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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要把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应用到教学中去，优化教学，

促进教学改革。学前教育一直是当前教育的急需要加强的环节，是基础教育的基础，非

常重要的教育环节。为了科学地研究幼儿园教学信息化应用的现状，论文以石家庄某所

幼儿园为例，参照相关文献编订了石家庄幼儿园教学信息化应用调查问卷以及访谈大

纲，通过分析获得的调查数据和资料，对石家庄幼儿园信息技术的教学应用做了深入的

研究，论文有五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阐述了本研究提出的背景和研究过程。研究背景中涉及到问

题的提出，中外文献综述情况以及研究的意义。研究过程包括研究的方法、思路以及创

新点等等。

第二部分是幼儿园教学信息化概述，总结教学信息化的定义、要素、特征、原则以

及幼儿园教学信息化的任务、原贝0和意义与价值。

第三部分是通过分析国内外学者的应用结果，运用多学科、多视角的观点对石家庄

市某幼儿园教学应用现状、问题进行分析。文章分别从教师信息技术知识、教师信息技

术意识、教师信息技术技能、教学中信息技术应用等四个方面尽行分析，调查表明石家

庄幼儿园教师认识到了信息技术在教学过程中展现的多方面的正向作用，并且能够接受

信息化辅助幼儿教学。但是同样也有需要改进和提高的地方，其中包括教师对信息化教

学的理解并不深入，教学和信息技术的进一步整合有待加强。

第四部分分析了教学信息化应用对幼儿园教学应用的正向作用和负向作用。教学信

息化的正向作用主要表现在教学信息化丰富了教学模式和教学资源，创造了生动的教学

情境，有利于教师开始支架式教学，促进了师生互动与合作。然后分析了教学信息化应

用对幼儿园教学产生的负向作用。总结了基础设施不配套、维护难、成本高；息技术对

教师替代、控制；教师漠视或盲目使用信息技术等负向的作用。

第五部分在总结石家庄幼儿园教学信息化应用的正负作用的基础上，来思考教学信

息化应用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主要从教学信息化观、基础设施维护、提高教师信息化素

养三方面提出了提高幼儿园教学信息化应用的相关解决对策。

关键词：幼儿园教学信息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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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eaching plays a important role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As the beginning of the education，preschool educat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basic education and is also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national education．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ing is to apply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teaching，optimizing teaching，promote teaching reform．In order to

scientifically research information technology’S influence on kindergarten，this thesis used

different ways to collect information，inchding questionnaires，field investigation，structured

interviews，document retrieval，and used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s to research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ing in kindergarten of ShiJiaZhuang．

The first section is the introduction．It involves the proposed issues，research

significance，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research ideas and methods，as well as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points．

The second section is an overview of the information techn0109y teaching application of

kindergarten，summarizes the defmition，elements，characteristics，principles and tasks，

principles and signific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ing application of kindergarten·

The third section is about the analysi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application

results，analyzing the problems of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ing application of

kindergarten through multi-disciplinary,multi angle view．The analyzing consist of four parts，

including：the teachers’knowled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ers’consciousness．teachers’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ing skills，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survey shows that Shijiazhuang kindergarten teachers are able to

recognize the positive effect on the teaching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but the teachers。

understanding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ot in place，lacking of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fourth section，the thesis analyzes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rol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eaching．The positive effects include promotes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organization forms，teaching means and methods，teaching resources and content，as well as

the kids’learning style．The negative effects include information technology,teacher and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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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The fourth section analyzes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ing application．The positive effect of teaching information include

enriching the teaching mode and teaching resources，creating a vivid teaching situation，

promoting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cooperation．Then it analyzes the negative effect of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ing application of kindergarten．

The fifth section based on the posk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to sum up the problems

which should be attention to 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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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问题提出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已经到了数字时代和信息时代，代替了传统工业社

会的交流方式。在信息化的环境中，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

方方面面，也引起了教育领域的一系列变革，传统的教育教学方式和教育理念受到了巨

大的挑战和冲击。信息技术不仅仅是工具，更应该嵌入到教学内容和过程当中。而对于

信息技术的应用更应该在早期实施，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为儿童创造优良的教学过程。

目前我国开展的信息技术的应用，得到基础教育工作的认可和重视，表明基础教育的改

革已经适应了现代化的要求，顺应了未来教育改革的趋势。而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基

础却也是教育的薄弱环节，更加应该受到重视。

(一)幼儿园教学信息化是学前教育的必须加强的环节

学前教育一直是国内改革的薄弱之处，也是教育的关键基础，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

应用到幼儿教育的进程较为缓慢，比起小学领域、职业教育领域以及高等教育领域来说，

并没有显著的效果，没有到达实践者和研究者所期望的水平。学前教育是教育的开端，

也迫切需要实现教学和信息化的整合。由于学前教育针对的教学对象在年龄和身心发展

上与其它教育阶段有明显的特点，以及学前教育的基础作用决定了学前教育信息化需要

进一步进行分析和研究。对幼儿园教学信息化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更好的达到学前教育的

启蒙性和适应性的教学目的。

(二)幼儿园教学信息化应用存在不容忽视的低效现象

“十二五”依赖，坚持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的指导下坚持促进教育信息化，坚持促进信息技术和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核心理念，取

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同样也要认识到当前加快信息化建设仍然有要解决的问题的困

难。从宏观层面上讲我国为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差距，信息化的意识还需要进一步

深化，信息化和教学并没有实现深度融合。体制机制还需要创新，进一步提高广大教育

工作者的积极性。从微观层面讲，当前我国学前教育信息化应用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

表现为信息化基础设施不健全，地区差异明显；信息化的资源匮乏，教学相关软件应用

不到位；幼儿园教师的信息素养不高，缺乏有效的培训。就目前而言信息化技术已经在

学前教育广泛的应用，但是水平较低。因此，要保证学前教育的发展，首先要深入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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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幼儿园教学信息化应用问题。

(三)幼儿园教学信息化是提高幼儿教学质量的必由之路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就要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更好的为教师和学生提供教学资源

和教学内容，2l世纪已经是数字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对计算机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等进

行了深度的开发、应用和扩展，为社会信息的传递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和价值④。为

了适应时代的发展，教育要着力培养相应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使未来的下一代的能

力得到充分的开发。幼儿园作为儿童智力和能力启蒙的阶段，需要及早认识到信息化教

育的重要作用，努力把信息化教育应用到实际的教学当中，为培养未来高素质的人才做

好准备。为了科学地研究幼儿园教学信息化应用的现状，探究提高幼儿园教学信息化的

措施，论文以石家庄某所幼儿园为例，参照相关文献编订了石家庄幼儿园教学信息化应

用的调查问卷以及访谈大纲，收集了石家庄某幼儿园教学应用的相关数据和资料，运用

相关的统计方法对石家庄幼儿园信息技术的教学应用做了深入的研究。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幼儿园教学信息化研究

早在上个世纪初，国外的发到国家就开始了通过现代的媒体手段来进行教学。通过

信息技术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国外的信息技术的教育应用经依次经历了视觉媒体阶

段、视听媒体阶段、视听传播阶段和教育信息化阶段。②信息技术在国外的开展较早，

有清晰的发展脉络，对教育应用的研究和实践水平较高，普及的范围也较为广泛。对于

信息化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对教学的影响以及如何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等方面。

从理论上看，20世界80年代计算机就开始进入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领域，之后越

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学前儿童通过计算机接收信息能力的重要意义。有研究发现，通过信

息化技术像儿童展现丰富有趣的视图资料，可以辅助开发儿童智力，提高儿童社会认知

水平。首先，教学信息化可以提高儿童空间表征能力。Subrahmanyam(2001)等人的研

究发现通过多媒体多样化的展示，儿童对图形和空间的表征和操作以及视觉注意分配等

方面有显著的提高。@其次，教学信息化中使用的软件有助于儿童发展数学思维能力、

语言能力和创造能力，如erry&Gould(2006)发现通过计算机软件来编写故事，可以

带动儿童自发进行阅读和写作，帮助教育工作者开发开发儿童的写作能力。另外教学信

①赵淑玲．信息技术在陇南农村中学生物教学中的应用现状与对策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06．

②柯贤根．高中信息技术应用的现状与对策——以阳新一中为例．【D】．华中师范大学．2009．
③Submhmanyam K，Greenfield P，Kraut R，et a1．The impact ofcomputer use Oll children’S and adolescents’

d evelopment【J】．Journal of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2001(2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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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在儿童社会性发面也起到良性作用，数字信息的分享让儿童可以增加同伴之间交流

的机会，培养儿童开放、互利的心态。相关研究已经表明，在使用计算机的时候儿童更

加愿意求助于同伴进行合作，而不是立刻向老师求助。在教师使用信息技术辅助教学时，

儿童并不孤独，他们乐于处在解决问题的情景之中，愿意与同伴分享使用新技术的收获。

从实践上看，美国幼儿园教学的实践研究比较丰富和全面，研究包括信息化资源的

制作和选择、信息化教学对教学模式的创新和改变、以及信息化与具体课程的深度整合

等等。美国对适宜性软件的开发和选择有很丰富的实践经验，早在1996年全美幼教协

会(NAEYC)就提出儿童使用计算机时必须要遵循适宜性的理念。这也为教师信息化教

学提供了明确的方向。Haugland(1997)发表的适宜性软件评价量表，为评价幼儿教学

中所用的软件提供了明确的标准和参考④。

对于幼儿信息化的研究的重点以及实践过程中首要注意的问题就是信息技术在教

学中的地位。全美幼教协会(NAEYc)的报告中表明计算机对于教学只是起到辅助的作

用，并不能取代丰富的实际体验，早期的教育活动以及有价值的教学资料并不能因为信

息化的介入而消失。计算机应用的活动与其它的教育活动比如阅读、写作、有关美术和

音乐的艺术的教育活动都可以并行实现在课堂，多样化的去培养儿童。能否处理好计算

机的辅助作用以及计算机活动和其他教学活动和资源的关系是学前工作者首要思考的

问题。

(二)国内幼儿园教学信息化研究

20世纪70年代我国出现了电化教育，标志着我国信息技术在教育中应用的开端。

以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为标准，我国的教学信息化依次经历了起步、探索时期(1980年

