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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幼儿智慧学习环境设计研究一以成都市S幼儿园
为例

教育技术学专业

研究生唐静 指导老师陈金华

摘要信息化程度日新月异，在这个迅速发展的时代，教育领域的发展与变

革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对国内外基础教育改革面临的困境，教育信息化成为走

出困境的有效之路。许多信息技术的概念和工具进入到学前教育领域，互联网、

电子书包、幼教白板、终端设备、丰富的数字化资源与工具等被引入到了幼儿园

课堂。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应用，给幼儿园智慧学习环境建设提供了可行性。

在幼儿园信息化的大背景下，明确研究缘由、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方

法、文献综述和论文组织结构。阐述信息化背景下，建设幼儿智慧学习环境的目

的、细分的内容和方法。文献综述部分详细阐述智慧学习环境和幼儿园信息化学

习环境已有相关研究，并总结研究现状。

从幼儿园智慧学习环境的核心概念及理论基础着手，梳理幼儿园、智慧学习、

智慧学习环境等概念。从学习理论、教学理论、活动理论阐述幼儿园智慧学习环

境设计的理论依据。在幼儿园智慧学习环境的关键技术、特征的作用与启示下，

对校园网、物联网、云计算、增强现实、人工智能技术、富媒体等技术进行探讨，

为科学设计幼儿园智慧学习环境提供技术支撑。个性化、安全、创新的幼儿园智

慧学习环境特征分析为后续环境设计提供指导。

本研究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为个案研究法。首先，分析成都市区幼儿园

现状，掌握幼儿园基本组成情况，以选择合适的幼儿园进行个案研究。接着，阐

述个案研究的过程与方法，对访谈和观察结果进行分析，并提出幼儿智慧学习环

境设计思路。通过对成都市区内幼儿园基本情况的调研，选取成都市区信息化程

度较高的1所幼儿园为个案研究对象。综合运用访谈和非参与式观察，对幼儿园

内信息化学习环境创设的现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提出幼儿园智慧学习环境设计

的意见。

幼儿智慧学习环境的平面图和相关的结构图利用ViSio进行绘制。以智慧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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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园为整体，设计细分为智慧教室设计、智慧活动室设计、智慧绘本馆设计和智

慧操场设计。在幼儿园学习环境创设和智慧学习环境理论的指导下，提出了具体

的、有针对性的幼儿园智慧学习环境方案。本研究是基于信息化程度较高幼儿园

的实际情况之下，设计幼儿园智慧学习环境，希望能够对幼儿园信息化开展提供

些许参考。

关键词：幼儿园智慧学习环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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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 on the Design of Children’S Smart Learning

Environment----Taking the Design of S Kindergarten in

Chengdu as an Example

Major：Educational Technology

Graduate student：Tang Jing Supervisor：Chen Jin—hu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th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education has become a focal topic．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has

become the way out of the predicament that in the face of the dilemma of elementary

education reform in China and Abroad．Many ideas and tool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ve entered the field of preschool education．The Internet，electronic schoolbags，

whiteboard for preschool education，terminal equipment，rich digital resources and tools

have been introduced into the kindergarten classroom．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technology has provided feasibilit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kindergartens．

The research reasons，objectives，contents，research methods，literature review and

paper organization structure are clarified tha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kindergarten

informatization．This paper expounds the purpose，contents and methods of subdividing

the construction ofchildren’s smart learning environ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formationization．In the part of literature review,it elaborates on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the smart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the information—based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kindergartens，and summarizes the current research situation．

Starting from the core concepts andtheoretical basis of kindergarten’s smart

learning environment，this paper combs the concepts of kindergarten，smart learning and

smart learning environment．This paper expound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design of

kindergarten smart learning environment from the learning theory,teaching theory and

activity theory．Under the func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the key technologi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kindergarten smart learning environment，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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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es of campus network，Internet of things，cloud computing，augmented realit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rich media and SO on to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scientific design of kindergarten smart learning environment．The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ofpersonalized，safe and innovative kindergarten smart leaming environment

provides guidance for subsequent environmental design．

One of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s used in this study is case study．Firstly,the

status quo of kindergartens in Chengdu city is analyzed，and the basic composition of

kindergartens is grasped to select suitable kindergartens for case study．Then，the

process and method of case study are elaborated，the results of interviews and

observations are analyzed，and the design ideas of children’S smart leaming environment

are put forward．By investigating the basic situation of kindergartens in Chengdu city,a

kindergarten with high degree of informatization in Chengducity was selected as the

case study．By means of interviews and non—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this paper makes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the creation of information-based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kindergartens，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design of

kindergartens smart learning environment．

Visio is used to draw the plane map and related structure map ofchi ldren’S smart

learning environment．Intelligent kindergarten as a whole，the design is divided into

smart classroom design，smart activity room design，smart picture library design and

smart playground design．Under the guidance ofthe creation of kindergarten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the theory of smart learning environment，a specific and targeted

scheme of kindergarten smart learning environment is put forward．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kindergartens with higher degree of informationization，and

designs a kindergarten smart learning environment，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kindergarten informationization．

Keywords：Kindergarten；Smart learning environment；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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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研究缘由

当今社会发展迅速，在这个时代，教育领域的发展与变革成为人们关注的热

点。对国内外基础教育改革面临的困境，教育信息化成为走出困境的有效之路。

教育技术学的发展是科技进步与教育发展相结合的产物，教育技术理念贯穿教育

的整个过程，当然也包括幼儿教育。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将学前教育的发展列入近十年来国家教育发展主要任

务的行列⋯。《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幼儿园应与家庭、社会密切配合，

形成共同合作的局面，共同为幼JL仓,J造一个优质的成长环境，为幼儿提供健康、

丰富的生活和活动环境，满足他们多方面发展的需要，使他们度过快乐而有意义

的童年【2|。《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提出要创设丰富的环境，尽最大可能地

支持和满足幼儿通过直接感知、实践操作和亲身体验获取经验的需要【3】。《学习环

境的理论》一书中指出传统学习环境中发生的很多学习是不深入的、脆弱的i4J。教

育的信息化为学习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教育信息化程度日新月异，在“十三五"

规划中，提出以教育信息化促进教育的现代化。在幼儿学习环境中建构智慧学习

环境是现代学前教育发展的趋势，也是当今幼儿信息化学习环境设计的路径之一。

结合幼儿园课程目标及幼儿发展的需要，

慧学习环境，是对幼儿学习环境的变革。

在智慧学习环境大背景下设计幼儿园智

学前教育时期作为基础教育阶段的重要

组成时期，其学习质量的高低与后期继续进行的学习密切联系，对幼儿一生的发

展具有奠基性的作用。

进入2l世纪以来，全球各界都为获得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时代的目标与方向。

因此，智慧学习环境在新时代的要求下新生萌芽。智慧学习环境成为学习环境建

构的核心方向之一。自智慧学习环境被提出以来，相关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现阶段正是探索与建设的关键时期。智慧学习环境研究百家争鸣，以黄荣怀教授

与祝智庭教授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大多数已有研究是智慧学习环境在高等教育中

的研究、学习分析技术在课堂中的应用、物联网技术在校园的应用研究等，很多

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已经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然而现代信息技术在幼儿园中的

应用以及智慧学习环境在幼儿学习环境中的研究却零零星星。在幼儿园智慧学习

环境下，如何充分应用已有技术优化当下幼儿园学习环境，幼儿园智慧学习环境

究竟是何种状态，如何把信息化的方法与幼儿发展的需求有机结合，成为现在亟

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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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目标

其一，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总结幼儿智慧学习环境设计的理论依据与技

术支撑；其二，以成都市S幼儿园智慧学习环境设计为例，对教室、活动室、区

角、绘本馆(室)等区域的设计，试图探索幼儿智慧学习环境设计。其三，丰富

幼儿园信息化改进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1．3研究内容

本研究的内容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查阅国内外智慧学习环境研究相关文献和数据，综述智慧学习环境研究

相关现状。

(2)根据幼儿的认知、发展需要和幼儿教学目标，以及智慧学习环境的特征，

总结幼儿园智慧学习环境设计的理论依据，得出幼儿园智慧学习环境的关键特征。

(3)依据之前的研究工作，设计幼儿教师访谈提纲和幼儿学习环境非参与式

观察提纲。

(4)通过收集的访谈和观察记录资料，分析现状与需求。

(5)基于智慧学习环境相关理论基础与个案研究中幼儿学习环境现状之上，

设计幼儿智慧学习环境方案。

根据幼儿的学习行为特征、结合幼儿的认知特点、幼儿学习活动目标，提炼

幼儿智慧学习环境的关键技术和特征。再根据个案研究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和

总结，设计幼儿智慧学习方案。基于幼儿学习环境的现状，探索幼儿智慧学习环

境的设计。因为学前教育在人一生学习中的特殊性和独立性，智慧学习环境的设

计异同与中小学和高等教育研究中的智慧学习环境。特殊性体现在年龄方面和认

知等方面，独立性体现在幼儿园学习是进人义务教育学习的独立阶段。

1．4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的方法是：文献分析法、个案研究法。个案研究中运用到的

具体研究方法为访谈法和观察法。

1．4．1文献分析法

本研究的理论思辨基础为文献分析法。通过查阅文献，掌握已有的研究成果，

不仅可以从中得到启发，而且可以了解现有的研究状况，而不进行浅显的重复性

研究。通过对儿童智慧学习环境理论的分析、甄别和比较，以了解现有关于智慧

学习环境的研究成果，为论文的写作提供理论支持，从而确定研究思路，以及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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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法和价值。文献资料收集的渠道主要是图书馆馆藏纸质文本、图书馆文献数

据库、百度学术、百度百科和知网工具书等。

1．4．2个案研究法

对于幼儿研究者来说，个案研究是一种适用的途径【5】。个案研究可以是通过对

一个幼儿园、个别儿童，或者是一堂课的研究，进一步了解幼儿的学习活动特征，

说明幼儿学习环境，为构建幼儿智慧教学环境这个研究主题提供现实依据。研究

选取成都市其中一所幼儿园作为个案研究对象，对幼儿在幼儿园的学习活动进行

实地观察，对特殊事例进行记录并且进行分析。对有教学经验的教师和园长进行

访谈，记录核心信息，之后进行系统的资料分析。个案研究不是收集资料的方法，

而是一种途径，在个案研究者，将会使用收集资料的许多工具和手段。获取个案

资料的方法主要是访谈法和观察法。

(1)访谈法

阅读和分析相关文献资料之后，编写访谈提纲，通过与幼儿园教师和园长面

对面的交谈，了解其对相关问题的看法与意见，通过与幼儿园管理者和幼儿园教

育专家的访谈，了解他们对儿童智慧学习环境的看法。本研究采用结构化访谈和

非结构化访谈两种形式。在结构化访谈中，幼儿教师会被问到一个特定的问题或

局限于内容的某个方面的问题，例如：“你怎么知道幼儿有多喜欢这个课堂内容?”

你对那些不在课堂上举手的孩子怎么办?”“我们如何知道幼儿在一定时期内是否

锻炼是否足够?”等等。通过与教师的交流与对话，掌握他们对一些现象和行为

的看法。非结构式访谈是非常广泛的开放式访谈，例如：“在教学过程中，幼儿学

习常见的问题是什么?”“你是怎么处理的?”“你认为哪些因素会影响孩子的学

习环境”等等，让幼儿园教师自由地谈论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问题和困惑。记

录每次访谈的内容，然后整理重点资料，及时分析，可以了解幼儿园教师的观念、

他们对信息技术在幼儿学习中的看法、他们的教学观念和关注幼儿学习的方式，

以及他们对于幼儿智能学习环境的观点。

(2)观察法

观察研究法是质性研究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经过对成都市区幼儿园基本情

况的调研，确定观察对象为成都市S幼儿园。根据实际情况本研究采用有目的的

观察和随机观察。有目的性观察是以某一主题为依托，对幼儿园使用预先设计的

观察记录表格对幼儿的学习环境进行有针对性的观察和记录。随机观察是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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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学习活动中运用不确定性学习活动来观察幼儿的行为和互动模式，及时记录

研究价值的内容，记录幼儿行为的情境和特定事实。

1．4．3设计研究法

设计研究法或称为基于设计的研究(Design．based Research，DBR)，是由Ann

Brown教授和Alan Collins教授于1992年提出。基于设计的研究聚焦于自然情

景的理解与学习环境的设计，在不断优化的设计与实践中解决遇到的问题。设

计研究法的特征分别是：设计非常重视理论的作用，根据设计引发的实践效果

和运用价值判定研究的意义，设计一个能在真实环境中起作用的干预，重视干

预的理解与完善，有一个设计、评估和修订的迭代循环，教育研究者和教育实

践者是平等的合作关系161。

1．5文献综述

1．5．1幼儿园信息化学习环境研究现状

(1)国外幼儿园信息化学习环境研究现状

实验研究表明，教师使用电子白板和电子设备明显提高了幼儿的读写能力。

多媒体演示为幼儿创造与白板进行触觉交互的学习机会，也丰富了资源的呈现形

式，使幼儿有机会参与多媒体的对话与互动17 J。通过数据收集，运用的方法包括观

察、访谈，以及查阅儿童的相关文件，探讨幼儿教育者如何透过操作课堂环境来

提升幼儿阅读动机瞵J。研究结论指出主题阅读、共享阅读将提升幼儿阅读动机。有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高品质的学前教育环境能改善儿童与教师之间的互动【9】，师生

之间的交流互动是学习活动的非常重要环节。学习环境的信息化为幼儿和教师的

互动提供了更多可能，实时交流、异地互动成为常态。信息和通信技术对幼儿的

发展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只要设计得当，利用得当，将有助于3-6岁儿童的智力、

语言、社交能力和创造力的发展ll川。

室外环境是幼儿的主要活动场地，他们在操场上嬉戏、拍篮球，在校园绿化

带观察植物。幼儿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会在户外度过很多时间，因此，关注户外

空气的质量是关注幼儿健康。众所周知，空气污染与儿童的各种健康影响有关，

对哮喘儿童有更大的影响。尤其在冬季和春季，空气质量会比其他时间段差。在

此期间，更新有关空气质量水平的信息可以帮助教师规划适当的户外活动，从而

保护儿童的健康。Oslo幼儿园使用低成本空气质量传感器节点实时监测室外空气

质量的动态信息，这些节点比传统设备更小、更便宜、更简单⋯I。性能评价表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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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它们比参考设备精度低、不确定度高，但仍能提供可靠的局部污染粗略信息。

