引幼儿注意力，调动幼儿积极性，

推动活动的开展。

在课例《群猴斗妖》中，教师利用西游记主题

曲与花果山的动画营造了紧张急迫的情景，激发

幼儿斗妖的斗志。教师先使用视频播放器播放

动画让幼儿直观感受花果山中妖怪的猖獗，引起

幼儿共鸣，其后播放幼儿熟悉且喜欢的音乐引导

幼儿学习除妖本领。幼儿在此情景的渲染下，情

绪十分高涨且注意力集中，动作和情感随着音乐

和动画的变化而推进，为“斗妖”活动的开展起到

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语言活动《噼里啪啦掉下

来》中，教师使用蒙层擦除技术且结合声音展现

绘本人物掉落的过程，孩子们在此活动中眼睛瞪

得大大的，似乎都在期待下一个掉落的人物会是

谁。在这形象生动的画面和“劈里啪啦”的声音

渲染下，绘本教学活动更多的是幼儿自己的主动

感知发现，而非被动接受。

2.利用信息技术引导幼儿进行自主探究

在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

要，就是希望自己是发现者、研究者和探索者。

而在儿童的精神世界中，这种需要特别强烈［3］。

教学活动中引导幼儿自主探究不仅满足了幼儿

的精神需要，并且也有利于培养幼儿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利用信息技术引导幼儿进行自主

探究的过程是幼儿将自己的思考付诸实践的过

程，这不仅能提升幼儿的自我认同感和价值感，

而且能够培养幼儿自主探索和动手操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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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活动《小布的摘星之旅》，其主要活动目