——1991年)、扩大试验时期(1991年——1997年)和快速发展时期(1997年至今)。

②近两年开始对学前教育教学开始重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对发展学前教育的重要性进行了强调，学前教育在教育中的重要地

位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重视，这也给学前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支持作用。当

前，国内很多学者从各个方面探讨了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应用是出现的各种问题，然而

学前教育不在义务教育的范围内，与义务教育阶段的信息化对比来看，学前教育阶段信

息化资金投入非常有限，使其发展较为缓慢。

从宏观角度来看，自2006年开始北京、上海、浙江、河南等地区教育部门相继都

①Haugland S W，Wright J L．Young children and technology：Aworld ofdiscovery叨．New York：Allyn&Bacon，1997．

②张俪蓉．信息技术与学校教育关系的反思与重构[D】．华东师范大学．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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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了相应的幼儿园信息化建设的要求和基本标准。在天津、辽宁、吉林、四川I、重庆

等地也陆续颁布了关于学前教育信息化的建设文件，对幼几园教育技术的装备、相关网

络和资源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不管是基础设施还是教师素养我国幼儿园教学信

息化的发展出现不平衡现象，东西部差异较大。东部发展较早，西部发展晚且比较缓慢。

从微观来看，在信息资源建设方面国内多数省市的教育部门都已经建立了学前教育网

站，幼儿园也都有自己的独立网页、班级博客。较为发达的地区重视家园合作，因此一

些有而言还建立了家园互动平台、幼教主题论坛等一系列的网络资源平台。然而为儿童

提供优质的网络资源以及软件的下载平台不多，为儿童开发适宜性的软件在国内还很不

成熟，与国外的差距还很大。通过对学前教育信息化的研究现状进行调查和分析，学前

教育信息化的问题虽然受到关注，但是对信息化教育的应用研究仍然非常缺乏，研究一

方面没有核心的期刊，另一方面是对学前信息化应用的研究不全面，目前并没有信息化

应用的量表或者完整规范的评价体系；

通过对国内外幼儿教学的研究综述发现，幼儿园教学信息化已经收到各国教育的重

视，计算机辅助教学的理念已经得到普遍认可。但是我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仍有显著的

差距，幼儿园教学信息化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从我国已有的研究来看，很多政策的制定

和技术的应用的研究都集中在中小学阶段的基础教育，对于幼儿园教学信息化的应用没

有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从目前的政策的制定和国家对信息化的关注来看，我国幼儿信息

化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借鉴国外优秀

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国内幼儿信息化的应用情况进行详细的研究，探寻具体的制约

教学信息化应用的原因，以及相关的解决方法和途径，以进一步幼儿园教学信息化的开

展提供科学的参考意见。

三、研究目的与意义

(一)研究目的

基于对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的了解和研究，本研究选取石家庄某幼儿园，调查

幼儿教学信息技术的教学应用的现状。通过多种研究方法综合分析幼儿园教学信息化的

实际情况，着重研究幼儿园教学信息化应用的相关效应，以及相关的解决途径和方法，

为石家庄幼儿园教学信息化的提升提供理论和实践的依据，促进石家庄学前教育信息化

的建设，并进一步在可能的范围内将研究成果上升为可操作的水平，为其他地区幼儿园

教学信息化应用提供科学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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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意义

调查幼儿园教学信息化的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以及幼儿园教学信息化应用的应用

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研究通过访谈和问卷的形式测查石家庄幼儿园教学信息化

的应用现状，通过对各类调查的问题进行总结，发现幼儿教学信息的现状，并有针对性

的提出对策，这不仅能从理论上分析出幼儿园教学信息化的现状，也对幼儿信息化应用

做了更进一步的探究和反思，也对科协技术在学前领域应用有重要的意义。

(三)实践意义

研究立足于石家庄某幼儿园教学信息化的历史与现实，通过具体问题分析，结合当

前国家教育方针政策，设计了针对幼儿园教学信息化应用情况的调查问卷，进一步探索

合适的改善石家庄幼儿园教学信息化应用的方法和途径、对信息技术在教学过程中的应

用进行分析、为信息化教学在实践中的改善提供科学意见。本研究就是掌握目前石家庄

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应用情况前提下，尝试为幼儿教师提供多样、便利、丰富、有效的

教学方式和教学途径，分析信息技术应用的优势的负面效应，为教师更加科学的使用信

息化技术创造条件，也为石家庄其他幼儿园提供教学改革的参考资料。

四、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内容

本研究以河北省石家庄市某幼儿园为研究对象，在简要概述该幼儿园信息技术建设

和教育教学的基础上，采用调查问卷、访谈等多种质的研究方法，实地考察幼儿园教学

信息化建设情况，对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教师信息技术技能、对技术教学的实际应

用等方面都进行了科学的数据分析，总结幼儿信息化的教学现状，并分析信息化在教学

中的正性和负性的影响，希望对推进河北省学前教育信息化建设、教师培训方面起到一

定的参考价值，促进石家庄幼儿园教育教学的进一步发展。

(二)研究方法

1．问卷访谈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访谈等形式的调查方法，以石家庄某幼儿园为调研对象，获

取石家庄某幼儿园教学信息化应用的实际调查情况，对幼儿园教师和管理工作人员进行

问卷调查和详细的访谈，获得第一手详细的资料，收集教师对信息技术应用的看法、以

及相关的建议和意见。

2．文献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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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相关研究的文献，总结对幼儿信息化研究的问题以及有效的研究方法，发现前

人研究的不足之处；通过文献的归类查找，了解幼儿园教学的应用情况，设计相应的调

查问卷。

3．统计分析方法

运用数据处理软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筛选归类，进一步分析收集的数据，直观有效

的反映访谈中的出现的问题，对学前教学信息化应用的各个方面进行总结、分析。

4．研究思路和创新之处

本研究主要是对学前信息化状况进行调查，在研究对象是本文章的创新之处。在研

究方法上调查问卷和访谈相结合，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研究，思路较之前的研究有了突破，

综合各种研究方法对幼儿园教学信息化的应用进行详实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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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幼儿园教学信息化概述

一、教学信息化概述

(一)教学信息化基本概念

教学信息化的定义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界定。

与传统教学相对比：祝智庭认为教学信息化其实就是相对于传统教学而言，主要加

入信息化的技术。然而信信息化教学不仅仅有信息技术的支持，更加重要的是，把信息

技术纳入到了教学方法和教学应用当中。∞

从教学过程中来界定：信息化教学就是教育者和学习者通过信息化的技术完成教育

活动的过程。教师和学生都可以运用信息化的技术来完成教学活动。南国农就指出教学

信息化其实就是老师和学生通过多媒体等现代化的技术来完成教学目标的双边活动。②

从信息化角度来界定。在教学信息化中，信息技术充当着基础性的作用。对教学体

系进行了全新的改变和升级。而且信息技术渗透到教学体系的各个环节。其中包括教学

资源、教学评价、教学组织、教学模式等等。⑨

综合来看，信息化教学是一种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应用的教学各个环节的新型的教学

形态。

(二)教学信息化的要素

媒介部分是教学信息化不可缺少的部分，教学内容传递形式和表达方式也会随着媒

体的加入有所改变，使得教学信息的传递和加工有了新的形式和载体。因此教学信息化

便多了一个教学要素。从教师、学生、教学内容增加了多媒体。四个教学要素相互作用，

产生教学效果，以期待达到教学目的。

(三)教学信息化的特征

教学信息化的特征要从信息技术层面和教学过程两个方面来考虑。

从信息技术层面主要表现在信息技术的特点和优势。信息技术的介入使得教学信息

化去区别于传统的教学。主要表现在教学过程多媒体化、教学内容网络化和数字化。多

媒体化是指通过信息技术可以多感官的向儿童呈现教学内容，是儿童感受到的事物和环

境更加真切、丰富，增加教师和学生的投入度。教学内容的网络化和数字化，是指儿童

①祝智庭．现代教育技术一走向信息化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②王晓芜．中小学教育信息化的理论与实践口川．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③刘成新，李兴保．教学信息化理论与方法[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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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随时随地的获取教学内容，并且降低了儿童获取教学资源的成本。通过数字化信息

可以随时随地的交流和分享，加快了教学内容的传输和接受的速度，使得教学内容更加

统一可靠。

从教育层面来看，教学信息化的过程的特征包括教学个性化、活动合作化、学习自

主化。教学个性化是指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的智能导师系统能够根据学生的不同个性

特点和需求进行教学和提供帮助。为了做到这一点，学生个性的测定，特别是认知方式

的检测，将成为教育研究的重要研究课题。活动合作化是指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增加幼

儿之间的协作能力。让儿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随时随地获得教学内容，学生、老

师之间交流变得高效。不同学习者之间可以互动交流，可以针对当前的教学主体进行交

流，在互动中获得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整个过程中可以得到反馈，信息化能让教师和学