为了增强来自传感器的数据，采用了数据融合技术，该技术允许生成详细的空气

质量图，将来自传感器的数据和来自城市模型的数据合并，从而能够向Oslo园内

的任何位置提供空气质量信息。研究安排了一个当地行政部门人员、幼儿园工作

人员和家长参与的研究小组，以了解幼儿园的空气质量信息的看法和需求。参与

人员对空气质量表示关注，实时更新幼儿园周围空气质量的信息可以帮助他们减

少幼儿在空气污染时不适宜的活动。

篇名为((Information and Digital Literacies in a Kindergarten Classroom：An

I-LEARN Case Study))的文章中论述了幼儿在信息丰富环境中的学习【l 21。该研究的

目的是提高幼儿的数字和信息素养，并验证I-LEARN模型(在信息丰富的环境中

学习，2l世纪的知识构建)用于幼儿课堂。该研究项目的目的是引导四所幼儿园

教师进行研究性学习，培训教师使用免费的互联网工具构建学生的学习内容，并

在幼儿学习过程中提供一流的技术支持。研究持续进行3个月，研究小组成员协

助教师和幼儿完成头脑风暴，辅助其在头脑风暴过程中进行信息检索、利用信息

来构建新的知识。这些活动对提高信息素养、数字素养和实践的可操作性都有积

极影响。整个案例研究的样本规模甚小：四名教师和24名幼儿园学生。

教师对于信息化在幼儿园中应用的态度是信息化在幼儿园能否广泛推广的关

键因素之一。《The main factors of the attitudes of Greek kindergarten teachers toward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一文分析了希腊幼儿园教师对于信息化

的态度。研究采用的方法为调查研究法，在2007和2012进行了两次调查，分别

调查了383名、295名教师。两组参与者均来自Athens和克里特岛(希腊)的幼

儿园教师。第一阶段采用五级李克特量表，对影响幼儿教师对ICT态度的主要因

素进行评估。运用方差分析(Varimax)和因子分析法(Kaiser Normalization)提

取幼儿教师态度主要的五个因素：(1)ICT如何帮助幼儿的日常学习；(2)儿童使

用ICT作为认知工具；(3)由ICT引起的幼儿园教师在课堂中角色的变化。(4)

利用信息技术组织幼儿园管理工作；(5)信息技术融入幼儿园课堂的条件II3’。

美国的《幼儿学习环境评量表(修订版)》，是世界各国使用比较普及的学前

教育评价量表，可以有效地评估幼儿学习环境的质量【I41。该量表包含七个子量表，

分别是：空间与设施、个人照顾日常、言语．推理、活动、互动、作息时间、家长

与教师。信息化的幼儿学习环境在这七个维度都将有辅助作用。幼儿园信息化学

习环境着重关注幼儿园的空间与设施，友好的数字资源、有趣的活动与经常的互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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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内幼儿园信息化学习环境研究现状

《学前教育新纲要》明确指出：儿童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生成并开展活动【l引。

学生在在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学习与成长，环境已经成为当今非常重要

的教育资源。教育改革如火如荼，信息化学习环境成为改革的最佳选择之一。学

习环境的改革受到愈来愈多研究者关注，学习环境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

学习环境研究是近30年来教育实践教学、学生成长、教育心理学和科学教育

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在中国知网以关键字“学习环境”搜索，最早的文献可追

溯到1953年，《怎样布置教室?》[161。在硕士论文《幼儿园学习环境创设中幼儿

参与的研究》中，通过对某幼儿园学习环境创设中幼儿参与的实际状况的全面考

察，深入探讨其中的困惑与难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71。幼儿参与的学习环

境才可能是高质量的学习环境，在环境中以幼儿为本，体现环境的教育性和艺术

性，建立和谐、民主、平等的同学关系和师生关系。参与式幼儿园环境应尊重幼

儿权利，基于儿童权利、能力和发展的视角【l剐。研究者对郑州市幼儿园信息化硬

件建设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幼儿园信息化硬件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教师应

用硬件的能力普遍较差，缺乏主动与自觉性【l圳。我国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薄弱，

区域性差异显著，信息化资源严重匮乏[201。普惠性幼儿园学习环境存在的问题包

括：环境布置欠佳、民办幼儿园教学活动内容单一、教学材料单一、材料的难度

层次不够丰富【2¨。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普惠性幼儿园相对同级的幼儿园，学习

环境并不乐观。《基于儿童视角的幼儿园物质环境质量评价》采用问卷调查法，实

验结果分析得出制约幼儿园物质环境质量的最重要因素是难度和功能，次要因素

包括布置、配备量、物理特征、维护与清洁、使用的机会与时间【22l。何秀凤在文

章中指出微信公众平台具有门槛底、宣传快、零资费的特点，与新时期幼儿园管

理工作有内在的适切性【2引。

社会信息化资源在儿童信息化学习环境发展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国家

或者城市对信息化方面的投入促进了学习环境信息化大环境的发展。各类科技馆、

少年宫、市民的免费图书馆、数字电视少儿栏目、科学大篷车、各信息化学习环

境研究组织等，都推动了儿童信息化学习环境构建的进展。

为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和谐发展，幼儿园中运用信息技术时应遵循简单、游戏

化、适切的三原则，教师应熟练掌握设计和实施信息化教学活动，于此同时幼儿

园与相关管理部门应加强幼儿园信息化教育和学习资源的共建共享[2 41。营造良好

的幼儿游戏环境是发挥游戏与环境教育功能的重要手段。环境在促进幼儿学习和

游戏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创造不同层次的游戏环境，可以实现幼儿园的

6

万方数据



绪论

基本教育手段‘251。多点触摸式虚拟学习设备的提出，极大地促进了技术手段的优

化和创新，开辟了技术支持下幼儿动手学习的新局面【261。幼儿虚拟学具在感知维

度、扩展重用、多样性、状态保存等方面比传统学具都更具吸引力。

(3)现状分析与启示

综上所述，当前在幼儿信息化学习环境领域的研究仍然缺乏。但是值得注意

的是幼儿信息化研究从最初的跃跃欲试到逐渐增多，主要从幼儿园整体学习固有

环境和课堂环境方面展开研究。幼儿信息化学习环境研究方法包含文献研究、调

查研究、实证研究等。现代教育技术在幼儿学习环境的研究有简单媒体和物理环

境的研究，比如电子白板、游戏环境、互联网和物理环境布置等。

1．5．2智慧学习环境研究现状

(1)国外智慧学习环境研究现状

学习环境的研究可以追溯N-十世纪三十年代Lewin对心理动机领域的理论

研究，打开了学习环境研究的开端。Lewin将物理学中“场”的概念移植到心理学

领域，认为人的行为是个体和环境两个变量的函刻27J。Brent G．Wilson提出，学

习环境是“在实现学习目标及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可供学习者利用的多样的工具和

信息资源，以及支持合作的场所”[281。早期关于学习环境的研究关注的主要是美

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学习环境研究在国际上已经成

为热门课题，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出现了一批国际比较研究，涌现出了一批具有

国际声誉的学者。例如，澳大利亚西澳技术学院的Fraser、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的

Walberg等人。Fraser和Walberg认为“学习环境”是具有社会心理背景的学习发

生的场所，在正式教育中学习环境可以用学校或者教室的基调、文化、氛围或者

气氛来描述。学习环境既包括物理设施如教室空间、课桌椅、教学装备等，同时

也包括元素间的相互关系，即物理特性和关系特性是学习环境需具备的两个维度

【291。幻灯、投影、电视等进人教室后，使得班级授课教学模式得到加强并提升了

教学效率，学习环境的发展和教学功能的进化与社会技术发展水平直接相关。计

算机与网络逐渐普及，学习环境中的各个元素如教师、学生、课程、物理环境等

开始与计算机软硬件系统之间产生交互作用，因此，数字化增加了传统学习环境

元素间相互关系的复杂性pU|。

马来西亚学者Chin提出的“智慧学习环境”是以信息通信技术为基础、以学

习者为中心的环境，且具备以下特征：能够适应学习者的学习风格和学习能力，

7

万方数据



四川师范大学硕上学位论文

能够为学习者终身学习提供支持【3¨。该定义基于信息通信技术，学习者个体视角

描述智慧学习环境的内涵。计算机推动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的发展，以计

算机为核心的技术支持下，自主探究学习、小组协作学习、基于移动设备的学习、

泛在学习、开放课程等新的学习模式层出不穷。

典型的智慧学习环境设计有明尼苏达大学技术增强学习空间项目设计的“积

极学习教室”(Active Learning Classrooms，简称ALCs)t321。通过实验研究证明技术

增强的学习环境对学生学习有显著和积极的影响。((Transforming learning forthe

smart learning environment：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Intel eduction initiatives))一文探

讨了有效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实施对智慧学习环境影响因素的分析【331。持续的支

持、嵌入式监测和可持续的领导能够为政策、教学和学习过程以及专业发展提供

帮助，以技术支持教育的改革。《An Exploratory Study on Smart Leaming

Environment))一文指出，无处不在的网络环境的变化，形成了现有的智慧教育环

境下的智慧学习环境。本研究分析了学生的智慧学习环境，关注学习者通过无处

不在的网络环境，包括集中在物理方面和虚拟方面的环境。急速增加的各种移动

设备、云计算、社会媒体等的学习环境是学习者随时随地的紧密相互作用和个体

化的学习环境【341。由于云计算提供的计算能力，用户有尽可能多的开发环境和存

储空间，其使用范围也越来越扩大，为移动设备的云计算增加了服务。现有的教

育环境正在改变智慧学习环境，使用智能设备和云计算，其中最重要的事情要考

虑的是在云计算环境中的安全问题【351。Spector认为在学习环境中，把学习者作为

一个理性的人，主要是基本的认知处理。这样做的结果忽略了特殊需要的学生和

那些有着不同兴趣和生活环境的学生。学习者有情感、朋友、习惯、兴趣、情绪、

父母等等。学习者不仅仅是认知加工者，他们并不总是理性的【36|。学习分析系统

可以分析和测量学习者的数据来推断能力、元能力和信心水平。学习分析系统同

时满足学生的需求，同时也衡量学习环境的有效性和效率。这些措施使学习分析

系统自动配置和自动定制本身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教学的最佳学习途径，这样一个

学习分析系统可以被划分为一个智能学习环境。文中提出的并行粒子群优化(PPSO)

聚类作为一种机制来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参与活动。通过学习算法，聚类使用相似

的措施，从观察能力、元能力推断，和信心的作用，来保证教学手段的有效性的

实施【3 71。表1．1为有代表性的智慧学习环境项目名称、研究者、社群连接、学习情

境、运用的关键技术和主要设备汇总。综述组成现有的智慧学习环境的核心要素，

为下文幼儿智慧学习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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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国外智慧学习环境分析

研究者(项目名称) 智慧学习环境中运用 智慧学习环境中运 社群连接 学习情境

的关键技术 用的主要设备

Ahmed S和Parsons 无线通讯技术、投影 圆形课桌、笔记本电 学生一学生 传统教室学习

D(Active Learning 技术 脑、玻璃显示墙、投 老师一学生

Classrooms) 影仪、书写板

Simic和 SMS技术(短信服务 传感器、移动设备、 学生一学生 传统教室学习

Despotovic—Zrakic等 技术)传感技术、数 服务器、执行器 老师一学生 虚拟环境学习

人(amodular 据传输与存储技术、 学生、老师一社会

platform which 学习分析技术138I。

provides student

services for smart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Kinshuk，Chen N S， 大数据、学习分析技 学习者档案袋、传感 学生一学生 基于游戏的学习、

Chen91L等 术、动态自适应、传 器(重力传感器、红 老师一学生 基于手势的学习、

感技术、实时干预 外传感器和结构光 学生、老师一社会 无处不在的学习、

(Real—time 3D传感器)、服务 传统教室学习

Intervention)、可穿戴 器、移动设备、计一算

技术、基于手势的分 机、可穿戴设备、教

析技术、语音识别、 育机器人

增强现实与虚拟现实

[391。

美国麻省理T学院 3D和2D虚拟仿 多投影屏幕、PC、 学生一学生 小组学习

(TEAL教室) 真、投影技术、通讯 电子白板、实验器 老师一学生 传统教室学习

技术⋯。 材、视频记录仪

FEI森林项目(Forest 自动定位技术、增强 Pad、增强现实设备 学生一学生 虚拟环境学习

Education Initiative)) 现实技术、通讯技术、 电子白板、传感器、 老师一学生 小组学习

静脉感知技术 计算机 传统教室学习

(2)国内智慧学习环境研究现状

在中国知网以关键字“智慧学习环境”搜索，检索时间为2018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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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获得456条数据。重点关注核心期刊论文和硕博论文，在核心期刊中，检索到

151条信息，排除通知和无关文献18篇，有效文献133篇。其中，2017年共有31

篇，2016年共有34篇，2015年共有18篇。在知网硕博论文数据库，以“智慧学

习环境”为主题进行检索，硕博论文共4l篇，其中2017年更新18篇，占比为约

44％；其中2016年更新1I篇，占比约27％。在相关的硕博论文中，博士论文7

篇，占比约17％；硕士论文34篇，占比约83％。从学位论文的学位授予单位来看，

东北师范大学有11篇，占比约27％；华东师范大学有5篇，占比约12％；江苏师

范大学有5篇，占比约12％；西南大学有3篇，占比约7％。从文章发表情况可知，

智慧学习环境从2012年开始出现相关研究，并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随着研

究的不断深入，出现了越来越多与智慧学习环境相关的研究点。与智慧学习环境

相关的高频关键词有“智慧教育”、“智慧学习”、“智慧校园”、“学习分析”、“智

慧教室”、“移动学习”、“电子书包”、“物联网”、“互联网+”、“增强现实”、“平板

电脑”、“电子白板”等。通过对文献作者分析，与该关键词高关联度的作者有黄

荣怀、胡永斌、祝智庭、杨俊峰、方海光、仝赛赛、谢幼如、高洁等。学习环境

的研究涵盖了广泛的学习环境，包括课堂和学校范围内的环境，以及校外学习环

境(如家庭、科学中心、博物馆、旅游、电视等)和基于信息技术的虚拟学习环

境142]。在《智慧学习环境构建》一书中，总结了智慧学习环境的特征，提出了智

慧学习环境构建的系统模型、通用模型、情境模型、协同模型、联通模型、WebX

模型、分布式模型1431。智慧学习环境是一种信息化的环境，更是高度信息化的学

习环境的一种形态。

《智慧学习环境中的学习情景识别一一让学习环境有效服务学习者》分析了

学习情景识别所需的六种要素，即学习者模型、学习目标空间、学习活动模型、

领域知识模型、时空模型与情景模型，然后提出了一个学习情景识别的概念模型，

包含了信息采集、动态建模和情景推理三个模块，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学习者建

模、学习活动建模、情景推理等方面的研究进展与关键技术【441。谢幼如教授在文

章中指出智慧学习环境是数字化学习环境的高端形态，普及电子书包为有效支持

生成性教学的开展，构建面向生成的智慧学习环境具有积极意义【45|。《基于情境感

知的智慧学习环境探究》文章指出，基于情境感知的在线智慧学习环境是以情境

感知技术为基础，通过情境感知技术的获取，教育大数据的调节，将数字化资源、

学习过程、支持服务等学习环境构成要件智能化，塑造全新的智慧学习空间，使

之具有智能性、自适应性等特征【46l。创新理念深度融合(CIT)的智慧学习环境，

以环境感知、云端服务、智能工具和CPS(信息物理系统)为支撑，紧紧围绕学

习活动、演化资源和智能空间核心三要素，构筑智学、智睿、智造三目标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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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环境设计范式【471。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智能化的成熟为智慧学习环境的构建创