标是引导幼儿规划路线，感知前后左右的方位，

并且编辑程序指令，摘取星星。编程在信息化时

代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其操作主体大部分是

专业人士，近些年编程群体慢慢下放到小学中学

阶段，但是对于幼儿园的孩子们来说仍然有一定

的距离。在此数学活动中，教师却引导幼儿进行

自主探究，尝试编程。教师首先引导幼儿认识简

化的编程指令为自主编程打下基础，其次引导幼

儿利用平板电脑尝试操作教师设计的通俗易懂

的编程界面，设计最佳摘星路线并实施，最后与

幼儿欣赏自己编程的机器人炫酷表演，体验成功

的喜悦。

3.构建以信息技术为中介的互动模式

幼儿园常见的教学互动模式主要是师幼互

动，幼幼互动这两种模式。但是信息化教学活动

带来了一种新的有效的互动模式——人机互动，

具体来说就是把信息技术作为师幼之间，幼幼之

间的互动中介。这种互动方式不仅能扩大互动

范围，而且能提高互动效率。

以语言领域的活动为例，《幼儿园教育指导

纲要（试行）》指出幼儿园语言活动要求为幼儿创

设一个让幼儿想说和敢说的环境，并且让每个幼

儿都有表达的机会。非信息化教学中由于课时

以及幼儿人数限制，语言活动的互动范围和深度

是较为有限的，那么结合具体情景运用信息技术

的通讯功能就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在《一只

与众不同的狗》中，教师首先运用动画和图片，引

导所有幼儿与绘本进行直接的对话，其次教师利

用QQ语音功能引导幼儿给狗狗发送鼓励的话，

幼儿在此活动中对大胆的表现了自己的所见、所

想、所感，提高了幼儿的自我价值感和师幼互动

效率。

4.注重持续动态的反馈与评价

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中结果性评价仍占主

要方面，虽然这种评价方式不可或缺，但存在单

一性和静态化的不足。在这种评价方式的指引

下，教师往往只是注重保存幼儿实际做出来的

“作品”，不能很好的记录与保存每位幼儿的活动

探究的过程。而在信息化教学中，教师利用信息

技术以操作、评价与反馈为循环，记录幼儿活动

探究的全过程，引导幼儿推动问题的解决。

科学活动《趣味摄影》的目标是引导幼儿通

过当小小摄影师，在欣赏、猜测、尝试中，发现近

大远小的秘密并且感受摄影的乐趣。教师通过

希沃白板交互式软件与希沃投屏功能，引导幼儿

对自己的拍摄结果进行记录和点评，并且引导幼

儿根据阶段性的操作结果尝试新的拍照方式，幼

儿在一次次的尝试操作之中理解近大远小的原

理并且感受摄影的乐趣。

这种持续动态的评价方式是指向儿童生命

成长的全过程的、多元化的、发展性的评价，不仅

有利于活动课的顺利开展，而且还能分门别类的

将其长时间保存，方便持续评价幼儿的学习与发

展。并且，教师可以利用信息管理平台，建立电

子成长档案，内容可以包括幼儿的个人信息、相

关作品、学习评价信息和活动记录等内容。

（三）信息技术与集体教学活动融合存在的

问题

这十一个信息化教学课例代表了信息技术

与幼儿园教学活动融合的较高水平，在访谈中教

师提到课例的设计均是凝聚了各个幼儿园的教

师团队的智慧，但部分课例也并非尽善尽美，从

中我们依然可以得出信息技术与幼儿园集体教

学活动融合所存在的问题。

1.追求信息技术的重复低效使用，教学主次

颠倒

幼儿园信息化教学的最终目的不是让幼儿

掌握过多的信息技术知识技能，而是对幼儿进行

信息素养启蒙，引导幼儿感受科技的力量，为未

来的信息探索和发现打下基础。因此，信息技术

对于幼儿园教学来说只是服务于教学的工具，但

在某些教师的认知里面，在一节课中是否使用了

“信息技术”决定着这节课的优秀与否，使用的越

多越好，没有使用显然这节课是不好的，因而存

在部分老师将各文字、图像、视频、各种技术一股

脑地加进去，追求信息技术的重复多次使用，结

果导致教学内容主次颠倒，重难点不突出，幼儿

注意力被其他事物所转移［4］。

《身体演奏会》其目的是引导幼儿尝试用身

体不同的部位演奏。教师首先引导幼儿感受与

欣赏音乐，随后幼儿小组合作利用身体演奏软件

操作平板电脑设计图谱并演奏，教师通过投屏录

屏的方式展现出来。而后又让幼儿跟着活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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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好的舞蹈视频学习，并与其他舞蹈老师微信连