生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随时随地的获得信息以及问题答疑分析和评价。开放性可以实

现教育的终生化、自主化、社会化以及学习的生活化。学习自主化是指采用信息化技术

进行教学对儿童的自制能力提出了要求。通过建立学习群，班级群，儿童随时可以了解

到其他儿童的。学习情况和作业的完成情况。这样可以带动同一班级的儿童整体提高。

加上丰富的试听资料，儿童对外界的好奇可以让儿童不断的去探索未知的世界，提高儿

童自主化学习的能力。④

总体上看，从技术角度来看，教学信息化的基本特点就是以多媒体设备为载体，对

信息技术进行应用。在学习方式上表现为增加学生之间的主动性和协作性，注重发展个

性化教学。

(四)教学信息化的原则

教学信息化的原则就是指在通过多媒体展开教学过程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要求和

原则以实现最好的教学效果。因此教学信息化中的原则对指导信息化教学实践有重要的

作用。张筱兰在《信息化教学》一书中指出信息化教学的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点：④

1。目的性原则

任何教学活动都要服务于教学目的，信息化教学更是这样。不能脱离教学目标，盲

目的展示教学资源。有明确的教学目的，才能避免盲目性和随意性。因此，在制定教学

目标的时候一定要切合实际，符合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尽可能的在最近发展区内调动

学习者的兴趣，充分发挥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另外确定教学目标要具体，这样可以更

①山东省基础教育信息化教学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管西荣《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06．05

②张筱兰，郭绍青．信息化教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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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进行教学的实施。

2．整体合性原则

整体性原则包括任务的整体性，即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关注到学生德智体美多个方

面，整体性也包括教学系统的整体性，即在运用信息化的过程中要看到教学过程是包含

教师、学生、教学内容和教学技术四个方面。因此，在信息化教学过程中必须有整体的

意识，处理好各个要素和各个任务之间的关系，争取做到科学性和思想性的统一，身心

发展的同一以及信息化教学系统各个要素的有机结合。

3．主体性原则

在信息化教学中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

主体作用。教育者要认知进行教学设计提高教学质量，选择适宜的教学媒体呈现教学内

容，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学生认真观察，积极思考，自己动脑、动手去探索学习知识，

并能够选择符合自己身心特点的方式进行自学。这样教师和学生通过发挥自身的积极

性，可以建立一种平等、合作的师生关系。

4．视听与思考相结合的原则

信息化可以呈现多种感官的资源，但是不能盲目呈现而忽视学生的思考。因为只有

视听没有思考，并不能实现教学目的。教学不能让儿童只停留在感性阶段，更要开发儿

童的理性思维。在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的过程中有意识的引导学生由形象思维向抽象思

维转化。

5．媒体选择和组合的最优化原则

不同的学科，不同的教学内容所要求呈现的方式不同。采用与教学内容相匹配的呈

现方式，可以很好的实现教学目标。因此，在选择教育媒体是，要考虑考学生的身心特

点，教学的需要和多媒体的功能。没有任何一种媒体功能是万能的，在进行教学时，要

考虑到功能的优缺点，尽可能的找到最优的呈现方式，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特点。

6．准确及时的反馈原则

反馈是调控教学过程的重要手段。教师和学生的反馈是双向的。在信息化教学过程

中，要重视学生的反馈意见，实时的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对于学生的作业等等不能超

时，这样会错过学生最佳的接受时间。

7．效益性原则

信息化教学过程所追求的效果不仅仅是内容的丰富，过程的互动还要注重教学活动

的效益。这种效益性不仅有教学效益还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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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幼儿园教学信息化概述

幼儿园教学信息化是学前教育的重要环节，教学过程是教育的核心部分，研究信息

化在学前教学过程的应用便是整个学前教育的核心。幼儿园教学信息化则需要把握学前

教学对象的身心发展特点，从自己的特点出发，不断挖掘信息化应用在学前教育的价值。

(一)幼儿园教学信息化任务

幼儿信息化教学主要以提升教育质量为根本，结合多媒体技术扩展儿童的学习兴

趣、创造丰富的教学情境、促进幼儿全面健康发展、促进家园联系、提高幼儿园管理工

作。

幼儿教育担任着教育和保育双重任务。在教育方面，幼儿阶段的学习主要是为小学

做准备。

通过游戏，扩展儿童的学习兴趣幼儿信息化的教学首先要扩展儿童的学习兴趣。游

戏是儿童学习的主要途径。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通过信息化的手段向儿童展示

生动的教学内容让儿童能融入到教学过程之中。在游戏中可以听到美妙的声音，生动的

图片。

创设丰富的教学情境，丰富儿童的亲身经验。幼儿阶段主要是通过直接经验来体验

世界，获得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常识性的知识。因此，信息化的教学需要发挥多媒体的优

势，充分调动儿童的感官，尽可能真实向儿童提供丰富的情境。

以信息技术为媒介促进家园联系。信息化在家园合作中表现在校讯通、网络版儿童

成长档案的应用等等。一方面可以帮助家长更加方便的了解幼儿的学习情况，另一方面

也能让教师很好和家长沟通，确保儿童的安全。

通过信息化来提升园内管理。园内管理主要包括儿童资料管理，办公系统，考勤、

监控系统等等。这些系统的有效利用可以显著提高幼儿园的工作者的效率，降低劳动成

本，也能促进幼儿的现代化发展。∞

(二)幼儿园教学信息化原则

1．适宜性原则

适宜性是幼儿信息化教学首要遵循的原则。该原则区别于其他教育阶段，强调儿童

的学习和发展需要特定的环境，切合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幼儿阶段儿童主要发展形象

思维，因此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选择上注重对儿童的启蒙行。

①学前教育信息化的内涵解读汪基德；朱书慧；张琼；．《电化-38一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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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观性原则

幼儿主要通过直接经验学习，因此在教学过程要尽可能的通过多媒体技术提供多感

官通道的信息。选择和运用直观手段要有明确的目的。直观手段要与训练儿童感官和动

作相结合，并启发幼儿积极思维。在直观展示的过程中，教师需要配合上相应的语言，

来集中幼儿的注意力。

3．发展性原则

幼儿从4到6岁期间每一个年龄段思维特点都有区别。不同年龄段的教学需要不同

的信息化手段来呈现内容。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了解幼儿现有的发展水平和发展潜

力，选择难度适宜的教学内容，树立终身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理念。

4．活动性原则

活动、游戏是幼儿学习最有效的方式。通过信息化技术可以向儿童提供丰富的游戏

场景，可以帮助教师组织丰富的活动材料、帮助教师呈现有趣的教学活动

5．综合性原则

教师要根据幼儿园的教育目标，综合发展幼儿的德智体美等方面。并且应该以幼儿

的实际情况出发，选择与生活紧密相连的，对儿童健康发展有益并能够接受的教学内容。

通过信息化教学技术的整合，挖掘教材中蕴含的各种教育因素，使儿童能够得到综合性

的发展。

(三)幼儿园教学信息化的意义与价值

学前教育纳入信息化是教学改革的必然选择。信息技术在优化教学过程、提升教学

效果、推进教学改革方面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1．幼儿园教学信息化有助于实现个性化教学，实现适宜性理念

首先，从不同年龄阶段上来说，信息化技术辅助幼儿教学就有多种不同的形式，以

每个儿童的年龄、发展水平、需求、兴趣、能力为基础适当的使用技术和屏幕媒体。婴

儿及学步阶段的幼儿需要自由的探索，操作，以及检验环境里的所有东西。因此可以通

过信息化的产品，让儿童和成人进行交流和协作共同探索问题，把成人当作一个中介或

者一个合作者。成人可以给儿童提供代表电子物体的模型玩具，来鼓励儿童去探索这些

工具的功能。比如给儿童展示电话、照相机、冰箱等玩具，让他去探索各自的功能。3

到8岁的儿童这这个阶段对外界充满了好奇，想要主动地、创造性的去探索世界，他们

会在探索中逐渐去使用各种媒体并且通过创造性的运动、歌唱、舞蹈，以及使用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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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来表达某些意思来进行学习，而各种信息化的媒体就是很好的辅助手段。④

其次，课程上来看幼儿园教学信息化能涉及学前教育的各个学科，例如语言学习，

情感培养，社会性的发展，甚至是音乐、美术等领域的培养。在各个学科的教学过程中，

儿童能够在信息化创设的环境中主动的探索，相互合作，解决问题，获得适当的身心发

展。例如在音乐领域，儿童可以通过使用一些音乐的软件来认识高低音，甚至可以自己

编辑音乐。通过回放可以挺好自己编的因为进行修改，充分调动了儿童的好奇心。在识

字认字方面传统的方式只是单个感官通道，但是在多媒体的平台下，儿童可以同时看到

图片，听到发音，儿童可以自己学习，回答问题。通过多媒体手段儿童将会更有效的学

习和掌握单词。

2．幼儿园教学信息化为儿童创设交互情境，优化教学过程

幼儿园教学信息化就是通过多媒体手段充分的调动幼儿的注意力和各种感官，创造

有趣的教学情境，让幼儿能够认识世界。信息化手段和课堂的深入结合可以最大化的调

动儿童学习的积极性。游戏和活动是儿童学习的有效方式，通过多媒体技术，教师可以

向儿童提供逼真的游戏场景和丰富的教学内容。在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官通道的

刺激中，能够更快更有效的触发儿童的直接经验，融入到日常教学过程当中。

儿童信息化教学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让儿童接触数字化信息，儿童要把信息化手段

和课程有机的结合。这里需要提的是，幼儿园教学信息化并不是要取代传统的教学儿童，

而是在以计算机为信息载体的基础上为儿童进一步展现、扩展、应用教学内容，归根到

底信息化的教学内容要服务于教学目的，不能代替早起有价值的教学活动和教学材料，

更不能代替教师的主导作用。

3．幼儿园教学信息化可以使儿童平等的获得教学信息
”