造更大的可能。普通数字学习环境已无法满足学习的需求，作为数字学习环境高

端形态的智慧学习环境便应运而生。智慧学习环境初始阶段主要是配备交互式电

子白板，能支持师生实时交互和信息展示的教室环境。随着无线通信技术、便携

式手提电脑、传感器技术的发展，智慧学习环境逐渐被看作是技术丰富的学习环

境，整合多种技术、设备，并能有效地感知外在学习环境，同时支持学习者在真

实和虚拟学习环境中开展深层次的学习活动，获得丰富的、真实的学习体验。表

1．2中总结了国内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对智慧学习环境特征的定义。

表1．21 智慧学习环境特征衣．笛总=子=列砷I霓．寸可仳

研究者 智慧学习环境的特征

黄荣怀，杨俊锋，胡永斌 记录学习过程(Tracking learning process)、感知学习物理环境(Awareness of

physical environment)、识别学习情景(Recognizing learning scenario)、联接学

习社群(Connecting learning community)、促进轻松的、投入的和有效的学习

(Easy，Engaged&Effective learning)14810

钟国祥，张小真 智能学习环境以学习者学习为中心，由相匹配的设备、_T具、技术、媒体、

教材、教师、学生等构成的一个智能性、开放式、集成化的数字虚拟现实学

习空间，认为其既支持学习者学习的自主建构，又提供适时的学习指导mI。

程玫，单美贤 始终以学习者为中心；一切支持学习者进行学习活动的外部条件；自我发挥

(学习者为达到学习目标进行的自我努力，即学习活动的内部条件，例如学

习动机、学习方式、自我管理等)1501。

祝智庭，贺斌 智慧学习环境是以先进的学习、教学、管理、利用的思想和理论为指导，以

适当的信息技术、学习工具、学习资源和学习活动为支撑，可以对全面感知

学习情境信息获得的新的数据或者对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数据

进行科学分析和数据挖掘，能够识别学习者特和学习情境，灵活生成最佳的

学习任务和活动，引导和帮助学习者进行正确决策，有效促进智慧能力发展

和智慧行动出现的新型学习环境‘511。

陈卫东 朱_)}乏教室的智慧性主要体现技术层面、环境层面、资源和服务层面等方面，

其实现技术主要包括硬件技术和软件技术两个层面，其中硬件技术主要包括

所有设备之间的智能互联技术、多功能交互设备技术；软件技术则主要是指

各主体问的信息传输技术、控制技术及信息的推理技术等瞰1。

表1．3汇总了硕博论文中在“智慧学习环境构建”研究领域相关度较高的文章，

从发表年份、研究方向、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进行综述。硕博论文在“智慧学习

环境构建”的研究是近几年的研究热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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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硕博论文在“智慧学习环境构建”的研究现状

发表
篇名 作者(单位) 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

年份

“互联网+”教育背 胡旺(江苏师 2017 从生态学视角探究生态规律对教育的启示和作用，主要从

景下智慧学习生态 范大学) 限制因子定律、生态因子综合作用定律、学习者的耐受性、

环境构建研究 胁迫与适用、竞争与自适应、生态适用与学习者进化六个

方面进行研究，得到构建智慧学习生态环境体系的相关规

律和途径吲。

深圳市中小学“智慧 曾飞云(深圳 2017 通过走访调查、实地考察得到能反映深圳市中小学住智慧

校园”建设状况研究 大学) 校园建设与应用现状的材料和数据，对有代表性的教师、

学生及领导团队进行访谈。根据研究数据，对深圳市中小

学“智慧校园”示范校的地区分布和学段分布做定量的图

表分析，并对jf：现的状况做成因分析和推论‘541。

starC未来教室在教 金婷婷(华中 2015 从未来教室的概念出发。分析未水教室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学中的应用研究 师范大学) 在结合国内对教育信息化的重视以及苏州市对未来教室大

为推广的基础．卜．，提出对starC朱来教室在教学中的应用

做j出分析。通过对starC未来教室的特征、理论依据的分

析，展示出starC未来教室的具体形态‘55I。

基于智慧学习环境 毕晓梅(西南 2015 在得jlj智慧学习环境构建的策略以前，对所搜集到的实际

的学校改进研究 大学) 应用研究尝试进行了案例分析，并得出对本研究的有益启

示。最后，根据本研究闸述的智慧学习环境的内涵及构成，

按照促进学校改进的机制原理，结合理论基础及案例分析

得到的启示，提}lj了智慧学习环境构建的策略i56l。

智慧学习环境中的 程玫(南京邮 2014 通过实证调研，分析智慧学习环境所提供的学习资源的可

学习行为分析研究 电大学) 利用性、技术支持的可交互性等因素对学习行为的影ui＆]t5 7’。

(3)现状分析与启示

综上所述，智慧学习环境己成为全球关注的研究领域，智慧学习环境研究的

两个层面：研究范围和学科视角。从研究范围看，学习环境研究一般从两个层面

进行：一是学校层面；二是班级或课堂层面。智慧学习环境研究的学科视角主要

有两种：一是心理学的视角，二是教育技术学的视角。现阶段的研究偏重于从理

论层面分析，实践研究较少。但是，现阶段的环境信息化应用研究、课堂环境研

万方数据



绪论

究，网络学习环境研究开始受到重视，研究结论逐渐开始应用。现有研究逐步探

索数据挖掘、增强现实、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移动设备、社会媒体、3D打

印等技术在信息化校园环境中的应用，智慧学习环境构建也正处于探索阶段。

1．6论文组织结构

首先，分析研究的缘由、目的、内容、方法及文献综述，奠定论文的研究基

础。然后，分析幼儿智慧学习环境的理论基础与技术支持。接下来便以成都市S

幼儿园为个案，分析幼儿学习环境的现状与需求。最后，以前期的理论与实际调

研作为幼儿智慧学习环境设计支撑，构建幼儿智慧学习环境。论文组织结构如图

1．1所示。

幼
儿
智
慧
学
习
环
境
设
计
研
究

第l章
绪论

第2章
幼儿智慧学习环境概念饭

理与理论依据

第3童

幼儿智慧学习环境的关键
技术与特征

第4章
或都市S幼儿园个案分析

与启示

第5童
或都市S幼儿园智慧学习

环境设计

研完缘由

研完目的

研究内容

研宽方法

融合、创新．个
性化、安全⋯⋯

幼儿智慧操场环
境设计

幼儿智慧绘本馆
环境设计

图I．I论文组织结构

f⋯⋯⋯⋯⋯⋯⋯⋯⋯：

j文献研究法{
t⋯．⋯．。。。．．．．．．。．．．。．⋯。j

寸一{．黛婴塞蓬．』

f⋯⋯⋯⋯⋯⋯⋯⋯一1

一{设计研究法|

燮蟊

冀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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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幼儿智慧学习环境的概念及理论基础

2．1核心概念梳理

2．1．1幼儿园

幼儿园被称为幼稚园，或学前教育机构。大多数孩子都是3到6岁。在幼儿

园，他们被集中地保育、照顾和学习，这是培养他们的基本生活、社会技能和知

识的地方。幼儿园学习是人的正规教育的基础。它对儿童良好性格的形成、良好

行为习惯的培养、基本技能的掌握以及社会知识的学习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课程

主要分为健康、科学、艺术、社会、语言五类【5引。

幼儿园从性质上分可分为：政府办园、各单位办园(包括高等院校、企事业

单位、部队等)、农村办园(包括县、乡、镇)、社会办园(包括社会、个人)；按

入托方式分可分为：全日制、寄宿制、混合制三种。根据《成都市幼儿园等级评

定办法》的规定，幼儿园等级分为四级，由高到低分别为一级园、二级园、三级

园和无等级园。

2．1．2智慧学习

百度百科对智慧(狭义)的定义是一种基于神经器官(物质基础)的高层次

综合能力，包括：感知、知识、记忆、理解、联想、情感、逻辑、辨别、计算、

分析、判断、文化、中庸、容忍、决策‘591。智慧学习的特点是：(1)灵活运用适

当的技术，促进学习者意义建构、合作共赢、创新实践，不断改进、优化和适应

环境；(2)学习者广泛运用学习资源、环境，充分利用智能设备的无缝接入，自

由定制个性化服务、参与学习活动，培养具有良好价值取向、高思维素质和强思

维能力的人才【删。

2．1．3智慧学习环境

“智慧学习环境”的定义：一种能感知学习情景、识别学习者特征、提供合

适的学习资源与便利的互动工具、自动记录学习过程和评测学习成果，以促进学

习者有效学习的学习场所或活动空剐61】。那么，智慧幼儿园环境是指能够感知学

习情境、识别幼儿特征、提供适当的学习资源和互动工具、自动记录学习过程和

评价学习结果，从而促进有效有效学习的学习环境。智能学习环境离不开现代信

息技术的支撑。现代信息技术包括：计算机、学习机、电视、电子书、电子白板、

数字笔、显示墙、无线网络、数字摄像、增强现实技术、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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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技术等。

2．1．4环境设计

在《辞海》在线数据库中查询，“设计”的定义是：①根据一定要求，对某项

工作预先制定图样、方案；②设下计谋：③指搞设计工作的人‘621。《当代汉语词典》

中，“设计”的定义是：在正式做某项工作之前，根据一定的目的要求，预先制定

方法、图样等‘631。文本所说的“设计”是《辞海》中定义的第一条，根据幼儿智

慧学习环境的需要，对幼儿园智慧学习环境预先制定方案，包含信息化设备应用、

场景预设等。

2．2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理论

2．2．1儿童认知理论

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教授是认知论的创立者，提出了系统的儿童认知发展理

论。儿童认知发展是指儿童在出生后适应环境的活动中，对事物的认知、面对问

题情境的思维方式和能力随着年龄而变化的过程。皮亚杰认为，儿童心理的发生

和发展是先天结构和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641。儿童的认知发展分成以下

四个阶段如表2．1。

表2．1儿童认知发展特征

阶段名称 年龄阶段 特征

儿童智力发展的萌芽阶段oj塞一阶段儿童的认知发展主要是

感知运动阶段 o~2岁 感觉和动作的分化，认知活动主要是遵过看、抓和噶的吮啜

等活动来探索周围世界从而活动动作经验。

思维宥如下主要特征：认为外畀的一切事物鄯有生命；所有

前运算阶段 2—7岁 的人鄯有相同的感受；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不具备抽象的运

算愚维；思维不具有可逆性。

获得了守恒的搬念；出现去自我中心(儿童社会性发展的重
具体运算阶段 7—12岁

要标准)o

思维是以命题形式进行的，能理螭符号的意义，隐喻和直喻·

形式运算阶段 12岁以上 能对事物做一定的概况，不仅具备了思维的可逆性，而且具

备了补偿的可逆思维o

2．2．2情境认知理论

情境认知理论是一种关于知识获取方式的理论，情境认知理论认为学习发生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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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动行为的境脉中【651。将个人认知置身于社会情境中，强调个人行为所发生的

社会背景，即处于不同的情境中将产生不同的认知方向【66】。学习是在特定的情境

中发生的，在学习共同体中，知识和学习通过交互沟通和外部的推动的协作融合【6 71。

情境认知理论认为，认知过程是由语境建构、引导和支持的，个体的心理活动通

常是在语境中进行的。在智慧学习环境中，儿童在学习情境中获取知识，把自己

置于情境环境中，与情境互动，从而实现认知学习知识。在感知不同情境变化的

过程中，学习者通过大脑和身体反应来调整认知，以适应情境的变化。基于知识

的情境认知理论对构建智能学习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在构建智慧学习环境的过程

中，要设计真实的学习活动，体验基于场景学习情境，创造多样的情境。

2．2．3分布式认知理论

分布式认知理论是在分析学习环境中，认知个体内、个体间、介质中、文化

上、社会中以及在时间上的分布式理论，是目前国内外正在迅速发展的一种学习

理论【68】。分布式认知强调的是认知现象在认知主体和环境间分布的本质【69】。个体

和人工制品同样重要，信息技术的发展日益凸显人工制品的价值。在学习活动中，

“学习环境”是“人工制品”。分布式认知对人类认知活动和学习环境的理解是分

析学习环境的理论框架【701。在智慧学习环境中，“人工制品”可以被理解为各种载

体或工具，如信息技术设备、信息技术手段、智能方法，通过扩大学习者的感官

范围来刺激人类潜能并提高认知水平。学习环境的设计具有促进认知记忆和传递

认知负荷的双重功能。首先，在学习环境的设计中，我们应该系统地对待环境，

重视环境的整体状况。其次，我们应该使用智能学习环境设计来提高学习者的分

布式认知。当儿童学习压力过大，无法达到一定的认知水平时，应采用适当的技

术手段来引导和调节或减少认知。第三，重视社会资源，学习不存在于个人中；

第四，利用技术支持分布式合作与交流，利用技术支持知识和形象思维。在幼儿

园智能学习环境中，通过载体或工具传递各种能量和信息，为幼儿提供最关键的

产品、适当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最终提高儿童的学习智能。

2．2．4沉浸理论

沉浸理论(flow theory)是分析当人们在进行活动时为何会集中注意力完全投

入到情境当中，且分离掉其他不相关的知觉，进入一种非常投入的状态。为了更

好地描述沉浸状态，一些学者对其行为进行了研究，并修改了沉浸的定义。沉浸

理论最初是由1975年由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Mihalyi Csikszentmihalyi提出。他把