线学习新的动作，最后通过直播的方式展现出

来。幼儿在活动后半部分明显注意力不集中，演

奏动作也混乱。

在此案例的分析中，笔者认为既然在前期已

经让幼儿设计了演奏动作，为何在后期又通过小

组看一样的视频，集体看视频的方式学习全新的

动作？并且在最终演奏时所有幼儿的动作一致，

幼儿的创造性体现在哪里？此活动忽视了挖掘

教学内容的特点和幼儿的特点，在某些教学环节

是为了用信息技术而用信息技术，整个教学活动

看起来先进，实际上是技术堆砌。

2.运用信息技术时机不恰当，适宜性缺失

教师在信息化教学中要考虑幼儿的身心发

展特点，明确信息技术运用的时机。上述的十一

个教学活动虽然是信息化教学比赛的课例，但是

在利用信息技术时也应考虑信息技术运用的时

间长度。笔者在现场观察发现，信息技术几乎贯

穿了整个教学活动。据相关研究表明，长时间接

触信息技术，注视电子屏幕，会危害幼儿的健

康。这不仅直接影响幼儿视觉发展，造成视力下

降，而且信息技术所释放出的有害物质和电磁辐

也会引起皮肤问题以及耳朵、鼻子和喉咙的干

燥、堵塞等问题［5］5。除了对信息技术运用时间的

把握不到位，有些活动还存在着对幼儿的认知发

展和学习特点认识不足的现象。

在课例《会变的月亮》中，教师首先通过希沃

Π以及希沃传屏等技术带领幼儿“宇宙寻月”，直

观感受月球的形状和颜色。其次通过IOS系统

进行“实验探索”，感受月亮不同时间的变化，并

且引导幼儿利用 ipad对不同时期的月亮排序。

随后运用软件认识不同月亮的名称并且进行“识

名绘月”，最后运用MOON软件进行“时空穿梭”，

认识过去的月亮。整个活动过程的最大特点就

是求真求实，求“科学”。

刘晓东指出：“成人眼中的世界可以是一个

比较客观的世界，而儿童则不然。儿童看来，月

亮会跟他走，因而月亮是有意识的，是活的……

月亮上有吴刚，嫦娥，有桂树，有白兔……在我们

成人看来显然‘不科学’……于是我们成人着急

了，我们要他接受事实真相……告诉他月亮上是

一块石头，又大又冷……我们为什么要以‘科学’

的名义，不断地用冰冷的科学知识，来侵扰那个

天经地义的本属于儿童自己的世界？这种科学

是幼儿需要的科学吗？是符合幼儿认知的科学

吗？”［6］并且研究发现，一些科学现象的模拟软件

常常使孩子天然的探索、惊奇和好奇心减弱甚至

消失。

3.过于注重信息技术，忽视传统教学手段

信息技术固然有着独特的优势，它可以减轻

教师的备课负担，提升教学活动的效果，但是在

学前阶段乃至任何学龄段，它都不能替代传统教

学手段，实物感知和操作依然是不可或缺的，教

师的作用和作为也不能被其取代，并且在学前阶

段，能用实物操作的环节就不要用信息技术。但

是在这十一个比赛课例中，部分教学活动存在表

演化和程序化的现象，过于注重信息技术而忽视

传统教学手段的价值。

在课例《群猴斗妖》中，教师引导幼儿在ipad

利用希沃白板授课软件拖动、划线功能等设计阵

型图，此环节是整个活动的巩固提升环节，旨在

利用信息技术提高幼儿的学习兴趣，感受信息高

科技所该带来的学习快乐。但是在教师没有前

期铺垫的情况下，幼儿操作十分迅速，并且在此

过程中没有深入的体验以与思考，更没有推动新

经验的获得。此环节中完全可以利用实物替代

信息技术启发幼儿不同的思考，给予幼儿更大的

选择空间。在课例《一只与众不同的狗》中，教师

在活动后期引导幼儿利用平板电脑的绘画功能，

对小狗进行装饰，其将美术教育渗透其中的目的

为巩固提升教学活动。那么在此环节中，实物绘

画也是完全可以取代电子绘画。实物绘画更能

培养幼儿对颜色的感知，以及手的协调能力，更

能提高幼儿的艺术素养。

四、启示

（一）找准信息技术在集体教学活动中的定位

幼儿园课程是实现幼儿园教育目的的手段，

是帮助幼儿获得有益的学习经验，促进其身心全

面和谐发展的各种活动的总和［7］。从这一角度

来思考，教学活动是幼儿园课程的表现形式之

一。信息技术在集体教学活动中的使用是对幼

儿园课程内容、形式的补充和丰富，它是幼儿教

师的教学手段和教学工具，同时也是幼儿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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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前文已经谈到了信息技术与集体教学融