信息技术可以跨域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并且具有重复性，这样可以为特殊的儿童提

供一个方便、有效的学习有段。为特殊的儿童提供使用教学信息化的机会，具有巨大的

意义。信息技术是有利的补偿性的工具，一方面能为认知过程提供技术支持，提高儿童

识记和回忆能力，另一方面可以扩展感官刺激的输入通道满足不同儿童学习的个性化需

求。对于那些身体上有缺陷的儿童而言，信息化则提供了一个获取丰富教学资源的途径，

他们可以通过计算机的补偿教育获得与其他健全儿童同等的教育和发展的机会。

在设备使用方面，信息化的应用可以为特殊儿童带来便利。例如，为特殊儿童设计

个性化的鼠标、键盘、触摸屏以及各种类型的开关等，利用信息技术的独特优势为那些

①万超．美国信息技术辅助幼儿园教学的特点及启示[D】．东北师范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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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的特殊儿童提供的便利的教学途径，被纳入正常的教学活动中。通过信息化的引入

教学对象进行了扩大，特殊的儿童也可享有同样的教学内容，促进了教学公平。

4．幼儿园教学信息化有助于家园合作，为儿童提供丰富的资源

利用信息技术促进幼儿园、家庭及社区间合作是学前教育信息化又一重要作用。幼

儿信息化教学不只体现在园内，还需要在幼儿园与家长、社区间的合作与沟通环节实现

信息化。幼儿园教学信息化可以进一步加强教师和家长之间的交流，教师可以更加方便

的向家长汇报幼儿的学习情况，可以积极取得家长的信任和配合。

只有通过家庭和幼儿园结合的基础上，创设的供儿童使用计算机技术的环境才可能

带给儿童最好的教学体验。例如：教师可以建立一个软件评价体系，由幼儿园教师和家

长进行评价，以筛选优质的教育资源；建立聊天社群，为教师和家长沟通创造途径，使

得学校和家长能够及时的掌握儿童的学习和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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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幼儿园教学信息化的个案调查

一、研究对象概况和调查设计

石家庄某幼儿园现有教师90名教师，该幼儿园是省级示范幼儿园，幼儿园较为重

视信息基础建设，幼儿园设有科学发现室、多功能感统室、多媒体活动室，全园配备电

视监控系统，各班及食堂配有现代化的设施设备，并且有的班里配备钢琴、电视、VCD、

录音机，安装了多媒体教学系统，配备了相关的幼儿园吧办公软件、扫描仪等现代化的

设备。从硬件设施来看，信息技术的应用已经触及到教学的很多方面，已经成为幼儿教

学必不可少的环节。该所幼儿园在石家庄的幼儿园中具有代表性，作为样本能够代表信

息技术在现在幼儿园教学信息化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势。

(一)调查问卷设计与实施

根据《教育测量与评价》以及《学前教育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来编订问卷。

问卷的各项内容都涉及到学前教育信息化应用的各个方面，最终编制了《石家庄幼儿园

教学信息化应用现状的问卷调查问卷》。问卷的内容主要有教学的基础设施配备情况，

教师信息技术的素养、态度和能力，以及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对信息化应用中存在的问

题。访谈内容涉及到信息技术基础建设、相关政策支持，包括硬件设施、资金投入和幼

儿园管理体制等等。本次调查随机抽取了60名教师，收回问卷57份，问卷回收率达到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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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变量名称 频数 百分比(％) 变量名称 频数 百分比(％)

男 3 5．3 五年内接受 0一l 0 7．O

女 54 94．7 培训的天数 2—4 7 12．3

学历大专 17 29．8 5-7 35 61．4

本科 34 59．6 7天以上 11 19．3

硕士 6 10．5

年龄20—30 20 35 接受计算机0-1年 0 0

31-40 24 42．1 时间 2—3年 3 22．8

41-50 7 12．3 3-4年 12 21．1

51-60 6 10．5 4年以上 32 56．1

教龄 任教班级

5年以下 25 43．9 小班 8 31．6

5一15年 24 42．1 中班 3 40．4

15年以上 8 14．0 大班 6 28．1

在调查的57名教师中，男教师3名，占5．3％；女教师54人占94．7％，可以看到幼

儿园的教师，该情况与幼儿园教师的实际情况相符合，因此调查数据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教师所任年级基本均匀分布在大班、中班和小班。避免了因班级的区别导致样本信息技

术应用的偏差。

样本的年龄比例为35％、42．1％、12．3％、10．5％，31—40岁年龄段的教师是主要的教

学力量，成为调查对象的主体。青年教师已经熟悉了所在幼儿园的教学环境，也对教学

的情况有了较为稳定深入的了解，有教学的热情和动力，并且对新事物接受较快。这样

可以反映出不同年龄段教师对信息化的认识，较为全面的反映出教育信息化应用的态度

和水平。

调查中幼儿教师基本以本科学历为主，说明学前教育教师学历层次较高。教师中本

科学历占59．6％，大专是29．8％，这表明学前的教师教育已经有了显著提升。教师教龄

集中在5年到15年，基本以中年教师为主。教师学历的高低虽然与教师的教学能力、

信息素养没有显著相关，但是在教学理论的理解和应用上，在教学技术方面，高学历教

师和低学历教师之间仍有一定差距。教师接触计算机时间上，大多数教师是4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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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教师已经熟悉了教学信息化的环境。

二、研究对象教学信息化应用现状分析

(一)教师信息技术意识方面

只有让教师明白教学信息技术的重要性，才有可能把信息技术应用到教学当中，才

能更加关注信息技术在教学的应用以及效果。教师信息技术的意识是信息技术重视程度

的直接反应。

1．教师对教学信息化应用的基本认识。26．3％的教师认为信息技术与教学关系非常

密切，38．6％的教师认为较为密切，17．5％认为有关系，调查表明，石家庄幼儿教师对信

息技术和教学的关系较为重视，肯定了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作用。而对于信息技术的概

念理解，发现一半的老师并不清楚信息技术的概念含义。注重于教学的关系说明教师有

较高的需求，然而缺少对信息技术的认识，不利于教师更好开展信息教学工作。

2．教师对教学信息化应用的认可度。对信息化技术的应用的认可程度直接关系到教

师对信息化应用水平。对于信息化教学应用的态度，大部分教师采取了积极的态度，愿

意尝试的教师站到64．9％。对于教师接受信息化、尝试进行信息化的动机，有56．1％的

教师反映是课程实施的需要；幼儿园规定，必须使用，为17．5％；用于公开教学、教学

竞赛和个人兴趣的分别为8．8％和56．1％。

以上两个分析可以看出，当前石家庄幼儿园教师较为认可信息化对教学的积极作

用，在应用的动机上，需要是课程的需要，自己主观兴趣很小，外在动机明显，内在的

主观能动性不高。调查中“信息技术对教学的好处”一题中，有21．1％教师认为信息技

术为孩子和老师提供了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有31．6％的老师认为信息技术能够丰富教

学内容；有33．3％教师认为信息技术可以扩展教学资源；14％的教师认为信息技术能激

发孩子的学习兴趣。由此看来，教师可以充分的认识到信息技术对教学带来的多样化价

值。对于使用了信息技术后的体验和看法，教师回答“你对使用信息技术后的教学效果

看法”中， 45．6％认可信息化的教学效果，有24．6％的教师认为有部分效果与传统教学

相比有改变，17．5％的教师认为没有效果，12．3％教师认为效果不明显。由此可知，超过

一半的幼儿园教师认为信息化对于教学有作用有积极意义，但仍存在部分教师没有认识

到信息化教学对课程实施的影响。

通过上调查可见，大部分教师对信息技术与教学的关系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主

要以积极态度为主，但是很多教师对教学信息化应用动机和作用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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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工具性上，教师内在教学的动机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教师信息技术知识方面