“沉浸”理解为“一种通过专注更好地完成任务的心态”。它被认为是学习和工作

16

万方数据



幼儿园智慧学习环境的概念梳理及理论基础

的“最佳体验”，它带来的内在满足感使人们变得感兴趣，忘记疲劳，不断探索，

并且不断地达到目标。夏娃在工作中的新目标‘7¨。影响“沉浸’’状态的几个维度：

控制、注意力、好奇心和内在兴趣‘721，在设计学>--j环境中应创造条件，促进沉浸

体验产生，如图2．1所示。

幼儿园智慧学习环境 幼儿

图2．1沉浸体验影响因素

2．3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论

2．3．1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的提出可追溯至瑞士学者皮亚杰(J．Piaget))，他认为儿童与环境的

相互作用涉及两个基本过程：“同化”与“顺应”。同化是指将外部刺激提供的信

息整合到儿童现有的认知结构中的过程，即将外部刺激提供的信息整合到自己原

有的认知结构中的过程：适应是指这种变化。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原有的认知

结构无法吸收新环境所提供的信息。儿童认知结构的重构过程，即外部刺激改变

个体认知结构的过程。1731。建构主义教学理论中学习环境的认识不再只局限于物

理环境，影响学习活动的软环境也被认为是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的核心，建构主义

强调学习环境对于学习者的重要性【741。《智慧环境下教与学范式的演变》一书中指

出：建构主义对数字化学习设计的重要影响。情境学习、角色扮演和多维度的需

要意味着必须采取多种不同的学习环境策略来帮助学习者建构知识。第一，学习

环境必须给学习者创造探索的机会；第二，学习环境提供真实的，直观体验的学

习经验，在教学中脱离现实的知识是不真实的，所以学习必须借助于现实世界。

第三，提供多角度资源，虽然现实是由个体构成的，但学习的过程是多个信息源

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如经验、直观的材料，⋯⋯)第四，支持通信和社会协作，

因为学习者应该是主动的，在环境的基础上学习，与其他学习者、老师合作，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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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更能控制自己的学习【7 51。

2．3．2生成性教学

作为教学哲学的生成性教学，把自身的教学价值观、认识论、知识观和方法

论融合为一体，从关注学生的整体发展和持续生长人手[．76】。生成性教学强调学生

的主体性，课堂教学思路和教学行为根据课堂中的互动情况、学生反应做出调整。

生成性教学的特征：学生的主动参与、课堂的非预设性、交互性。生成性教学运

用学习分析技术(LearningAnalytics)，通过课堂学习情况记录、幼儿的课堂在线

学习记录等数据，分析并且挖掘出动态学习路径，提供恰当的学习资源。无论是

在线学习还是混合学习，甚至是传统课堂，只要有信息化存在，就有学习分析的

必要性【7¨。智慧学习环境中生成性教学产生的过程如图2．2所示。

图2．2生成性教学产生过程

2．3．3有效教学

有效教学理论赋予课堂以学生为本、注重内部管理和致力于教学改进等三个

典型特征。[781。学习环境的优化是教学改进的有力保障，有效教学需要环境作为

支持。有效教学关注学习效果的可测性和量化。量化的学习效果可动态调整学习

目标与学习内容，根据学生的差异性，提供不同层次的学习目标。

有效的教室学习环境需要集成教学法、技术与社会性互动等三个要素。这三

个教学要素分别对应三种类型的互动：学习者与内容的互动、学习者与他人的互

动(社会性互动)、学习者与操作界面的互动，如图2．3所示【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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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有效学习环境互动模型

2．4学习中的活动理论

学习活动理论不是学习理论，也不是教学理论。教育活动理论应该是理解学

习、改善教学的一个指导工具和分析工具。教育活动理论对学习有着独特的观点，

那就是学生是通过社会交互进行学习峭⋯。

活动理论把两个相互作用的活动系统作为最小的分析单位，指导我们把研究

重点放在跨内容学习的可行性和可能性上。在教育活动理论的基础上，研究者提

出了一个具有理解活动和拓展性学习的方法，详细描述了分析学习的矩阵【811，如

表2．1所示。这样的一个分析学习和活动的框架用于指导单个的活动系统、拓展性

学习和转换学习的发生周期。在学习活动理论中，首先是分析学习对象特征，制

定学习目标，然后具体到学习内容，最后判断如何学习。在学习分析二维矩阵中，

根据不同的学习对象将会产生分析单元，以及多元的学习目标，根据目标形成具

体的学习方法。在学习活动过程中，记录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完整的学习活动，

形成拓展周期。在学习目的维度，同样要细分学习目的学习单元和多元目标，提

供具体的解决方法。在学校活动过程中，记录完成目的中待解决的问题，形成拓

展周期。完整记录学习分析矩阵，针对性的解决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表2．2学习活动分析矩阵

分析单元学狲■l
学习目的

学习内容

如何学习

多元目标 具体方法 待解决的问题 拓展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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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理论把个体行为划分为活动、行为、操作3个层次，分别对应刺激、

目标、现实条件。动机刺激产生活动，目标驱动行为产生，条件决定操作，活动

活动层次结构如图2．31761。实际条件决定操作，优化幼儿园学习环境，便改变了可

操作的实际条件。

决

影

图2．4活动层次结构图

成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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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幼儿园智慧学习环境的关键技术与特征

幼儿园智能学习环境由多种技术支撑，其具体结构复杂。参考现有研究者对

学习环境关键技术的分析，有必要将这些技术与总体环境尽可能分开，分析和组

织这些技术的特点、类型和作用，以及自主学习能力。根据各自的特点和设计策

略，选择合适的基础设施，将其集成到整个环境中。

3．1幼儿园智慧学习环境的关键技术

3．1．1校园网

校园网作为幼儿园与外界连接的纽带，是环境建设的基础。网络的便捷与快

速发展冲击着幼儿园传统的学习方式与教育理念。随着国家“三通二平台”政策

在中小学的普及，网络成为教育不可或缺的工具。基于大数据的学生网络行为偏

好分析、基于网络的学习资源共建共享、基于云计算的校园网网络直播平台搭建

等，都离不开网络作为信息传输的介质。

有线网络与无线网络的统一管理技术应用到校园网中，解决以往有线与无线

不能统一管理的缺点。解决方案如图所示，BRAS(Broadband Remote Access Server,

宽带远程接入服务器)是面向宽带网络应用的新型接入网关，位于骨干网的边缘

层，可完成用户带宽的IP／ATM网的数据接入，一体化的扁平校园网结构‘771如图

3．1所示。

nRAS

BRAS没箭提供IP、4／

I P、6终宝占，舣拽多播
艇制、甩p接入的精细

控制、()oS、MP[．S、ACI．
●-●●●●●●●●-----●--_●---■

汇聚交换机起QinQ，
坤}J111外甚Vbn I'f)l、

I《X】2⋯

用户终端实现
p、。4／IP、‘(’嫂饺接＼

图3．1一体化的扁平校园网结构

雹{_l|?～一上

万方数据



四川I师范大学硕上学位论文

3．1．2物联网

物联网简单的说就是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将各种物体连接起来，形成有关联、

可操控的整体。物联网具有连通性、人与物和物与物相联合的智慧化特征，在智

慧学习环境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物联网在智慧学习环境中的应用目的是：

感知人与物、提供智慧化的服务。物联网包含四层结构：智能感知层、信息传递

层、智慧应用支持平台层、应用层‘781。物联网在校园中应用的结构图如3．2所示。

， 一，．／—一 胂 ∑
，_ 、 ＼憝身管理肴 教师 学生 社会公众 备爽设备，一一／

智慧校医应用层

， 、 ， 1 ，_ 、 r

平安校园 智慧化乍学生个性化 智慧教窀 蟹慧耀管
智能化服务

学习服务 教学服务 理服务 服务 活服务
’ 、

智慧琏Jf』支持平臼聪

信 ， 、 ，_ 、 系
息 数据分析集成平台 云诤算甲台 数据挖捐与展现甲台 统
安 遥
全 厂 物联同 、 行
保 维

障 护
体

智能信息采集与管理平台层

体
系 智能信患采集网 物联网数据，元教

物联网互遁管理巾心
物联网设备运{亍管

系
关 姑 理

网络通信层

3G／46 WiFI Ipv／Ipv6网J络

智能感知层

Zi|bee RFID WSN lPCam

＼ ／ ＼ ／

图3．2物联网在智慧校园中的结构图

3．1．3云计算

云计算的核心思想是管理和控制大量网络连接的计算资源，形成满足用户需

求的计算池资源。云计算分为云计算、云管理和云平台三个层次。云计算平台是

支持智能学习环境的关键要素，基于云计算的智能学习环境具有三个基础。一是

支持智能学习环境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智能学习环境具有强大的互联网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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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网络、远程备份存储网络、集中式、安全、高速的网络环境。同时，通过三网

融合，为智能学习环境提供高速接入云计算平台，保证智能学习环境网络的安全

可靠运行。其次，云计算平台是支持智能学习环境的关键要素，云计算平台是支

持智能学习环境运行、提供巨大服务和资源管理的基础。对教师和学习者在教学

过程中产生的大量高度虚拟化的计算、数据和资源进行管理，形成了巨大的资源

库，并提供了统一的服务。第三，智能学习环境的对象链接感知系统是整个智能

学习环境运行中最常见的部分，也是最基本的服务水平。利用FRID、传感器、采

集器、二维码、超高清摄像机监控设备和技术，实现了智慧学习环境的智能管理

和安全、动态、实时监控。

3．1．4增强现实

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AR)是在虚拟现实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

种计算机应用和人机交互技术，通过将虚拟信息融合到真实环境中，呈现给使用

者一个虚实结合的新环境17圳。增强现实的三个基本特征是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

融合、实时交互、以及虚拟和真实物体在3D空间中的精确配准。增强现实在学习

中的应用是指将计算机构建的真实或近真实三维虚拟情境融合到真实情境中，学

生通过某种手段进入情境并与之交互，从而构建对虚拟情境的合理认识。他真实

的场景。在增强现实场景中学习包括四个维度：计算机程序、用户、真实世界和

虚拟环境，概念图如图3．3所示。增强现实起源于现实，归于现实，学生与虚拟情

境互动，目的是更好的认识真实的世界。在幼儿智慧学习环境的构建中，运用增

强现实技术提升学习情境的真实性和现场感。生动的学习场景，有助于幼儿更加

准确、快速的理解学习内容，提高学习兴趣，保持一个稳定并且积极向上的学习

心态。

图3．3增强现实概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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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人工智能

在互联网的支持下，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人工智能

在促进智慧教育的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构建智能学习环境是为学习者

提供最有效的智能学习支持和服务。例如，在智能答疑系统、智能学习系统和自

适应学习系统的开发中，需要将人工智能技术与互联网技术、多媒体技术和大数

据技术相结合。相互促进完善，通过整合拓展彼此的功能和应用能力，从而提高

和提高教育智慧。

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案例之一：学习分析技术。目前，学习分析技

术主要利用交互文本、视音频和系统日志三种形式的学习过程记录数据分析学习

者的学习特征。人工智能算法可分析每个学习者阅读和编写在线资料的数量及比

例、被回复的信息的数量及比例等量化指标。还可根据交互文本附带的学习者之

间的交流关系信息，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计算每个学习者的中心度、对学习者进

行聚类分析等。学习过程中产生的视频和音频，通过视音频分析提取出主要内容：

学生和教师的课堂活动行为信息，如统计幼儿上课主动回答问题的频次及比例、

课堂整体活跃度、提问比例、学生讨论比例等。随着智能视音频分析技术的发展，

可以根据眼睛的动态和身体的姿态对学习者自动识别，将学习者的语音内容转化

为文本内容进行分析，对高兴、难过、生气等面部表情的动态识别。手势动作在

学习领域的应用极大的增强人机交互体验。另外，基于这些分析数据所建立的数

据索引信息，可大大提高教学中总结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的效率和准确性，如统

计特定幼儿在一段时间内的课堂参与情况、幼儿在学习环境中的情绪变化、对比

不同学习内容的课堂表现等。

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案例：游戏化学习。游戏是学前阶段的主要活

动，人工智能技术给游戏化学习提供了更多可能。Alpha Go以3：0完胜排名世界

第一的世界围棋冠军，标志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日益成熟。游戏符合沉浸学习的几

个关键要素：控制、注意力、好奇心。在幼儿学习领域中，计算机和游戏不仅提

供一种学习方式，而且在游戏中幼儿能获取新的知识与技能。游戏具有明确的、

有意义的目标，多元目标结构，严谨的评分系统，可调节的难度级别，不确定的

惊喜元素，以及吸引幼儿的幻想隐喻【8⋯。

3．1．6富媒体技术

从华盛顿大学国家教育信息技术中心的研究资料分析可得，富媒体并不是一

种具体的网络媒体形式，而是指具有动画、声音、视频的组合式、交互性的信息

承载方式，通常包含流媒体、图片、音频、动画、文本以及嵌入Java、Javascript、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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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TML等程序设计语言。富媒体应该包括如下技术特性：数字化媒体；具有交互

特性；可部署在网页中，也可以单独下载作为一个应用离线使用；可一次部署(下

载)，多次使用；有动态(驱动)机制，可同步实时响应用户操作，也可跨平台的

展示并支撑轻量级的小工具峭1|。

3．2幼儿园智慧学习环境的特征

“智慧地球”战略的核心，是在大范围应用最新的信息技术手段的基础上，

改变整个世界沟通和被感知的方式，进而重塑物质世界和人类的关系，解决人类

发展面临的时代问题【821。“智慧国家”、“智慧城市”、“智慧社区”、“智慧校园”、“智

慧交通”应运而生，并为各界所关注。那么，智慧校园的核心，是在校园内应用

最新的信息技术手段，改变老师和学生沟通和被感知的方式，进而重塑校园环境

和人的关系，解决学校发展变革所面临的问题。

幼儿园智慧学习环境特征是借鉴于智慧校园，但是又区别与一般的智慧校园。

王运武教授总结出基础教育的智慧校园区别与高校智慧校园，在环境的设计理念

上，基础教育主要关注较成熟的理论或技术在数字环境中的应用[831。幼儿园智慧

学习环境是在一般智慧学习环境的基础上，结合个案研究中幼儿这一群体的特殊

性，体现出幼儿智慧学习环境的特征。

3．2．1融合

幼儿智慧学习环境最根本是要体现学习环境的“智慧”，前文中提到，智慧幼

儿园是智慧学习环境的主体，智慧幼儿园是把新技术运用到幼儿园中。新技术促

进了幼儿园学习环境，幼儿园学习环境高度应用技术，实现技术和幼儿园的融合。

幼儿智慧学习环境设计是在新技术运用的背景下，研究技术应用、幼儿园学习环

境发展以及幼儿园智慧学习环境设计。信息技术与幼儿学校环境特征的融合，更

加凸显出幼儿环境游戏化、适龄化等特征。

3．2．2创新

创新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新技术和资源在幼儿园中的应用创新，二是幼

JL仓：tl新思维的培养。智慧学习环境不是简单的技术重用、资源构建，而是技术和

资源在环境中的应用驱动创新，思维创新。在大众创新的背景下，人人可能是创

客，培养人人具有创新的思维。在教育发展中，教育创新是教育发展的源泉，基

础教育是推动教育创新的根基和动力。结合教学思维和技术应用的创新，幼儿智

慧学习环境的发展将会有新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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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重塑