合的直接目的和最终目的，由此引申出幼儿园信

息化教学的更深一层寓意——重教学而非信息

化。幼儿园集体教学的主体和中心是人，不是

物，与此同时信息技术是作为工具而存在，而非

“知识”。

积极的信息技术与幼儿园集体教学融合关

注的是如何合理利用信息技术以在教学中最大

限度的发挥幼儿的潜能，提升教学活动的效果。

由此可知，信息技术与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融合

不是要求教师盲目地追捧新技术、新方法、新手

段，喜新厌旧，或是把信息技术当作公开课、比赛

课的一种包装手段，而是站在生命发展的高度去

审视各种信息技术、媒体与方法、新型教学工具

与已有教学设施之间的选择，否则不仅会造成教

育资源的浪费，还会助长功利化的风气［8］。

因此，如果教师的注重点由教学转向信息

化，由人转向物，那么教学活动本身并没有变

革，幼儿还是处于被动的接收状态，教学的主

体地位没有突显，幼儿在活动中既没有活动体

验也更谈不上信息化体验，此类信息化教学活

动就是典型的裹着糖衣的苦药。所以在信息

化教学活动中教师应该注重教学本身，要敢于

去探索、去实践、去创新，不断反思，找准信息

技术的定位，提高自己的信息化教学活动的设

计和实施能力。

（二）把握信息技术在集体教学活动中运用

的适宜性

信息技术在集体教学中的运用要时考虑幼儿

的身心发展特点，重视信息技使用的安全和健康问

题，确保其使用的合理性。教师在使用过程中需要

不断的做出判断：在这里什么是“年龄适宜性”，什

么是“个体适宜性”，什么是“文化适宜性”［9］。

幼儿身体还处在发育不完全阶段，尤其是

视力方面易受到信息技术的影响。这一方面

要求教师在集体教学中运用信息技术时，要充

分考虑幼儿的年龄特点，合理把控信息技术运

用的时间，布置健康的信息化教学环境，将信

息技术对幼儿身体发展的有害影响降到最

低。从幼儿的认知与学习特点来看，皮亚杰的

认知发展阶段理论认为幼儿处于前运算阶段，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为思维具体形象和自我

中心主义。陈鹤琴先生认为幼儿学习过程有

三个特点，第一是感觉，第二是联想，第三是动

作。这就要求信息技术的运用首先要符合幼

儿学习方式和认知特点，体现简单趣味性原

则，充分挖掘且利用开放的、合适幼儿发展的

软件，促进幼儿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支持

幼儿主动和个别化的学习。其次，教师也应考

虑幼儿的社会性发展，在教学中提供合作交流

的机会，支持同伴探究。

从个体适宜性来看，幼儿的身心发展具有个

体差异性，教师在利用信息技术时既要考虑到共

性也要兼顾个性。从文化适宜性来看，不同地区

的幼儿所处的文化背景有所差异，所受到的信息

技术的熏陶程度和类型也有所不同，这就要求教

师要兼顾幼儿的文化背景，选择适宜的信息技

术，切勿一味追求“高大上”。

（三）将信息技术与传统教学手段有机结合

信息技术是集体教学的手段与工具，但并

不是唯一的，也并不是最有价值且最适合幼儿

的教学手段和工具。信息技术的短处也很明

显，那就是不能给予幼儿真实情景下的真实经

验和体验，毕竟模拟情景和真实情景还是有距

离的［5］25。因此可以得知，信息技术可以缩短实

物教具制作的时间，却不能取缔实物教具的制

作；可以创设丰富的教学环境，去不能代替幼

儿园的实物化的环境创设；可以引导幼儿自主

探究，却不能替代教师在教学中的地位和作

用。信息技术的出现，对信息技术和实物操作

融合的教学方式的需求更高；对适宜且安全的

教学环境的创设要求更高；对教师观察和引导

幼儿探究的能力要求更高。如果一味的强调

信息技术则会加深教学中的“自然缺失症”；一

味的排斥信息技术则会限制幼儿和教师的成

长，与时代发展相悖。

因此信息技术与传统的教学手段并不是互

相代替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取长补短的关

系。我们要立足于实际的教学，着眼于教学效果

的提升，立足于幼儿的发展特点，将两者有机结

合，将传统教学手段作为信息化教学的基础，利

用信息技术扩展传统教学手段的价值，优化幼儿

园的集体教学活动。

（下转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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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成长，同时丰富和发展了课程建设的理论内

涵，突显专业课程的示范引领功能，助推课程思

政和三教改革，全面提升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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