教师熟练应用信息技术的前提和保证是对信息技术知识的深入理解和领会。

1．教师对信息技术知识的需求，决定了教师在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的熟练程度，

也决定了教师使用多媒体的主动性和热情程度。在询问教师在教学细化中最需要学习信

息技术的哪些方面时，50．9％的幼儿教师认为需要学习有关多媒体教学的使用技术；需

要学习信息技术理论知识的教师占22．8％；技能和理论都没有兴趣的教师占12．3％；希

望两方面都加强的教师有14％。可以看出教师对信息化实际操作技能的需求远远大于理

论知识的学习需求，大部分教师都认为应该较强信息化知识的学习，对信息技术知识的

需求度较高。但是对技能和理论的需求出现明显的不平衡，出现重实用轻理论的现象。

2．教师获取信息技术知识的方式。教师获取信息技术的途径关系到教师教学信息化

的进度，从调查来看教师获取信息化的途径主要来自：幼儿园培训、书籍杂志报纸等纸

质信息途径、电视教育栏目。有52．6％的教师是从幼儿园培训中获得，其他两项分别是

19．3％和28．1％。可以看出，教师获得信息资源的途径主要是培训，自己获取资源的途

径占比较小，而且较为零散。

(三)教师信息技术技能方面

信息化教学的技能主要从四个方面分析：计算机操作技能、教学媒体技能、互联网

操作技能以及相关技能培训。教师教学信息化的应用程度以及教师对教学信息化探索的

热情和能动性直接和教师信息技术技能的熟练程度相联系。

1．教师计算机操作技能。教师计算机操作的内容主要是在计算机简单操作的基础

上，使用word编写教学和出试题，使用Excel进行成绩录入和学生信息管理，使用ppt

制作和播放教学课件，较少的教师制作班级和幼儿园的网页。其中78．9％的教师能够掌

握文件更名、删除、管理等基本计算机操作，68．4％的教师能够使用word，56．4％的教

师能够通过Excel管理学生信息，40．4％的教师会制作演示文稿，会制作网页的教师很

少只有12．3％o由此可见，石家庄幼儿教师大多数已经可以熟练的操作计算机，掌握了

办公处理软件的基本功能，满足了工作需要，但是对于网页制作和ppt的制作等操作技

能，大部分的教师仍然需要进一步提高。

2．教师教学媒体技能。两所幼儿园的老师基本都能使用信息设备，57名教师中有

55名都全部使用多多媒体设备。其中对DVD播放机、计算机、多媒体设备等设备的时

候较好，可以实现基本的操作。在访谈中可知教师操作多项设备时容易出现问题，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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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不及时，不能及时解决设备问题，影响教学计划。

3．教师互联网操作技能。教师对网络的熟悉程度，可以非常直接的反应教师的互联

网操作技能，教师的上网目的也可以反映出教师对教学信息化的态度。在调查中大部分

老师对网络较为熟悉，高达84．2％，49．1％的教师通过网络进行娱乐，其次是搜集与教

学课程内容有关的资料。由此可见，教师熟悉网络单并没有很好了利用网络。教师开发

网络资源，辅助教学的能力需要进一步加强。

4．教师信息技能培训时间。调查发现，在近一年内参加培训的时间主要以5—7天为

主，调查结果为5—7天57．9％，7天以上有19．3％2—4天12．3％，0—1天的比例为10．5％。

通过访谈了解到教师培训时间上大概一般是7天左右的时问，在培训内容上主要是相关

的教育理论、教育技术知识等等，而教师们关心的实际的教学信息化的技能操作、网络

运用以及相关前沿有用的教学软件说明的相关培训却很少。

综上所述，石家庄幼儿教师对信息技术设备的掌握较好，但是对于计算机办公操作

和网络资源利用还有待提高，也就是说对于硬件设施使用没有问题，但是对于具体办公

软件使用和网络利用并没有达到理想水平。在计算机教学使用上，教师具备了基本的计

算机操作技能，对计算机和多媒体的操作基本掌握，可以使用office软件进行办公、

教学、管理信息，基本能够满足教师的实际需求。但是在教学和课程的渗透方面教师技

能有待迸一步提高，同时教师对于网络资源利用不足，没有把网络资源和教学联系起来。

教师培训的时间较少，对教师的培训时间有待增长。

(四)教学中信息技术应用方面

l、信息技术应用的初级层面：作为教学的辅助工具。在初级层面上，信息技术手

段帮助教师进行演示性授课，发挥多媒体功能，充分调动儿童的感官通道，让儿童最大

程度的接受教学信息。从一天使用信息化教学的时间来看，4小时以上的占10．6％，2

到4小时的时间占到一半，说明教师能够使用信息技术，教师应用信息技术主要用于播

放视频资料，展示教学内容以及课后语与家长进行交流。

2、信息技术层次的高级层面：实现技术和课程的整合。信息技术和教学课程两者

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主动适应，这样技术可以传递适宜的教学信息，并且多媒体等技

术本身就可以作为教学资源，培养儿童数字化的知识和技能。通过访谈可以知道，石家

庄幼儿教师信息技术和教学整合水平仍处在初级层面。当提到“你对信息技术与教学整

合的态度’’问题时，只有56．1％的教师持积极态度。说明教师对信息的认识还不够深刻，

需要进一步进行加强和培训。而当问到“影响信息技术与教学整合的因素有哪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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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36．8％的教师认为信息技术对课程的设计和实施的作用不明显，对幼儿的实际教

学并没有明显的作用；26．3％的教师认为教师信息技术的课程准备较为繁琐；17．5％的教

师认为课程的准备占用较多的时问，对相关的信息技术知识和技能不熟练。上述这些因

素导致教师教学信息化的应用并不充分。因此，学前教师需要良好的教学整合外部环境，

也需要提升自身信息化教学的技术和能力。

(五)调查结论总结

通过以上的调查分析可知，石家庄幼儿园教学信息化已经有了显著效果，教师已经

接受了教学信息化的方式，幼儿园教学信息化已经较为完善，已经把信息化技术应用到

教学的各个环节。但是，也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主要有：教师信息化应用理论和

实际不平衡；教师参加信息技术培训的时间较短，培训的内容需要进一步优化；信息技

术在教学应用中处于前期辅助工具性阶段，应用层面有待提高，应加强信息化应用的意

识，注重与课程结合的重要性；相对于传统教学，信息化教学并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发

挥，信息技术与教学的整合有待进一步深化等等。因此，有必要对信息技术的教学应用

效果进行分析和评价，弄清楚信息技术在教学过程中产生的正负作用，才能更有效的发

现幼儿园教学信息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从而信息技术在幼儿教学中

的应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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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幼儿园教学信息化的正向与负向价值分析

目前，把信息化的手段应用到教学中已经是当前教育发展的趋势，教学信息化的能

力也是衡量教师教学能力必不可少的因素。随着教学信息化的普及和加深，幼儿教学也

需要有自身的考虑，在关注自身教学目的的情况下，结合信息化和数字化的现代手段辅

助教学，需要不断探究。幼儿园教学信息化的引入，一方面丰富了课堂内容，提高了幼

儿学习兴趣。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并不能解决教学中所有难题，信息技术并不是教育本

身，而是深入教学，完成教学的重要工具和辅助手段。对信息技术使用不当带来的负效

应很有可能对造成负面后果。认识到负面的作用才能全面深入的使用信息化技术，真正

实现信息技术对教学的良性支持。

一、幼儿园教学信息化应用的正向价值

幼儿园教学信息化优化了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学过程，构建了新的教学模式、

提高教育教学活动质量、促进幼儿现代素质的发展。通过石家庄某幼儿园信息技术教学

应用现状和存在问题的调查基础上，认为在教学模式、教学资源和教学策略这三个方面

发挥着正向作用。

(一)教学模式更加多元化

根据教学目标的不同，教学内容不同，在教学信息化的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的教学模

式。每一种教学模式都有相应的适应范围，教师需要根据不同的教学情境选择适宜的教

学模式。在多媒体和网络信息的介入下，教师可采用三种教学模式：

1．教师主导模式

教师主导模式注重发挥教师的作用，在儿童还没有掌握充足的知识和经验的前提

下，需要在教师的带动下获取基本的知识和技能，为日后学习较为复杂的内容打基础。

这种模式对教师通过多媒体等手段整合教学内容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教师不仅需要

根据教学目标呈现适宜的感官信息，还需要调动儿童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使儿童参与

到教学过程当中。教师应避免教学过程的刻板化、生硬化，让儿童尽快能的发挥主观能

动性。

2．共同体合作探究学习模式

共同体合作模式注重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合作，强调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平等性。学习

共同体包括学习者和助学。一般来看，学习者和助学有同一的教学目标，为了完成同一

20

万方数据



任务在教学过程中进行合作、沟通、交流、互动，最终形成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

④而信息化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技术给儿童共同学习创造了条件。在学习共同体模式中，

教师的作用就是在儿童学习之前对学生的任务进行安排，讲解注意的问题，指导儿童进

行操作。在教师讲解后，教师要对儿童的学习过程进行关注和监督，然后对儿童进行有

针对性的指导。这种模式适宜于儿童在掌握了信息化工具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前提下进

行。教师和学生的合作和交流，激发了儿童的积极性和学习兴趣。因此，共同体合作式

探究学习模式为幼儿园中教学最理想的形式。

3．自主学习模式

自主学习模式使儿童自发使用计算机游戏和有关教学的软件。在这个过程中，教师

可以随时进行帮助或者指导。该模式主要是儿童自己操作实现，人机交互性强，也可以

自己设定学习的节奏和速度，同时可以获得及时性的反馈。因此，教师可以通过介绍一

些软件的使用方法，在一个开放的时间，对儿童进行指导，因材施教。该模式能够是儿

童在独立操作计算机等信息化工具的过程中，产生好奇和学习的兴趣，能够激发儿童学

习的内部动机，有利于儿童寻找新方法，解决新问题，提高儿童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

儿童发散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您认为信息技术对教学的好处”问题回答上有21．1％教师认为信息技术为孩子和

老师提供了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14％的教师认为信息技术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由

此可见，教学信息化可以丰富教师的教学手段，在教学模式上实现多元化。在教师主导

的模式中通过多媒体手段可以向儿童展示视觉，听觉多种感官生动的教学内容。在共同

体和做的学习模式中，儿童可以相互合作，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可以掌握信息化技能。

由于信息化技术的便利性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额限制，随时随地可以找到合适的教学

内容和相应有趣的教学软件，能极大的促进儿童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有利于儿童开展