重塑是智慧学习环境的重要特征，文章研究的智慧学习环境其本质就是对学

习环境进行重构。运用现代技术手段，重构传统的幼儿园学习环境，注入智慧教

育观点，创新学习方式，从而不断提升学习者智慧、促进教育可持续发展。

3．2．4个性化

个性化是指根据学习者的差异灵活适应学习者的需要‘841。在现代化信息技术

支持下，幼儿以可接受的方式，获得适用的学习资源。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个

性化特征在集体学习中得以凸显。智慧学习环境更注重幼儿个体特征以及幼儿体

验，尊重幼儿特点，满足其在学习过程中的不同需求。去除传统教室环境中学习

资源参差不齐、个体间交互单一、个别幼儿需求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幼儿一日活

动评价片面等局限。

3．2．5安全

传统的安全是指生命及资产不受到威胁，没有危险、危害，是幼儿园环境设

计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851。此外，安全包括：材料安全和空间安全等，随着信息

化的发展，还应考虑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等。信息安全可泛称各类信息安全问题，

网络安全指称网络所带来的各类安全问题‘86】。在幼儿园智慧学习环境中，安全的

定义更广泛。

幼儿园智能学习环境(KILE)是基于多媒体技术和多学科技术的发展。它由

无线传感器设备、三维结构光传感器、智能设备、网络通信、存储平台等众多随

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技术组成。智能学习环境中无处不在的网络、丰富的

学习资源、强大的数据存储和分析能力和个性化学习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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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都市S幼儿园个案研究与启示

幼儿园是进入义务教育学校的主要学习场所和活动场所。幼儿园环境伴随着

幼儿成长的，环境质量影响幼儿的身心发展。“近山者仁，近水者智”这个俗语，

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环境的重要性。学习环境能反映幼儿园的整体水平和教师的

专业发展，以及社会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并能影响幼儿的生长发育。高质量

的学习环境有利于幼儿的健康成长，并能对其生活、学习以及身心发展产生积极

的影响，有利于幼儿的认知发展、情感发展、创造力的发展。大量研究表明，儿

童的身心发展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幼儿园学习作为基础教育的基础和终身学习

的开始，是中国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基础和奠基作用。

4．1成都市区幼儿园现状分析

4．1．1成都市区幼儿园概况

成都是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是西南地区唯一一个副省级城市，包含武

侯区、青羊区、成华区、锦江区、金牛区、龙泉驿区、青白江区、新都区、温江

区、双流区、郫都区，以及成都高新区、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成都先后荣获过“中

国十大最具经济活力城市”、“十大中国大陆最佳商务城市”、“中国城市综合实力

十强”、“中国最佳旅游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等称号【871。在今年公布的2017年

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显示：成都市幼儿园共登记2366所，在园

幼儿54．4万人，专任教师3．6万。其中，锦江区注册登记幼儿园79所，在校幼儿

22922人；青羊区注册登记幼儿园98所，在园幼儿27428人，专任教师2042人；

郫都区注册登记幼儿园236所，在园幼儿39055人；青白江区注册登记幼儿园62

所，在园幼儿数11581人，教师768人；双流区注册登记幼儿园131所，在园幼

儿3．64万人(数据采用四舍五入)；武侯区注册登记幼儿园155所，其中公办幼儿

园39所，民办幼儿园116所[88l。天府新区、高新区、温江区、成华区、金牛区和

龙泉驿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未公布2017年末幼儿园数量以及在园幼

儿人数。成都市教育局官方网站通告了2018年各区幼儿园基本情况，其中包含高

新区、成都天府新区、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龙泉驿区等

区县。成都高新区公布了134所幼儿园，其中民办园82所，占比约61％，其他单

位园52所；公益性质幼儿园共38所，占比约28％，其他为非公益办学幼儿园；

一级园7所，新建幼儿园9所，74所幼儿园无等级。天府新区公布了85所幼儿园，

其中民办园67所，占比约79％，其他单位园共20所；公益性质幼儿园36所，占

比约42％，其他为非公益办学幼儿园；一级园9所，27所幼儿园无等级。锦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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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了87所幼儿园，其中民办园62所，占比约71％，其他单位园共25所；公益

性质幼儿园24所，占比约28％，其他为非公益办学幼儿园：一级园23所。青羊

区公布了112所幼儿园，其中民办园83所，占比约74％，其他单位园共29所：

公益性质幼儿园33所，占比约29％，其他为非公益办学幼儿园；一级园17所。

武侯区公布了157所幼儿园，其中民办园117所，占比约75％，其他单位园共40

所；公益性质幼儿园35所，占比约22％，其他为非公益办学幼儿园；一级园22

所，新建园14所。成华区公布了99所幼儿园，其中民办园76所，占比约77％，

其他单位园共22所：公益性质幼儿园41所，占比约41％，其他为非公益办学幼

儿园：一级园13所，新建园1所。金牛区公布了133所幼儿园，其中民办园113

所，占比约85％，其他单位园共20所；公益性质幼儿园36所，占比约27％，其

他为非公益办学幼儿园；一级园11所，二级园74所189l。各区域幼儿园总数汇总

如表4．1所示。

表4．1各区域幼儿园总数汇总

自
天 龙 锦 青 武 成 金 郫 双 温 新 青阿

区域 新 府 泉 江 警 侯 侣 牛 都 流 江 都 白

区 新 驿 区 区 区 区 区 区 区 区 区 江

区 区 区

幼儿园总
134 85 137 87 l 12 157 99 133 244 147 129 239 68

数(所)

4．1．2幼儿园现状分析

第一，通过2017年和2018年幼儿园基本情况的数据可知，各区域幼儿园数

量呈上升趋势；第二，幼儿园的办园性质分为：教育部门办园、其他部门办园(含

机关、高校、国企、事业单位)、集体办园(含乡镇街道办)、部队园、民办园，

有表4．2可知，民办园与教育部门办园是幼儿园的主要组成部分(注：a．教育部门

办园、b．其他部门办园(含机关、高校、国企、事业单位)、c．集体办园(含乡镇

街道办)、d．部队园、e．民办园)；第三，在其中8个主城区中，共有幼儿园944所，

民办园708所，占比75％，民办园与该区域幼儿园总数的数量关系如图4．1所示，

民办园占据大量份额；第四，由各区域一级园、二级园和三级园的数量可知，各

区域幼儿园水平参差不齐，优质园数量缺乏，各区域一级园与总数对比图如图4．2

所示；第五，从公益与该区域非公益幼儿园对比图可知，非公益幼儿园数量多余

公益幼儿园是普遍现象，图4．3为公益与该区域非公益幼儿园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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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主城区各类性质幼儿园汇总

量繁多，汇聚了国家、社会和个人办园力量，集

了大量的资产和能量，有能力建设幼儿成长所需

，建设顺应时代发展的园所是大势所趋。优质园

学前教育越来越公平化和现代化需要智慧学习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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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爹≯擎?擎
图4．3公益与该区域非公益幼儿园对比图

4．2成都市S幼儿园个案研究设计

案例研究是根据研究者的观点，对自然环境中现象的实例(场景)的深入研

究。它是一种重要的定性研究方法。它是以个人或组织(如家庭、团体、学校或

社区等)为对象，研究特定行为或问题的一种方法，着重于讨论时事或问题，特

别是事件的真实性、问题的原因等。粗略的讨论。本研究旨在探讨个案活动在特

定情境下的性质，以了解个案活动的独特性与全面性。就教育领域而言，案例研

究是对组织(如家庭、团体、学校或社区等)的独特、越轨或特殊行为进行深入

研究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通过各种手段和手段收集信息、分析和集成以理解其

行为。究其原因，进而提出相应的教育应对策略，不仅有助于改善现状，而且能

提高个人适应能力。换言之，教育案例研究方法旨在探索个案的一些独特或特殊

的问题或行为，以了解问题或行为形成的背景或原因，进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从而找出其规律。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一个逻辑思维过程。解决问题的方法或

手段。在这项研究中，案例被用来作为一个工具来完成任务，并且解决的问题不

是特定的情况本身。工具案例研究是解决问题而不是问题本身的解释和解释。基

本的案例研究是研究特定样本的问题，例如个人或社会组织，以便解决该案例的

问题。也就是说，研究人员对某一特定案例感兴趣，不是因为他们能够理解其他

案例，也不是因为他们想得出一般结论，而是因为他们需要理解这个特定案例。

笔者需要掌握案例本身的内在特征，因此，本研究采用工具性案例，即通过幼儿

园学生整天跟踪学习、理解和分析儿童的学习活动。通过案例分析，系统地提出

了幼儿园智能学习环境的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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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成都市S幼儿园概况

研究选择了成都市区信息化水平较高，学校重视信息化发展的幼儿园。S幼儿

园是成都市区幼儿园，全园占地面积90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户

外活动面积6000余平方米。幼儿园除活动室、音乐室、钢琴房、绘本室、美工室

外，科学探究室、烹饪室、陶艺吧、感觉统合训练室、早教室、蒙氏室、沙盘游

戏室等先进教学理念设施，传统幼儿园应用的基础设施齐全。幼儿园环境按照成

都市高端园标准建设，各班级独立配备电子白板多媒体教学系统、全自动热水供

水系统、视频监控系统等先进的教学、生活资源。幼儿园打造以“科学教育”和

“身体机能开发”为特色的高质量学习环境。幼儿园以有爱心、信心、耐心和责

任心的专业师资队伍为保障，为每个孩子提供开放、多元、富有创意的成长空间，

创造温馨、优美、舒适、春风化雨的儿童乐园。

S幼儿园前操场如图4．4，操场绿色部分为人工草坪，中心彩色块矩形是大型

防滑垫，是幼儿操场活动的主要区域。幼儿可在防滑垫区域奔跑、骑自行车、拍

篮球、做健康操等。

图4．4 S幼儿园前操场

幼儿园中庭操场如图4．5所示，人工草坪为幼儿主要活动区域，图片右边白色

部分为表演舞台。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看到幼儿在草坪上做游戏。操场是幼

儿户外活动的主要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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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S幼儿园中庭操场

幼儿园教室如图4．6、图4．7所示，每个教室创设不同的主题，根据幼儿年龄

段的特征，有不同风格的主题。每个教室所提供的信息化环境是没有差异的，每

个教室配备幼儿电子交互白板多媒体系统、无线网络环境、视频监控系统。电子

白板是课堂中常用的信息化设备，也是一般幼儿园逐渐普及的教学与学习的工具。

无线环境不仅是覆盖各个教室，也覆盖了整个幼儿园。无线网络为资源的查找和

收集以及存储提供了便利。视频监控系统实时监控每个教室的动态，供教学人员

和家长查看每个教室活动情况。

图4．6幼儿园教室前部

鳖■■■■■■■■，-_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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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幼儿园教室后部

幼儿活动室如图4．8所示。活动室配备幼儿电子交互白板多媒体系统、无线网

络环境、视频监控系统。除此之外，配备了幼儿活动所需的学具和教具。活动室

放置了上课所需的幼儿椅、排球、跷跷板、弹簧跳床、平衡木、软垫等。

图4．8幼儿活动室

幼儿绘本室如图4．9所示。室内提供了丰富的绘本，包括《巴巴爸爸的诞生》、

《大卫，不可以》、《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猜猜我有多爱你》、《妈妈在哪里》

等适合3-6岁幼儿阅读的书籍。绘本室整体色调温和，给幼儿提供了温馨的阅读环
垃
境。

螽孵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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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 |『07酒
图4．9幼儿绘本室

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环境，教育家陈鹤琴先生曾指出自然和

社会是幼儿的活动材料，利用自然材料开展教育活动，可以让幼儿得到真实的感

受。在这个广阔的自然领域里有许多天然材料。幼儿园自然生态环境受到园区面

积限制，包括沙池、草地等，这些区域是幼儿玩耍和午间散步常去的地方。自然

景观的一角如图4．10所示。

图4．10自然景观一角

沙池如图4．11所示，沙池对幼儿充满了吸引力，大多幼儿十分愿意去沙池玩

耍。幼儿学习的自然生态环境不局限于本园的环境，也包含室外丰富的自然生态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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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沙池

幼儿生活馆是为了给幼儿提供更多的生活体验机会，亲自去感受生活中的油

盐酱醋，增强直观感受。幼儿生活馆提供基本的厨房用品，包含安全小刀、碗筷、

厨具、调味品等，幼儿在生活馆中充分享受动手动脑的乐趣，提高自理与独立能

力。幼儿园生活馆如图4．12所示。

4．2．2研究目的

篓。，宴繁鬻．|1魁赫

，勰溢盛
图4．12生活馆

根据幼儿园学习环境的客观情况，针对幼儿在园学习的主要活动，广泛系统

地收集相关资料，从而进行系统的分析、解释，为智慧学习环境设计提供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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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支撑。通过面对面与教师交谈，了解幼儿园环境中存在的缺陷以及一线教师

和园长对现代化技术在幼儿园应用的观点。以成都S幼儿园智慧学习环境设计为

例，试图探索幼儿智慧学习环境设计。

4．2．3个案研究设计

本研究主要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通过访谈和观察获得个案研究需要的研究

资料。

案例研究本身并不是一种数据收集的方法，而是一种研究者可以使用许多工

具来收集数据的方法。案例研究具有定性特征，研究者可以在写作中详细描述问

题。通过研究幼儿园或学习情景，我们可以理解和解释幼儿教学环境的主题。本

研究选取某幼儿园为个案，观察幼儿园教师的课堂教学与儿童学习、课后与教师

面对面的交谈，发现儿童的学习环境需要，并发现目前幼儿园的学习环境有待改

善或有待改进的领域。儿童智能学习环境的设计与研究是个案研究的探索性研究。

幼儿园学习环境的设计是以智能学习环境理论为指导，结合幼儿园的实际学习环

境进行的。获取病例信息的方法主要是访谈法和观察法。

研究选择了幼儿园的lO名幼儿教师(8名有2年以上教学经验教师和2名园

长)为访谈研究对象。为了访谈有足够的时间以及访谈内容的真实性，提前预约

老师，并告诉老师访谈的目的、访谈的要求与访谈的保密性。各教师姓名为匿名，

用编号表示。各教师详细信息如表4．3所示。

表4．3教师详细信息

编号 职务 年龄 教龄 学历

Tl 幼儿教师 23 2 本科

T2 幼儿教师 3l 9 专科

T3 幼儿教师 36 17 专科

T4 幼儿教师 25 6 本科

T5 幼儿教师 25 3 专科

T6 幼儿教师 27 8 专科

T7 幼儿教师 3l 10 专科

T8 幼儿教师 24 3 本科

YI 园长 4I 2l 本科

Y2 园长 43 20 专科

观察对象为成都市S幼儿园，幼儿年龄范围在3至6岁。根据收集到的数据

类型，本研究的目的是有目的地观察和随机观察。根据研究者是否直接参与被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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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者的活动，可以分为参与性观察和非参与性观察。有针对性的观察，根据一定