自主学习模式。

(二)促进教学资源有效利用

教学资源是教师教学的基础，学生学习的依据。呈现丰富、生动、多元的教学资源

能够更好的实现教学目的。信息技术的介入和发展，是的教育资源不断的刷新升级，为

幼儿教学内容注入了鲜活的内容。信息化丰富教学资源主要体现在一下三个方面：

l、丰富教育资源

信息技术的应用不仅丰富了教学资源的渠道，更加丰富了教师教学的内容。之前的

①张荣伟．教育共同体及其生活世界的改造[D】．苏州大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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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主要来自于课本以及老师的知识经验，而由于多媒体的介入、网络的资源支持，

教师可以更加灵活的获取与教学目标有关的内容。如其他的获取方式相比，网络渠道的

方式使得教学资源更加多元更加灵活更加广泛和便捷，一方面带来的便捷，另一方面也

对老师辨别优质的教学内容提出了要求。在访谈中得知，教师在肯定信息技术的同时认

识到信息化带来的优质资源为教学带来了方便，有89％的教师有过从网上获取信息化资

源的经历。通过网络更加直接的获取所需要的教学内容，比如教学大纲、教学案例和课

件等等。甚至有的老师会加入幼儿教学的论坛来探讨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在教学内容上，

信息技术可以视频、音频、图像等方式多感官的呈现，就有非常好的展现力，更能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调查中有79．9％的教师通过网络等信息技术来备课、教学和搜集教

学资料、呈现教学内容。教师能够意识到信息化带来的丰富的教学内容和便利的获取资

源的条件。

2、促进优质资源的不断融合

信息技术的教学应用可以使得信息技术本身和教学活动实现深度融合。优质的教学

资源一般具备教育性、科学性、技术性、艺术性和经济性这五个方面。 多媒体可以实

现声音、图像结合的方式创设教学情境。其中谈到教师使用信息技术的经验中，教师提

供了一个案例。在教儿童认识秋天的时候，老师把秋天的变化通过动态的图片展示出来，

比如叶子有黄变绿、树叶由多变少、菊花开始盛开、各种果实开始成熟等等，并配上《秋

日私语》的背景音乐，幼儿欣赏之后可以自己操控计算机，给原来的图片添加颜色，这

样可以加深动手自己操作鼠标，加深对秋天的印象。在整个教学的过程中，老师发现这

不仅可以激发儿童的兴趣，培养儿童信息化意识，还能有效的把资源进行融合，既有音

乐上的艺术培养，又能在视觉上提高儿童对颜色的辨别能力，从不同方面让儿童感受秋

天的景象。可以看出，信息化本身可以和教学资源深度结合，促进优质资源的不断融合。

(三)创设问题情境，开展支架式教学

支架式教学的核心是创造共同的问题情境。在支架式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为儿童提供

敏感的、适当的概念框架，以促进儿童主动探索问题解决的方式和路径。信息化手段可

以提供丰富的问题情境，可以有效的将儿童引入到问题情境中。在这个过程中儿童的自

主性，自发性得到充分开发，是幼儿教学过程中主要采用的策略。

笔者通过访谈了解幼儿园管理工作者对教学信息化的认识，在谈到“您对教育信息

化和信息技术在幼儿园教学教育管理中的认识”时，管理工作者认识到幼儿园开展教学

信息化不仅是停留在把信息技术作为辅助教和辅助学的初级应用水平上，并不是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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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辅助工具，而是可以通过信息化手段来为幼儿教学创设和制造出一种新的学习情

境，能使学习方式和教学方式产生全面的变革。对于管理工作者来说，他们认为信息化

的在幼儿园的建设不仅仅是硬件设施的建设，更重要的是对信息化教学软件设施的应

用。软件方面的应用可以把声、像、图、文于一体，呈现立体、生动的学习情境，通过

教学信息化所创设的情境所具有的奇特的视角、逼真的效果既强化了儿童的感知，又极

好的渲染了教学情境，非常有利于年幼儿童掌握和理解知识。由此看来，对信息技术的

合理有效的利用，可以是教与学产生良性的循环，可以帮助教师更叫高效地完成教育目

标，开发儿童经验，促进儿童的心智成长。

(四)构建师生互动合作平台

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信息化的教学通过情景的引入，能够让老师和学生都参与进来，

而不单单是老师输出学生输入的模式，开始呈现师生合作的教学特点。信息化的教学方

式能为课堂教学提供直观的、生动的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更加主动、顺

利地解决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也是有所改变。老师不再是解决问题

的主导者，而是要通过信息化的教学模式，鼓励学生发现问题，进而主动探究问题，在

整个过程中，老师更多是学生的引导者和支持者。在信息化教学模式所提供的生动、丰

富的情境中，教师不断给予学生相应的支持，两者通力合作，对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究，

最后解决问题，完成任务。另外，学生由于生活经验不足而影响了对信息化教学模式所

提供的情境中信息的理解时，教师为学生提供的支持就更为重要了。老师通过适当的讲

解和指导，会丰富学生的已有经验，提升学生对相关信息的理解，从而促进学生对问题

的解决和方法的运用。

《纲要》中也指出，教师是儿童的合作者、支持者、引导者，构建师生互动合作平

台是非常重要，也是切实可行的。教师为学生提供的支持，不仅是在必要的物质材料上，

还有知识和经验上，特别是引导儿童构建或完善自己的认知体系。同时，教师对儿童的

指导不仅体现在知识和经验层面，还体现在对其情绪情感的关注和引导上，这种民主、

温馨的氛围可以促进儿童的身心和谐发展。

二、幼儿园教学信息化应用的负向价值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深入，以及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渗透，在出现正向的作用的同

时，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信息技术教学应用中的负向作用，也就是信息技术在应用的过

程中出现的负向作用，给教育教学带来的不利的影响。根据石家庄某幼儿园的调查和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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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可知，教学信息化的负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础设施不配套、维护难、成本高

石家庄幼儿园信息技术的基础设施主要以计算机、网络、多媒体等为核心来为幼儿

教学提供多样化的教学软件。然而在访谈教师对“请问您所在的幼儿园的硬件和软件基

础设施怎么样?请详细说明一下，比如有没有请人专门进行维护，设备类型是否齐全等

等”问题时，80％的教师认为教师的基础设施较为完备，但有的教学设备使用率很低，

比如录音机、DVD等。大部分的设备都是来自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统一下发配置的，个别

的教学设施并没有产生实际的教学价值。

访谈中也提到对基础设施的维护，发现两所幼儿园都没有专门的人员对基础设旅进

行维护，每个班级的设施都是班主任进行负责和维护。其中有一名教师反应教学信息设

备发生故障后，由于没有专人解决，导致设备停止使用将近两个多月。因此石家庄幼儿

园信息技术设备的维护并没有做到位，一旦发生故障很难确保教学过程的正常实施。访

谈中问及原因，管理者提到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考虑到幼儿教师编制的限制以及专门

聘请人员进行维护的费用等方面的，使得设施的日常维护难以实施。

(二)信息技术对教师替代、控制

幼儿园信息技术的负效应除了自身维护差、成本高外，还会对教师产生替代、强迫

和控制的负效应。在谈到“您对信息技术在幼儿教学中应用的态度是什么?”时79％的

教师认为多媒体手段对教学有很大的帮助，带来的便利，但是个人对信息化资源的整合、

与课程的结合方面谈到的很少。“你在教学中是否进行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中，

只有31％的教师经常进行，这说明将近一半的教师只是认识到信息化的工具性，对课程

教学带来的便利，但是并没有意识到信息化对课程整合的意义，这说明教师还是依赖信

息化的资源，没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课程进行个性化的整合。

首先，信息技术对教师的替代。信息技术的教学应用，其优点在于使教学活动不再

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对教师而言，能减轻自身的负担，而信息技术也能不同程度的替

代教师职能，这种优点的应用多体现在教学视频、多媒体课件和网络课程中。例如，多

媒体技术的应用，使得传统的板书转化成生动、形象、具体的图片、声音和视频。教师

在重复展现这些教学内容的同时也减少了教师自身传达教学信息内容。教学课堂的质量

根本不在于内容的呈现，而在于教学内容是否能够真正的被儿童所接受。因此教师以自

身的生命体验是教学课堂不可缺少的内容，可以更好的传递教学内容。教师一旦对信息

技术产生依赖，便会更多的在乎教学内容的呈现而不是教学内容的传递。另外，信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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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掌握和培训需要教师进行不断的学习，一方面占用了教师的教学实践，另一方面教

师面临着学习的压力。因为信息技术的更新以及数字化的教学内容的推出的速度，对于
、 一

教师尤其是前期刚刚接触信息化技术的教师是较大的挑战和压力。而注重教学信息化技

术在教学中的应用则更多的体现在教师在教学课堂中对信息技术的使用。然而信息技术

的采用和信息技术的应用不是一个层面，前者是浅层次的采纳，后者更过的指教学内容

和信息化手段的深度结合。这样看来，对信息化技术的重视和采用表面上是教师拥有主

动权，可以自由自主的运用教学信息技术，实则信息技术在隐性的对教师实行反控制，

会让教师的负担在无形之中加重。①

(三)教师漠视或盲目使用信息技术

在访谈和调查中发现，对待信息技术在幼儿教学中应用的情况，大部分持有肯定态

度，也有教师认为没有教学效果。在问及“您对信息技术在教学中应用的态度”时有一

部分老教师还没有摆脱传统教学模式的理念，在教学中很少使用信息化的教学手段，认

为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作用不明显。还有一部分老师认为在备课时会花费较多的时间准

备教学资料，占用的部分精力，使得教学过程中，信息技术的辅助作用没有凸显出来。

除此之外，教师掌握的教学软件有限，对信息化理论认识深度不够，对信息技术的应用

层次单一，形式较为简单。

其次，教师在幼儿信息化应用的过程中，盲目相信数字资源，过度的使用信息技术。

有些老师不是去探究适合儿童学习的教学软件，而是简单的追求感官上的实际和教学的

便利。在调查中，30％的教师把信息技术的开展作为减少备课工作量的一种方式，并不

能把教学的内容实际地应用到教学中去，更不能实现个性化的教学目标。教学信息化的

不断强化和发展，有的教师对待传统和现代的教学模式并没有一个全面理性的态度，教

师过分地强调信息化带来的便利，媒体辅助教学的效果，片面强调信息技术的更新和发

展，摒弃了传统的课堂互动模式，这反而偏离了教学目的，扰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无

视传统教学工具和教师主导作用并不能促进教学效果的提高。

三、幼儿园教学信息化应用的总体评价

以上对幼儿园教学信息化应用的双向分析，可以发现现代的信息化手段是一个双刃

剑，在接受和应用的同时不能全面的肯定其存在的意义。

不可否认，教学信息化为学前教学带来了很丰富的教学资源，能很好的帮助学前教

①颜士刚．论教育领域技术异化的特异性及其弱化的现实困境叨．中国电化教育，2009，1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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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实现适宜性的教学理念，帮助儿童发展经验；提供了多元的教学模式，让儿童积极的

参与到教学中来，不断优化幼儿和教师的关系；在教学的过程中，信息化的手段也给课

堂带来了活力和生命力，教学内容得以充分的展现，幼儿上课的积极性也得到充分的调

动。但是多样化的先进的教学手段在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也会出现新的问题。因此，在

分析幼儿园教学信息化应用的情况时，既要着重发展教学信息化的积极作用，也要看到

采用新技术后所产生的负向作用。因此，在推进幼儿园教学信息化的过程中，要以自身

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目的为根本，处理好负向作用带来的影响，才能不断的优化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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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提高幼儿园教学信息化应用效率的对策

通过调查和访谈可以看出石家庄幼儿园教学信息化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并有了显

著的效果，在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师生合作关系上都有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

信息化教学的不断深入，幼儿园在信息技术的硬件设施的建设和维护上，教师对信息化

理论和实际认识和应用上，还有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未来最大化的发挥教学信息化

在学前教育中的作用，保证幼儿教学的质量，现提出以下几点对策：

一、树立正确的教学信息化观

随着信息技术和教学的深入结合，计算机、手机等等一些媒体产品会越来越离不开

儿童的生活，实际需要不断凸显，这也要求幼儿教师对信息化的教学有一个全面、深入、

客观的理解。这就要求幼儿教师不断的学习信息化的知识，不断加深自己对信息化的理

解。不仅要把信息化技术当作工具，更要把信息化和教学的资源整合到自己的课堂中。

(一)在传统教学方式上不断优化更新，加深对信息化的认识和应用。

传统的教学方式在工业社会背景下产生，长期应用在教学中，形成了教师教学的惯

性。然而在信息化的社会，幼儿教学的方式要符合现代发展的需要。由于信息技术的普

及对传统的教学方式带来的挑战，因此教师需要在保留传统教学理念的基础上，不断的

优化自己的教学过程和教学方式。努力做到信息技术应和传统教学媒体相结合，而不能

一味的否定、排斥传统教学媒体的作用或片面的极端化的使用信息技术。在教学活动实

施的过程中，努力将教学过程通过信息化的手段更加灵活地服务于学生，从以老师为主

导转到与学生为主导，从对整个班级进行统一指导转变到分成小组进行多样化指导，不

断开发学生的创新性，促进学生时间的主动合作，加快学生理论和实际结合的速度，并

促进各学科之间的交叉和渗透，让儿童获得更加综合性的知识的技能，合理应用教学信

息化，充分发挥教学信息化的作用，最终为基础教育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使幼儿教学

符合和适应信息化的社会的发展需要。

(二)理解信息化应用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McDougal 1和Squires提出教师信息技能发展的框架，认为教师信息技能的发展

有5个关注点：对具体软件和设施的应用技能，把信息技术整合到课程当中，通过信息

技术对相关的课程进行相关的变化，转变教师角色，为教育的来发展提供理念上的变革。

Downes在2001年提出教师信息技术化的四个层次的目标，而每一个目标都对教师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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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发展的标准。因此，教师信息技术发展的包括四个阶段：把信息技术作为技能来学

习，把信息技术作为整合课程的手段，把信息技术作为课程改革的一部分，把信息技术

作为教育转型的一种方式。对信息技术的认识不同，教师对信息化教学的深度就不一样。

因此可以看到教师信息化的应用是一个不断递进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由于，幼儿身

心发展的特殊性，幼儿教学更加需要信息技术为教学提供交互式的情景，扩展儿童的体

验，因此对于信息教学的认识更加需要深入的了解。对于一线教学教师来说，要根据教

学任务的需要、教学技术的特点以及自身的能力高低选择合适的教学技术和内容进行教

学，教师要充分的认识到教学信息化应用有阶段性，并不是无规律可循无标准可依。对

于教育管理工作者来说，在教学目标上分层次地对教师进行指导，并且不同的阶段有不

同的教学目标，避免统一化，不断挖掘信息技术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使得信息技术的

应用价值从技能层面不断上升到理念层面。

二、增加资金投入，促进信息化进程

(一)加大基础硬件设施的建设与维护

信息化基础设施是教育信息化实现的根本前提，是培养和提高幼儿教师信息素养的

基础和前提。目前学前教育一直受到社会和家长的忽视，由于我国学前教育不在义务教

育的范围内，使得学前教育教学信息化一直处在边缘化的阶段。对于幼儿园来说，资金

投入则受到很多阻碍。主要靠幼儿园自身筹备或者社会力量的支持、石家庄市幼儿园的

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可以满足教师教学的需求，但是在技术维护上，并没有引起幼儿园

的足够重视，根据调查幼儿园还没有配备专门的技术维护人员。然而信息化发展要得到

长期稳定的发展，则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指导、维护。因此，为了保障幼儿园的信

息化发展，加大资金投入是基本的发展动力，也是目前石家庄幼儿园教学信息化发展的

现实需要。

(二)建立专业、丰富的教学资源库

阻碍幼儿园教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教学的重要因素是信息化资源的不足，如果

没有相匹配的教学资源，在好的基础设旌也没有法在实际的教学和管理中发挥作用。近

些年来，幼儿教育软件数量较少，而且高质量的软件更是不多，所以教师要想掌握教学

信息化技能，就需要结合幼儿的实际情况和儿童课程的理念，发掘出优质可行的教学内

容。另外信息化资源的专业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有很多可以提高的

空间，目前的资源还不能满足一线教师教学和科研需要。对于软件开发的投入和使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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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也有很大的差距。信息化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随时随地都可以获取教学资源，实现资源共享，让每一个儿童都能公平的获得相应

优质的教学内容，所以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以及幼儿自学的游戏软件可以进一步促进学

前教育的平等化发展。

从目前调查来看，幼儿园教学信息化的资源主要包括课件制作素材库、教师的空间

博客、专题学习网站以及在线教育资源库。但由于幼儿的身心特点，决定了游戏是他们

学习最适合的方式。游戏是儿童的存在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学习方式，也是情境性、互

动性教学软件的最适合的载体。学前教学的教学资源，应该加入游戏内容，引入优质的

游戏软件，能更好的提高儿童学习的效果。这也对幼儿教学资源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目

前专门为孩子提供的学习资源较少，需要不断的开发适宜性的产品。

三、提高教师信息化素养，优化教学过程

教学过程中信息技术应用充分与否，教学资源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价值关键在于教师

对信息化教学的认识，在于教师能否恰当的将信息技术与活动课程进行整合，能否在适

当的时候引导儿童参与教学活动。因此，要利用好幼儿教学的基础设施和丰富的资源，

必须要有较高素养的幼儿教师。

(一)教师培训尽量做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

教学效果的好坏，最终主要还是取决于教师。不仅要在技术层面关注教师的掌握，

还要让教师明确理解科学的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关系。不管是管理层还是教育工作

者，都要培训到位，使得一线的工作教师也能明白信息技术应用的发展过程。调查发现

幼儿教师对信心化教学的理论性认识不够，看重实际操作，忽视信息化的理论知识。因

此在教师培训要加强教师对教学信息化的本质认识，让教师了解教学信息化的发展阶段

和特点，为学前教师提供信息技术与课程相结合的理念、策略以及典型案例的示范，观

摩外国教学课程，提高学前教师掌握信息化技能的速度和接受能力，帮助教师将信息技

术融合到幼儿园的各种活动中。在培训中尤其注重教师通过信息技术是把游戏引入到教

学当中的能力，这样可以让信息技术成为儿童学习环境的一部分，成为儿童学习和游戏

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样才能实现信息与知识的有机结合，最终实现信息技术与幼儿

园课程的结合，辅助教师有效地发掘优质的教学资源。

(二)用信息技术优化学前教育教学活动过程

Segers和Verhoeven发现计算机与儿童的交互可以帮助儿童获得阅读技能，Voo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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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McKenney也认为在教学中经常或者频繁的使用信息技术对4到5儿童的语言发展有