的主题对幼儿园使用预先设计的观察记录表格对儿童的学习环境进行有针对性的

观察和记录。随机观察，利用教学活动中的过渡环节等机会观察儿童的行为，及

时记录研究价值的内容，并记录儿童行为的具体表现和情况。

4．2．4访谈提纲和观察记录表设计

(1)访谈提纲

访谈的目的是收集有教学经验的老师和幼儿园园长对幼儿信息化学习环境改

进的观点。在老师访谈稿中，主要访谈内容是“基本信息”、“老师教学活动”、“影

响幼儿学习环境的因素”这几个方面。在园长的访谈稿中，主要访谈内容是“基

本信息”、“园长对幼儿学习活动的观点”、“影响幼儿学习环境的因素”。在老师的

访谈稿中，是从老师教学的角度来设计访谈稿，在园长的访谈稿中，从幼儿园全

局角度来设计访谈稿。

(2)观察记录表

观察过程中运用了两种观察方式，有目的的观察和随机观察。观察是由研究

者的感知力、注意力、解释力三部分组成。观察法要求研究者不抱任何偏见，保

证收集资料的客观性和可靠性，必要时可以选择记录表格、录音或者录像等。为

了保证观察数据的真实可靠，首先，研究者对观察的目标要明确；其次，选择合

适的观察记录方式：再次，研究者不干预被观察者的活动；最后，研究者应及时

整理观察资料例J。

随机观察和有目的观察记录表见附录3和附录4。

在确定个案研究的内容、对象和方法之后，笔者设计了在幼儿园中幼儿学习

和幼儿学习环境的观察记录表。对于幼儿的学习行为，主要观察幼儿的学习内容、

过程、互动、学习资源和评价这五个要素；对于幼儿学习环境的记录，是在幼儿

学习维度的基础上，记录环境对幼儿学习提供的支持。在学习内容这一要素中，

记录幼儿在一堂课的学习主题，有科学、健康、言语、社会、艺术这五大领域：

在过程这一要素中，记录幼儿一堂课的详细学习内容，重点在于记录学习的过程：

在互动这一要素中，记录幼儿之间的互动、老师与幼儿互动的方式。在学习资源

这一要素中，记录资源的获取和利用；在评价这一要素中，记录老师对于幼儿学

习情况的评价。在观察记录表中除了以上5要素，还包含学生人数、座位摆放和

多媒体运用等信息。在完成一项观察记录后，研究者提出智慧学习环境设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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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幼儿园学习环境分析与启示

本研究根据观察记录、访谈记录、图片、录像资料，以及幼儿园教师访谈内

容，整理出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和情景，以反映幼儿的真实学习环境，旨在探

究儿童的智慧学习环境设计。环境优化与信息新教育理念在儿童学习环境中的应

用。

4．2．1访谈记录分析与启示

在幼儿的教学中，健康、科学、艺术、社会和语言这五个领域为教学的主要

方向(教育部，2012)。在问题“如何选择教学活动的内容?”中，老师们这样说：

T1老师说：“从学生的兴趣点出发；从生活中和具体的实物出发：从幼儿所需

发展及发展特点出发”。

T2老师说：“根据参考用书的主要活动内容；根据本班幼儿的兴趣点：根据本

班幼儿的兴趣点；根据本班幼儿需要加强或提升的方面”。

T3老师说：“根据《3—6岁儿童发展指南》和本班幼儿的实际情况拟定”。

T4老师说：“根据学生的兴趣；根据教学目标；根据当月幼儿园的教学主题”。

’T5老师说：“根据学生兴趣爱好；根据幼儿生活情况”。

T6老师说：“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和自身发展”。

T7老师说：“根据幼儿年龄和课程内容，需要提高幼儿哪些方面的能力来选择，

以及幼儿大纲；根据幼儿园要求；根据幼儿感兴趣的知识内容，并且做内容的延

伸”。

T8老师说：“根据幼儿园教务安排：教学内容联系孩子的生活，从生活实际情

况选择教学内容：根据孩子们的兴趣”。

在8位老师中，6位老师提到教学内容的选择要关注幼儿的学习兴趣；4位老

师认为学习内容的选择应关注幼儿发展的需要；4位老师认为学习内容的选择应关

注幼儿的实际生活。

在问题“如何看待电子白板、电子书包、便捷的网络、物联网等技术在幼儿

学习中的应用?”中，老师们这样说：

Tl老师说：“信息技术发展迅速，孩子们要适度的利用平板、手机等设备：老

师经常使用电子白板；家长可以通过教室监控观看自己孩子在教室的情况”。

T2老师说：“网络的发展使家长和学校之间的沟通更加方便，现在的工作群、

家校群很活跃：幼儿园的孩子年龄较小，用电子书包会损害视力”。

T3老师说：“电子白板在学校中是很常见的，新兴的技术还没有应用到教育领

域，任何技术的广泛应用都需要一定的时间；现在到处都有Wi．Fi，交流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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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老师说：“网络的双面性决定了应用的利和弊，合理应用就好”。

T5老师说：“老师接受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还是很好的，新技术的出现使课堂呈

现形式更多样，获得上课资源也更加方便；每个班都有自己的微信群或者QQ群，

非幼儿园的家长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看学校相关信息”。

T6老师说：“幼儿园引进新技术没那么容易，什么物联网、大数据应用没那么

简单，能出现这么智慧化的幼儿园肯定是好事，也减轻了老师的负担”。

T7老师说：“我们幼儿园在整个成都范围内，在硬件设施上是很不错的了；至

于更多的技术我也不清楚，从现在网络的应用、电子白板的使用，毫无疑问，技

术的应用是有利的”。

T8老师说：“老师常用电子白板教学，电子白板是最常用的信息化技术；电子

书包在幼儿园的应用没有听说；网络确定带来了很大的便利，网络上的负面新闻

传播很迅速，有利有害”。

Y1老师说：“我们幼儿园每个上课教室配有标准的幼儿教学白板，一进教学

楼能看到所有上课教室的监控视频；幼儿园有微信公众号，经常更新学校动态。

合理的把技术运用到教学中肯定是有益的”。

Y2老师说：“电子白板、实时监控、网站等等，现有的技术带来了很大的便

利，是有目共睹的，而新兴的技术在幼儿教学中应用还处于探索阶段，新技术应

用的效果有待商榷”。

在10位老师中，4位老师对技术在幼儿学习中的应用持中立的态度，10位老

师都肯定了技术在幼儿学习中的某些优点；2位老师明确指出不恰当的使用网络、

过度使用平板等设备对儿童是有害的。

在问题“用什么方法来保证幼儿在课堂中的充分参与?”中，老师们这样说：

T1老师说：“以幼儿为主体，将主动权交给幼儿；将游戏贯穿始终”。

T2老师说：“集体学习，个别指导”。

T3老师说：“多样的活动设置方式，吸引儿童的注意力”。

T4老师说：“上操作性强的课”。

T5老师说：“满足幼儿对课堂合理的要求；充分准备教具，调动幼儿兴趣”。

T6老师说：“设置良好的幼儿教学活动环境；激发幼儿兴趣，以兴趣点着手让

幼儿充分参与”。

T7老师说：“课前的知识导入，课中幼儿互动，课后游戏延伸”。

T8老师说：“用游戏调动幼儿的积极参与；丰富的知识呈现形式；布置温馨的

幼儿学习环境”。

在8位老师中，2位老师提到以幼儿兴趣确保充分参与，4位老师提到用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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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使幼儿充分参与，2位老师指出以创造良好的幼儿学习环境是幼儿充分参与

到课堂。

在问题“您认为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幼儿的学习环境，以及对现在幼儿学习环

境的一些意见或者看法?”中，老师们这样说：

T1老师说：“以游戏贯穿幼儿学习是很好的方式，但千篇一律的故事和情境效

果不佳：许多教师会在活动中掌握主导权，过多引导，阻碍幼儿自主发展；意见：

注重环境创设，情境创设”。

T2老师说：“教师的教学是否能引起幼儿注意；教具的使用”。

T3老师说：“幼儿的学习环境需要人为的引导，老师的上课风格要丰富”。

T4老师说：“活动教室的颜色搭配，物体摆放要根据幼儿的兴趣和活动方式”。

T5老师说：“班级幼儿学习环境会相互影响；老师教授的内容，课后家长要配

合。尽量多的让幼儿自我表达、更多探索，家长和老师不能代办”。

T6老师说：“幽默风趣的老师，让幼儿热爱学习，乐于参与，积极探索：在现

在的学习环境中以培养怎样的幼儿为目的来制定计划，老师顾及不到每个幼儿对

于学习的需求”。

T7老师说：“幼儿知识的前期积累，幼儿的视野宽度；幼儿缺乏大胆探究及自

我解决问题的能力”。

T8老师说：“老师的上课风格将影响幼儿的参与；教学内容的丰富度；教具的

多样性；教学活动的组织形式是否有利于幼儿学习”。

在8位老师中，3位老师提到老师的上课风格对幼儿的学习环境很重要；2为

老师指出教具使用、教室色彩搭配、物体摆放将影响幼儿学习环境。

在与2位园长的访谈中得知，关于“幼儿学习环境的影响因素”这一问题，

Yl园长提出：①幼儿园的外显班级环境的适宜性；⑦是否符合幼儿的年龄特点；

③师生之间的互动是否有效；④在安全的前提下，有宽松的学习环境；⑤幼儿园

能提供各类材料共幼儿各领域的发展需要。Y2园长提出：①幼儿园的环境符合年

龄特点；②幼儿学习环境符合幼儿发展的需要；③幼儿学习环境符合教学的需要；

④幼儿学习环境应排除外部干扰；⑤幼儿园布局合理；⑥安全。

综述所述， 。

4．2．2观察结果分析与启示

研究选取lO节有目的观察案例和4个随机观察场景，虽然不同的班级有不同

的教学内容，但实际的课堂表现会呈现出不同的情境，不同的场景有不同的环境

描述。然而，相同的教学内容有一个共同的学习环境，并且具有大致相同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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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和学生座位安排。在具体研究中，观察和记录它们的共性，具体结果如下：

(1)随机观察情景结果与分析

对选取的5个随机观察情景进行统计，场景的基本情况如表所示。学生在8

点至8点半陆续来学校，有的学生吃了早餐，来校会晚一些，未吃早餐的学生会

在幼儿园就餐。进幼儿园门禁后，保育医生对幼儿进行简单的体检，确保幼儿的

身体是否健康。绘本阅读是近年来幼儿园才有的课程，分为自由阅读、在老师带

领下阅读。在绘本室中，因为不认识很多文字，幼儿便找不到之前看过的绘本放

在哪里了，也不知道该怎么找，只记得绘本上的人物形象。有的幼儿把阅读过的

绘本随意放回，摆放混乱。在绘本阅读过程中，会遇到理解障碍，并不能找到及

时有效的方法清除障碍。幼儿活动的观察是贯穿幼儿在学校完整的一天，对幼儿

评价的主要方法是主班老师每天填写幼儿评价表。放学后幼儿会离开幼儿园，有

的是家长到园送，有的幼儿是坐校车回家。随机观察情景统计表如4．4所示。

表4．4随机观察情景统计表

一 时间 记录对象

．卜学 8：00-一8：30 全园幼儿

晨检 8：00‘一8：40 全园幼儿

绘本阅读 不定 全员幼儿

幼儿活动 8：00L放学 全园幼儿

放学 17：0旺全部幼儿离园 全园幼儿

对选取的5个随机观察情景进行分析，并提出幼儿智慧学习环境设计意见。

在幼儿上学场景中，学生上学时间不确定，哪些学生迟到，哪些学生缺勤，是否

吃早餐并没有记录。在这一环节，引入信息化系统自动记录幼儿到园情况，老师

可以及时了解学生到园情况。在晨检场景中，保育医生用卡片记录每个幼儿的健

康与否，但并没有生成幼儿的健康图谱，老师也不能知道幼儿的身体状况。在这

一环节中，保育医生和老师应及时通讯，在幼儿的健康系统中出现异常应发出警

示。在绘本馆中，对绘本进行一定顺序的摆放并利用物联网技术，能快速查询绘

本的位置。在绘本馆中将运用增强现实技术、3D打印技术、物联网等技术。在幼

儿评价场景，幼儿园采用纸质文档记录，评价维度多，在有的评价栏，老师并不

记得幼儿的表现如何，便做不到客观的评价。在这一环节中，引入学习分析技术，

给老师对幼儿的评价提供参考。在幼儿放学场景，家长来接幼儿的时间不统一，

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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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处于自由活动的状态，存在安全隐患。在这一环节中，家长接走孩子之后应

有记录，仍在园的幼儿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和良好的游戏环境。幼儿智慧学习环

境设计思路如表4．5所示。

表4．5幼儿智慧学习环境设计思路

场景 幼儿智慧学习环境设计思路

上学 系统动态记录幼儿到园情况。及时提醒老师幼儿缺勤及是否吃早餐。

生成幼儿健康图谱，保育医生和老师掌握幼儿健康情况。园内幼儿健康系统与社区和医院连
晨检

接。

绘本 对绘本进行一定顺序的摆放并利用物联网技术，能快速查询绘本的位置。在绘本馆中将运用

阅读 增强现实技术、3D打印技术、物联网等技术。

幼儿 记录幼儿一天的活动数据，包含运动量、学习状态等，引入学习分析技术，提{¨幼儿活动意

活动 见。通过活动数据，给老师对幼儿的评价提供参考。

放学 系统动态记录幼儿离园情况，幼儿园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和良好的游戏环境。

(2)有目的观察结果与分析

研究选取lO个有针对性的观察案例，其中每一个案例的学习时间为35"--45

分钟，大部分学习时间在40分钟内波动，这与幼儿园教学安排的长度大致相同。

对这10个观察案例，按学习物理环境分为室内学习环境和户外学习环境，室内环

境分为教室环境、活动室环境，户外环境则为操场。10个观察案例的物理环境统

计如表4．6所示。

表4．6观察案例的物理环境统计

编号 学习内容 物理环境 汇总

1． 篮球 操场

2． 语言 教室

3． 语言(英语) 教室

2节学习环境往操场，
4． 绘画+手工 教室

l节学习环境在活动
5． 科学(颜料混合) 教室

室，7节学习环境在
6． 骑自行币 操场

教室

7． 社会(各类安全图标认识) 教室

8． 讲故事 教室

9． 形状分类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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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0个观察案例的幼儿学习环境从以下5个方面做详细分析，并给出学习环

境的设计思路。观察案例的学习环境分析如表3．7所示。

表4．7观察案例的学习环境分析

被观察者互 运用的学习
编号 学习内容 学习过程 位置摆放

动情况 资源

老师做示范，

老师带领幼儿 幼儿单独练
1． 篮球练习 操场：篮球 自由活动

集体活动 习；幼儿之间

两两练习

卜．课老师把本 集体跟读；和

节课要学习的 老师问的互 座位呈马蹄形
2． 语言 黑板

故事写到黑 动，并且机会 摆放

白，领读 较少。

老师把课前准

备好的音、视 集体跟读：幼

语言(外教英 频拷贝到电子 儿之间练习对 座位呈马蹄形
3． 电子白板

语) 白板，幼儿跟 话：老师与幼 摆放

读；老师与每 儿间对话

个幼儿对话

老师展示完整

的绘画作品： 老师检查幼儿
围坐在一个长

4． 绘画+手工 老师分解步 阶段性的绘画 画极；画笔
方形课桌旁

骤，幼儿按步 成果

骤绘画

老师课前准备

3中互相混合 师生之间的互
科学(颜料混 颜料；塑料杯： 围坐在一个长

5． 的颜料，老师 动通过老师提
合) 电子白板 方形课桌旁

引导幼儿如何 问，幼儿回答

操作

老师把车库的 老师维护安全 操场；儿童自
6． 骑自行车 自由活动

自行乍分发给 的作用：幼儿 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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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幼儿，幼 之间的语言交

儿自由练习 流较多

老师展示安全

标识教具，展 教室：电子白
社会(各类安 以老师与幼儿 座位呈马蹄形

7． 示在网络收集 板：安全标示
全图标认识) 的交流为主 摆放

的安全标识， 教具

带领幼儿认识

老师把故事中

的关键人物画 幼儿倾听，个
座位呈马蹄形

8． 讲故事 在白板}二，以 别幼儿发表对 教室；白板
摆放

人物为主线讲 故事的猜想

故事

老师带领幼儿
个别幼儿发表

把课本．卜．的形 座位呈马蹄形
9． 形状分类 对形状分类的 教室；白板

状进行分类， 摆放
想法

幼儿练习分类

老师告诉幼儿
老师对幼儿进

弹跳应注意的 活动室：积木：
lO+ 弹跳练习 行个别学生指 自由活动

安全和技巧， 弹跳床
导

幼儿分组练习

老师不能倾听
幼儿教师要跟

到每个幼儿的
上社会的发

声音，可以在 教具和学具内

建立幼儿学习 展，老师应经
课一卜．给每个幼 容较单一，可 学习环境提供

智慧学习环 资源库，提供 常参加学习。
儿提供电子书 以引入更多适 多元的活动呈

境设计思路 丰富多元的学 幼儿的学习环
包，方便老9巾 合幼儿的学具 现形式。

习资源。 境应该提供多
和幼儿，以及 和教具。

样化的案例供
幼儿与幼儿之

老师参考。
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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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成都市S幼儿园智慧学习环境设计

适合幼儿发展所需的信息化学习环境，一是有利于幼儿自然健康的成长，形

成身心健康的环境一一建立幼儿与本身的关系；二是有利于幼儿社会属性的发展，

认识健全的社会环境一一建立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关系。信息技术辅助幼儿对外

界及自身的认识，是幼儿感觉、知觉的延伸。技术本身是不具备智慧的本质属性，

只有把技术应用到生产中才能体现出智慧的特征。

5．1幼儿智慧学习环境设计

5．1．1智慧地球

智能技术正应用到生活的多个方面，如智慧的医疗、智慧的社区、智慧的出

行、智慧的电力、智慧的零售业、智慧的基础设施甚至智慧的城市。各种智能技

术的应用使地球变得越来越智能化。根据IBM的定义，“智慧地球”包括三个维度：

第一，它能够更全面地感知和测量世界的性质和变化：第二，它能够促进世界更

加互联互通；第三，它能够在所有事物、过程中实现更深入的智慧【91l。

5．1．2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是指：通过物联网、云计算、地理空间基础设施等新兴信息技术以

及wiki、社交网络、综合集成法、富媒体融合通信终端等工具和方法的应用，实

现全面的感知、网络泛在的互联、智能工具的应用。智慧城市是技术支撑的城市

环境，是继数字城市之后信息城市发展的先进形式。我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整体

处于起步阶段，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在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管理等工作机制

方面作用明显。智慧城市包含的内容丰富，智慧城市概念模型如图5．1所示【921。以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为前提，从科技战略、经济战略、文化战略、教育战略、管理

战略为基本单位，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生态可持续发展。

图5．1智慧城市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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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在线发

布的((2016中国城市智慧学习环境指数》白皮书中，成都是西部地区城市智慧学

习环境建设排名前三的城市，城市智慧学习环境测评模型如图5．2所示【931。在城市

智慧学习环境测评模型中，以市民智慧学习体验、场域智慧学习环境、城市创新

发展环境为测评的三个维度，在场域智慧学习环境维度，学校为重点的测评场域

之一。四川成都顺利通过ISO在2017年智慧城市国际标准试点最终评审。智慧城

市建设实验基数和规模都非常大，成都市政府积极性高，社会参与度广，很多地

区都有“智慧”的需求。

图5．2城市智慧学习环境测评模型

5．1．3智慧幼儿园

相对于常规的校园环境而言，幼儿园环境则是一种独立的校园环境，包括室

内环境和室外环境。幼儿园环境创设既是一门艺术，又是一门技术[941。智慧幼儿

园设计更多是关注信息技术在幼儿园环境中的应用。智慧幼儿园属于智慧城市的

组成部分，也应该继承智慧城市的一些属性。智慧幼儿园也是智慧学习环境的一

部分，拥有智慧学习环境的属性。智慧学习环境、智慧地球、智慧城市、智慧幼

儿园的集合关系如图5．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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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智慧学习环境、智慧地球、智慧城市、智慧幼儿园的集合关系

智慧幼儿园和城市之间有莫大的关联，他们是属于关系，智慧幼儿园包含于

智慧城市中。智慧幼儿园与智慧城市之间的信息流关系图(图5．4)，这些数据交

流是基于技术之上的，包括校园网技术与物联网技术的互联互通，以及云计算的

应用。

智慧城市 智慧幼儿园

图5．4智慧幼儿园与智慧城市之间的信息流关系图

(1)智慧幼儿园网络拓扑结构

校园网作为智慧学习环境的基础设施，是信息传输的重要载体。建立有机的、

智能化的网络体系以保障校园信息传递与信息安全。高速、稳定、安全、可靠的

网络使得园内数字学习资源、网络服务、信息服务等正常运行。园内网络拓扑结

构如图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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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智慧幼儿园物联网结构

图5．5园内网络拓扑图

物联网在很大程度上使幼儿园环境数字化、网络化，使幼儿园的物体以感知

和智能的方式相互连接。物联网技术的应用推动了数字化校园向智能校园的升级

和发展。基于物联网的智能校园将校园内的对象连接起来，实现学校的智能化管

理，构建智能化的教育教学环境，为师生提供全面的智能感知环境和综合素质。

图5．6幼儿智慧学习环境物联网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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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智慧学习环境门户平台

智慧学习环境的基础设施、智能技术、学习环境安全体系是学习环境门户平

台的基本保障。幼儿智慧学习环境门户平台的用户包含：幼儿、教师、教辅人员、

家长和保育员。平台提供了幼儿学习、教师教学、人员管理等服务。智慧学习环

境门户平台如图5．7。

／一＼( 智麓学爿环境纂础设碱 )
、j、．。。．．．．．．．．．．．．．．．．．．．．．．．．．．．．．．．．．．．．．．．．．．．．．．．．．．．．．．．．．．．．．．．．．．．．．．．．．．．．．．．．．．．．．．．．．．．．．．．．．．．．．．．．．．．．．．．．．．．．．．．．．．．．．．．．．．．．．．．．．．．．．．．．．．．．．．．．．．．．．．．．．．．．．．．．．．．．．．．．．．．．．．．．．．．一／

图5．7智慧学习环境门户平台

5．2幼儿智慧教室学习环境设计

智慧教室是典型的幼儿园智慧学习环境，是学校发展到一定信息化程度的内

部诉求。智慧教室的智慧性体现在：内容呈现(Showing)、环境管理(Manageable)、

资源获取(Accessible)、及时互动(Real—time interactive)、情境感知(Testing)。

简称为“SMART”[951。智慧教室又称为“未来教室”，威尔·埃利斯博士认为未

来教室应该是一种支持多种类型教学活动的教学环境。该未来教室设计了6个具

有不能功能的区域，包括“创造区”(Create Zone)、“交互区”(Interact Zone)、“呈

现区”(Present Zone)、“探究区”(Investigate Zone)、“交流区”(Exchange Zone)、

“发展区”(Develop Zone)[961。为什么分区域的设计概念适用于幼儿智慧教室设计，

但是又不能照搬未来教室的分区?不能照搬未来教室分区的原因：其一，幼儿园

教室不同于一般教室，要考虑到幼儿活动丰富、形式多样等特征：其二，幼儿的

智慧环境要考虑幼儿的年龄特征和幼儿的发展需要，创造区是用信息技术来帮助

学生设计、创作并分享创作成果，学前儿童要运用信息技术来做设计是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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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借鉴未来教室分区的原因：其一，幼儿智慧教室是智慧教室的特例；其二，

交流区、呈现区、探究区、交流区、发展区在幼儿智慧教室中同样需要。以“SMART”

智慧教室为原则，以未来教室分区为依据，设计幼儿智慧教室。

5．2．1幼儿智慧教室环境设计

(1)课桌椅合理摆放

课桌和椅子的选用应符合人体工学，课桌的选择是多元的，常用的课桌为长

方形，方便移动和拼接。椅子不能采用同一个标准，需根据学生的身体情况，对

椅子的高低可做调整。《信息技术环境下学与教方式变革：“以学生为中心”的教

育探索》一书提到：空间内桌椅的摆放与活动中师生互动有密切的关联，特定的

桌椅摆放更适合某种方式的学与教【971。课桌的排列需根据课堂教学要求进行调整，

可供参考的几种教室布局有：行列式排列、小组式排列、圆形排列、U行排列(马

蹄形排列)、会议式排列、自由式排列、弧形式排列、扇面式tIl：N等。科学的座位

安排满足二六经验法则，幼儿的座位和屏幕之间的距离介于两个屏幕的宽度和六

个屏幕的宽度之间【981。

行列式(图5．7)、弧形式(图5．8)，适用于集体讲授学习。

小组式排列(图5．9)，适用于分组合作学习。

弧形式、U形(图5．10)、会议式(图5．11)、圆形排列(图5．12)，适用于游

戏化学习，角色扮演、语言对话等。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环境设计取向决定了幼儿园座位的摆放要兼顾集体学习、

小组学习和个体学习的需要，多采用模块式、马蹄式、方形或圆形等排列方式凹J。

图5．8 t亍Tjll式排

苎。菥db
JJ己[]

一1 r—]E一，

图5．10小组式排列

图5．9弧形式排列

图5．1l U形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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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口

口口

口口

口团

口田

口皿

口皿

口[_0

几皿

口皿

口团

口皿

图5．12会议式排列

(2)教室空间风格

幼儿对校园空间环境的感知质量差距越小，则空间环境感知质量越高。如果

实际校园空间环境超过了幼儿预期，他们不仅满意，而且会很高兴地沉浸其中，

并充分利用舒适的环境[ioo]。艺术环境的设计对人的发展的根本作用在于满足和提

高人的审美需要，提高人的审美能力，使人的审美生活成为可能。首先，应创设

生动的自然探索空间，以体现自然之美。其次，应善于营造丰富的生活游戏空间，

凸显生活之美。第三，应构建专门的艺术创作空间，以展示艺术之美【10¨。

为小班创造一个温馨舒适的成长环境，在空间设置和分隔处，可以多用沙曼、

布帘等，营造温馨舒适的学习氛围。造型设计以夸张、可爱的动物形象或卡通形

象为主，营造充满幻想色彩但不缺乏整体美感的幼儿乐园。为中班创造一个互动

的游戏环境。与小班相比，中班幼儿更需要丰富多彩的活动领域，因此他们可以

建立语言领域、艺术领域、科学领域、数学领域、操作领域、音乐领域等。为大

班学生创造一个合作探究的学习环境，使大班学生更好地了解周围的世界。以积

极的求知探究态度，热爱学习、探究、合作意识、规则意识逐渐增强，阅读兴趣

明显增强，创新欲望更强，因此大班教学应以合作探究学习为主。提供多种材料

可以供专题方式的学习【102】。小班教室和大班教室环境如图5．13和图5．14。

列

[

排斯一形一已圆一一3～l哑孓、c图

√一j，1_～旺

万方数据



四川I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图5．14小班教室

图5．15大班教室

(3)智慧学习环境中的教室环境设计

智慧学习环境利用智能空调实时监控和调节室内空气湿度、温度、气味、有

害气体等物理环境因素，为学习者提供舒适、健康的物理环境。

通过监控系统采集教室内的活动画面，教育工作者和家长能动态查看幼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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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活动情况。教室内安装多面幼教交互式电子白板，每个幼儿拥有电子书包。课

桌可有多种组合和摆放形式，教室内设置多个分区，科学区、展示区、互动区等。

校园网络是智慧学习环境的基本保障，物联网系统保障教室的安全与教室的数据

采集与分析，云计算平台提供强大的的数据存储和分析能力，人工智能分析技术

在环境中的应用将提供智慧化的服务。智慧教室一角如图5．15。智慧教室平面图

如图5．16。

感妯

设备

图5．16教室一角

图5．17智慧教室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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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幼儿智慧学习环境中科学区用到的增强现实技术，需要配备增强现实眼镜，