积极影响。幼儿园教学信息化的技术可以应用到幼儿教学的各个学科当中。在数学领域

可以扩展孩子的思维；在语言领域通过全新的“多媒体互动语言”的教学模式让儿童更

好的接触音节，学到语言基本的语言要素；在艺术领域可以把背景故事和音乐整合起来，

也可以通过信息技术把美术和生活结合起来，培养儿童发现美的能力；在社会交往方面，

教师可以通过创设情境，扩展儿童社会认知经验。利用信息技术丰富讲解情境，提升儿

童的情感体验。参加协作性计算机活动，在实践中提升儿童社会交往技能。在教学的过

程中，教师还可以让儿童学习到信息化本身一些技术。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教儿童使

用计算机一些基本的功能，让儿童认识到一些输入设备，例如：鼠标、键盘、话筒等等，

还有一些输出设备例如打印机和投影仪等等，来培养儿童数字化意识和一些基本的信息

化知识和技能。信息技术为儿童提供重要的学习工具，使儿童能够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进

行更多的控制，对学习有了更强的自主性，并且可以满足儿童不同的发展需求。

在教学信息化中，教学效果的好坏还要落脚到教师利用信息化手段构建逼真的学

习情境的能力，只有这样儿童才能处在问题情境中，利用信息化的设备和手段在新知识

和旧经验的之间搭建起桥梁，不断的发展与学习，不断使教师的教学过程得到优化。利

用信息技术优化教学活动过程是学前教育信息化的核心，即教师在幼儿主题活动中借助

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创设主动学习情景，支持幼儿学习与认知，为幼儿创造数字化的学

习环境，促进幼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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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以及国家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要求，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

和开发不断受到重视。幼儿教育是教育的开始阶段，因为不在义务教育范围之内，又是

教育的薄弱环节，幼儿园教学信息化的应用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因此需要对幼儿园教

学信息化进行深入的探究。本文以石家庄幼儿园为研究对象，调查幼儿园教学信息化应

用的现状，分析教学信息化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出现的正向作用和负向作用。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得知，石家庄幼儿园教学信息化的应用水平较好，能在实际的教

学过程中发挥部分信息技术的价值，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

护不到位，教师信息化培训不全面，对教学信息化的理论认识深度不够，教育资源与国

外仍有很大的差距，对于软件的开发和发掘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所以，论文最后从

幼儿园教学信息化角度出发，在反思幼儿园教学信息化应用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

的解决对策，通过全方位的培训，提高教师素养，做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加大资金投

入，丰富教学资源，为教师发掘适宜性的资源提供基础，帮助教师通过信息化的手段优

化教学过程。

短短时间确实不足以全面深入的挖掘问题的本质，还有很多需要改善和提高的地

方。文章还需要进一步谈到信息技术应用在学前教育教学中产生的正向和负向的作用，

甚至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和产生负向作用的原因，使研究更具有实用应用的价值和参考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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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录1：石家庄市幼儿园教学信息化应用调查问卷

尊敬的各位教师：

您好!我是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学生因毕业论文的需要，需对贵校教师信息技术素

养状况以及信息技术的教学应用情况进行相关调查。本问卷采用无记名方式，您所填写

的数据仅用于研究目的，我们将严格保密，请放心填写。因为您的回答对这项调查非常

重要，我们恳请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如实填写。感谢您的支持与合作!

一．个人基本资料

1．性别： 学历：

2．年龄： 教龄：

3．学历： 教学班级：大班 中班小班

4．五年内培训时间： 接触计算机时间：

二．信息意识和态度调查(在相应括号内填写)

1．在您进入教学岗位之前和之后有没有接受过信息技术的学习()

A．没有B．有C不清楚

2．您认为信息技术与教师平时教学工作的关系是()

A．没关系B．有一些关系c．比较密切D．非常密切

3．您掌握的信息技术有()

A．计算机B．录像机、录音机

C．VCD、DVD播放器D．投影仪、幻灯片E．网络技能

4．您对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的态度是()

A。积极尝试 B．被动接受 C．没必要

5．您认为信息技术对教学的好处()

A．丰富教学内容 B．拓展教学资源 C．提供交流平台 D．激发学生

6．您应用信息技术的动机()

A．公开教学、教学竞赛 B．幼儿园规定 C．课程需要 D．个人兴趣

7．您对信息技术与教学创新的态度()

A．对教学创新非常必要 B．无所谓 C．没必要

8．您认为影响信息技术与教学课程整合的因素有哪些()

A．课程整合作用不大 B．操作繁琐 C．没时间 D．技能不熟

9．您对使用信息技术后教学效果的看法()

A．效果明显 B．效果一般 C．效果不明显 D．没有效果

10．您对信息技术的变化的看法是()

A．没有发现信息技术的变化 B．信息技术变化正常，可以接受

c．信息技术变化太快，接受有难度 D。信息技术变化快，完全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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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技能和应用调查

1．您计算机熟练掌握度()

A．不会操作B．不太熟练C．比较熟练D．非常熟练

2．您在教学中常使用的工具软件的使用情况(在相应栏上画”4”)

工具软件熟练程度 很熟练 会用但不熟练 不会用

文字处理(word)

Excel电子表格

幻灯片制作

Wi ndows基本操作

制作音频、视频素材

3．您上网的主要目的是()

A．备课、教学 B．搜集教学资料 C．休闲娱乐

4．您对网络的熟悉程度()

A．不懂B．比较熟悉C．非常熟悉

5．您在教学中常用的信息资源()

A．教科书 B．报纸、杂志

C．配套的教学光盘 D．网络资源

6．您在课堂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有哪些()

A．计算机 B．幻灯机投影仪 C．VCD／DVD播放器

D．录影机、录像机 E．网络

7．您在课堂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的情况()

A．没用过B．很少用 C．有时用 D．经常用

8．您利用网络获取资源困境()

A．网络知识、技术不够 B．上网条件不好

C．太忙、没时间 D．网络获取资源费用高

9．您在课堂教学中不使用信息技术原因是()

A．幼儿园没有要求 B．不会使用

c．使用麻烦 D．多媒体和网络教室缺乏

1 0．你在教学中是否进行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

A。经常进行 B．偶尔进行 C．没有整合过

1l。您一天在课堂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时间()

A．O一1小时 B．2-3小时 C．3-4小时 D．4小时以上

12．您参加过的培训内容主要是()

A．教育技术理论 B．信息技术基础知识

c．教学软件和教学媒体使用 D．计算机和网络的基本操作

13．您参加过的培训形式有()

A．各级教育部门组织的培训 B．幼儿园内部组织的培训

C．网络远程培训 D．其它组织形式

(再次感谢您的合作与支持，祝您教学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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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石家庄市幼儿园教学信息化应用访谈提纲

尊敬的幼儿园领导、教师：

您好!我是河北师范大学学院的学生因毕业论文的需要，需对贵校教育信息化建设和应

用情况进行相关访谈。您所提供的资料仅用于研究目的，我们将严格保密，请您放心。

因为您的回答对这项调查非常重要，我们恳请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如实填写。感谢您

的支持与合作!

访谈问题：

l、请问您所在幼儿园对信息技术的支持有哪些方面?请详细说明一下，比如资金或者

制度等等

2、请问您所在的幼儿园的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怎么样?请详细说明一下，比如有没有

请人专门进行维护，设备类型是否齐全等等

3、请问您所在的幼儿园对教学设施的掌握情况如何?

4、请问你所在幼儿园针对教学信息化内容进行培训的情况?

5、作为管理人员，您对幼儿园教学信息化应用发展的整体规划?

6、若您是管理者应怎样进一步提升现有的状况?

7、您对幼儿园开展教学信息化应用的认识或者态度是怎样的?

8、谈谈您对信息化在教学过程的中优缺点?

(再次感谢您的合作与支持，祝您教学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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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岁月匆匆，时光荏苒，转瞬即逝，在此论文完成之际，回首来路，又激动有感激!

这一路来学到了很多很多，有老师做学问的坚持，有朋友同学的帮助和关怀。导师做人

和做学问的态度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已经收获满满。所以一路走来不

觉得辛苦，反而让我觉得幸运甚至是幸福。

首先，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潘新民老师，这两年来一直对我严格要求，让我知道

科研、学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真正的体会到做学术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您对我的启发让我知道科研不但有意义而且有趣。从论文的选题到调查的实施，您都耐

心的跟进和询问，让我觉得信心满满。后期的写作也是您孜孜不倦的改了又改，从框架

的建构到内容的删减再到理论的提升，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真心感谢您两年来对我在学

习与生活上的关心与帮助。衷心地要跟您说一声：“谢谢您，潘老师!”

其次，感谢我身边的风雨共济的同学，一起打闹一起学习，不管是生活还是学习，

总是能够相互帮助。我想在以后的道路上我会一直传递这种助人为乐的品质，把快乐传

递给大家。

再次，衷心感谢河北省石家庄市幼儿园的领导、老师和那些可爱的孩子们，谢谢你

们无私的帮助和支持，谢谢你们能够在百忙之中配合我们的调查，你们认真、诚实、负

责的态度一直感染着我，没有你们，我不会最终能顺利地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

最后，感谢我亲爱的父母，他们无条件的支持我，让我能自由的在知识的海洋里畅

游，没有爸爸的鼓励，没有妈妈的细心照料，我想我没有勇气走上科研的道路。谢谢你

们对我多年以来的鼓励和支持!再次感谢所有在学习道路上帮助我的人，遇见已经是缘

分，我会带着所有的期盼和收获继续前行，努力在教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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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署名
文章名称 发表刊物(出版社) 刊发时间 刊物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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