如图5．17。在幼儿的学习中，以直接经验学习为主，增强现实弥补了教室内环境

的局限，延伸了幼儿对教室可感知的范畴。

5．2．2智慧学习环境中的学习资源

智慧学习环境拥有丰富的学习资源库，以供学习和教学所用。学习资源存储

在云端和学生端，幼儿的学习资源包括：文字、音频、动画和工具等。智慧学习

环境为幼儿提供了一个富媒体环境(图5．17)。根据幼儿学习现状和学习兴趣，智

慧学习环境将推送相关资源。

图5．1 8富媒体环境

5．2．3智慧学习环境中的学习活动

通过摄像头采集教室内学生信息，自动在学生考勤系统中更新学生数据。人

脸识别平台可完成人脸检测、人脸识别功能，并实现人脸数据库的创建、修改以

及查询【103l。智慧学习环境利用视频人脸识别，建立该班幼儿的人脸数据库，通过

教室内采集到的视频数据完成人脸检测和识别。该功能可动态监测学生的出勤情

况和离开教室情况。

立足于虚拟现实可感知、可定位、可操作的人机交互特点，增强现实技术减

少了环境建模环节，有效提高了虚拟三维建模的效率、灵活性和逼真性，也由此

产生一些新的关键技术，如显示技术、三维注册技术、虚实光照一致性技术、跟

踪注册技术、自然交互技术等【l洲。第一，幼儿学习环境创设应融入学习活动的过

程当中；第二，虚实环境的搭建需拆装方便，便于空间的高效利用；第三，运用

多种方式调动幼儿的全面感知和参与；第四，注意满足幼儿个性化学习和成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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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值得指出的是，增强现实系统是学习方式的补充，不能完全替代实物。

电子书包在幼儿学习中的应用，提高了幼儿的学习兴趣，也为幼儿提供了丰

富的学习资料，并且记录幼儿学习过程。

幼儿在智慧学习环境的学习活动方式是多样化的，包括视听学习、合作学习、

探究学习和小组学习等。在学期教育中，学习任务包含五大模块：科学、艺术、

社会、语言和健康。幼儿在智慧学习环境中的学习活动如图5．18。

图5．19智慧学习环境中的学习活动

5．3幼儿智慧活动室环境设计

幼儿园智慧活动室是指以尊重幼儿的需求与权利为原则，适宜幼儿活动开展

的环境。幼儿在活动室中能够安全友好的活动、玩耍、互动交流。智慧学习环境

将记录幼儿活动过程、提供合适的工具和资源，提升幼儿对空间的的感知能力，

形成良好的幼儿与学习环境的关系。

5．3．1智慧学习环境中的活动室环境设计

智慧学习环境利用利用智能空调对室内空气湿度、温度、气味、有害气体等

物理环境因素进行实时监测和调节，为学习者提供一个舒适健康的物理环境。

游戏是人类的天性，它教会幼儿理解常识、激发想象力、创造力、交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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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积累经验。友好活动室的核心特点是“玩”。如何从儿童的行为入手，利用

幼儿园环境的营造，让儿童在活动室中自发地玩耍，强化幼儿作为“主人”的空

间语言和设计特征，将是营造友好氛围的关键。营造良好的幼儿园环境不仅关系

到活动室环境的布局，它有着更广阔的范围，它并不局限于活动材料要放在不同

的区域。

活动室的根本目的是为幼儿在室内提供了活动和锻炼的场所，如图5．19为S

幼儿园活动室。

图5．20S幼儿园活动室

智慧学习环境理论指导下的幼儿智慧活动室平面图(图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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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1智慧活动室平面图

5．3．2智慧活动室中的幼儿活动

智慧学习环境支持下的幼儿活动室，智慧性体现在：识别幼儿特征、感知活

动室环境、记录活动过程、提供恰当的活动工具。根据幼儿活动能力，确定活动

目标，并制定活动方式。例如：有的幼儿腿部需要锻炼，应多练习弹跳或者跑步

等运动；有的幼儿肢体协调能力较差，可以选择跳绳等运动。幼儿智慧活动室学

习活动模型图5．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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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2幼儿智慧活动室学习活动模型图

5．4幼儿智慧绘本室设计

绘本，外来语，即图画书，该词语取自日语中图画书的叫法“充段允”的汉

字写法“绘本”，顾名思义就是“画出来的书”[107]。绘本主要是绘画和少量文字

组成的书籍。绘本不仅可以讲故事、学习知识，还可以帮助儿童建立丰富的精神

世界，发展多元方向的智能。绘本是发达国家儿童读物的首选。绘本被称为是最

适合儿童阅读的书。

绘本在幼儿早期阅读习惯的培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绘本主要以文字少

而图片丰富为特征。绘画传达故事情节，比普通纯文本形式更能激发儿童的兴趣，

它也符合幼儿早期阅读的特点和习惯。绘本还可以激发孩子的想象力，帮助孩子

培养创造力。通过绘本，幼儿也丰富了他们的语言体系，并从中学习。在知识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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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的多元化社会中，儿童需要培养积极的学习精神和吸收消化知识的想象力，而

绘本是培养这些能力的最佳媒介。

5．4．1智慧学习环境中的绘本室环境设计

智慧学习环境支持下的绘本馆除了其本身具有的优点以外，也应继承智慧学

习环境的特征。智慧学习环境是技术支持下的环境，于绘本馆的图书有唯一的编

号，方便借阅和查找。在该绘本馆中将运用身份识别技术，智能推送适合幼儿阅

读的绘本。幼儿文字识别量少，绘本馆提供相对应的音频和视频，使绘本更直观

的、更清楚、更有趣。在绘本阅读系统中，可以把优秀的绘本分享给他人。增强

现实技术在绘本馆中的应用，提高阅读体验，使阅读更形象化、趣味化。在S幼

儿园绘本馆基础上创设智慧阅读环境，智慧绘本馆模型如图5．26。

图5．23智慧绘本馆模型

5．4．2智慧绘本室的幼儿阅读

智能中央空调系统支持下的绘本馆，拥有健康、舒适的阅读环境。幼儿通过

门禁，进入绘本馆。绘本馆内的阅读机将推送适合该幼儿阅读的绘本，有纸质版

和电子版可以选择。电子版的绘本直接在阅读机上阅读，或者是发送到该幼儿的

电子书包。纸质版的绘本通过物联网技术能快速找到需要的那一本，并且可以通

过点读机辅助阅读。在绘本中的物体可以通过3D打印机打印，复杂的操作需要在

老师的帮助下完成。幼儿通过门禁离开绘本馆，门禁系统会记录幼儿停留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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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的阅读记录和阅读偏好将会被保存在服务器中。

5．5幼儿智慧操场环境设计

操场是幼儿学习环境的主要场所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智慧操场上不用

架设摄像机位，更不用直播车传送数据，家长和老师打开手机就可以看到各个视

角的运动画面，就能实现幼儿锻炼或者是上课的录制和直播。利用幼儿随身携带

的智能穿戴设备，可实时记录运动数据。

第一，跟踪某一个幼儿的运动情况。

幼儿的活动情况；

智慧幼儿园操场有如下功能：

家长或者老师可重点关注某一个或几个

第二，实时给家长提供每个幼儿运动情况。通过手机可同步知道幼儿的动向。

第三，幼儿园智慧操场提供幼儿运动数据统计和分析，输入幼儿的编号可查

看运动数据，数据可长期保留至云端。

5．5．1智慧学习环境中的操场环境设计

智慧学习环境支持下的智慧操场，智慧性体现在：识别幼儿特征、感知室外

环境、记录活动过程、提供合适的活动工具。在操场中的活动工具丰富，包含幼

儿推车、安全自行车、篮球等，如图5．23所示。

图5．24小型学具

幼儿活动工具不仅仅指可移动的小型学具，也包含不可随意移动的大型组合

学具，有滑梯、平衡木、跷跷板等。图5．24为大型组合学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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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5大型组合学具

室内的智慧学习环境利用智能空调实时监控和调节室内空气湿度、温度、气

味、有害气体等物理环境因素，为学习者提供舒适、健康的物理环境。但是，室

外的环境却不好控制。因此，智慧学习环境能检测室外环境是否适合幼儿户外活

动。

移动网络覆盖整个幼儿园，当然也包括操场的网络覆盖。操场是幼儿极易发

生摔倒和碰撞的地方，为了防止对幼儿的伤害升级，监控系统检测到摔倒的发生

会自动提醒教师。操场也应和教室一样拥有多媒体系统，幼儿在运动的过程中，

伴随优美的或者是有节奏感的音乐。多媒体系统便于教师播放教学中需要的素材，

使课堂更趣味化，更具有吸引力。幼儿运动跟踪系统，实时记录运动数据。可在

操场上使用的玩具和教具较多，选择玩具和教具要以安全性、教育性和趣味性为

指南。户外环境监测系统实时显示户外是否适合活动，监测内容包含：天气情况、

空气质量等情况。

智慧操场平面图如图所示(图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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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6幼儿智慧操场平面图

5．5．2智慧操场中的幼儿活动

体育活动作为人类社会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

发展于人类的游戏活动，形成于人类的社会化生产[106】。体育活动课是幼儿在幼儿

园中学习的一门重要课程，是保障幼儿有一个健康身心状态的课程。利用幼儿随

身携带的智能穿戴设备，可实时记录运动数据，通过记录的数据，云端将分析运

动数据，得出运动偏好，并给出运动建议。操场上的多媒体系统可播放活动所需

要的音乐或者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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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研究总结与展望

6．1研究工作取得的成果

随着教育信息化水平的提高，许多信息技术的概念和工具进入到学前教育领

域，智慧学习环境、智慧校园已经越来越被大家所接受。技术推动社会的进步和

变革，从传统教室环境到多媒体教室环境，从多媒体教室环境到虚拟学习环境、

智慧学习环境，技术的成熟和不断发展推动教育技术的不断进步。虽然研究处于

理论假设和环境设计层面，但其教育意义和研究价值是值得肯定的。

论文研究的核心内容包括探究幼儿智慧学习环境的关键技术与环境特征，依

据学习和教学相关理论与活动的相关规律对幼儿智慧学习环境设计产生的启示，

设计幼儿智慧学习环境。本论文主要的研究内容及研究过程为：

首先对国内外智慧学习环境、幼儿园学习环境进行研究综述，发现幼儿智慧

学习环境的相关规律，掌握当前智慧学习环境建设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以便为设

计幼儿园智慧学习环境提供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从幼儿园物理环境、技术应用、

幼儿实际需求情况进行分析。从幼儿园的本质特点和数字化幼儿园属性出发，探

究技术在幼儿园中的应用，为幼儿园智慧学习环境设计奠定基础。

其次，通过文献整合与分析总结出幼儿园智慧学习环境的特征。通过对成都

市S幼儿园个案研究与分析，探究幼儿园智慧学习环境的设计，从而得出设计幼

儿园智慧学习环境的方法。

最后，通过对成都市S幼儿园个案研究与分析，探究幼儿园智慧学习环境的

设计，从宏观的智慧幼儿园全局设计到具体的幼儿园智慧教室设计。以智慧学习

环境为设计主旨，感知学习情景、识别学习者特征、提供合适的学习资源与便利

的互动工具、自动记录学习过程和评测学习成果，目的是为了科学有效的构建幼

儿园学习环境。保持幼儿园智慧学习环境趣味性、科学性，激发幼儿学习潜能，

减少幼儿认知负荷，促进幼儿有效学习。初步得到幼儿园的智慧学习环境模型和

研究发展方向，为今后的幼儿园智慧学习环境的实践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6．2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6．1．1研究的创新

国家大力发展基础教育信息化，学前教育属于基础教育的一部分，也应为信

息化的重点对象。然而，幼儿园学习环境参差不齐，没有系统的数字化幼儿园学

习环境的建设或设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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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幼儿学习环境研究，主要从幼儿园整体物理学习环境和课堂环境方面展

开研究。幼儿园信息化的研究还远远落后与其他阶段的教育研究，学校信息化研

究以高校最具代表性。本研究是在高度信息化的前提下，以智慧学习环境为依据，

探究幼儿园智慧学习环境设计。从幼儿的成长规律、幼儿学习环境出发，挖掘幼

儿智慧学习环境设计的可能，实现幼儿智慧学习与学前教育的长远发展。

6．2．2研究的不足

本文基于幼儿学习环境和智慧学习环境的文献综述之上进行理论研究，以成

都市S幼儿园为个案研究分析对象，缺少实践领域的指导和已有幼儿智慧学习环

境作为依据，研究难度较大。仅仅从智慧学习环境的角度设计幼儿智慧学习环境

是远远不够的，研究停留在设计假设层面，缺少实际应用效果作为支持。在之后

的研究中，需对环境研究设计做进一步验证。

由于笔者理论学识与专业设计水平的局限，对于幼儿智慧学习环境设计研究

还有很多不足和缺憾，希望今后有更多的研究者对此课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实践。

6．3研究展望

幼儿时期是一个人一生中重要而关键的成长阶段。让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幸福、

健康的童年，是每个家庭和社会的美好愿望。幼儿时期是培养习惯、健全人格、

启发思维的关键时期。如何为幼儿营造出适宜的智慧学习环境，本文从智慧学习

环境和幼儿学习环境理论展开研究，以成都市S幼儿园为实例，对幼儿园环境进

行设计。幼儿园智慧学习环境的设计不仅是对幼儿园环境设计的补充，也使智慧

城市建设更加完整。我国智慧城市发展迅速，但幼儿园的环境设施及教学理念相

对落后。因此，幼儿园智慧学习环境设计的研究成为一个需要引起更多关法与重

视的现实研究课题。

在后续研究中更加针对性的进行相关实践研究，验证理论的真实性。希望未

来能够建成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学习环境，进一步深入研究幼儿教育信息化和智慧

化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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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附录

附录1：访谈提纲(老师)

老师，您好!我是四川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应届毕业生，正在进行一个

关于幼儿智慧学习环境的研究，想邀请你用几分钟的时间帮忙回答如下几个问题。

相关的数据和信息对我的学术论文非常宝贵，该信息仅用于毕业论文研究，不会

对外泄露，请放心回答。

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

a．老师基本信息

年龄： 教龄： 职称：

毕业学校：

b．老师对幼儿信息化学习环境的观点

1．如何选择教学活动的内容?

2．如何看待电子书包、物联网等技术在幼儿学习中的应用?

3．如何创设教学活动环境?

4．用什么方法来保证幼儿的充分参与?

70

c．影响幼儿学习环境的因素

1．老师的教学风格对幼儿有什么影响?

2．您平常会与其它老师讨论如何改善幼儿学习环境吗?

3．如何知道幼儿是否喜欢这堂课?

4．您认为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幼儿的学习环境?

5．您对幼儿现在的学习环境有一些什么意见或者看法?

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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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2：访谈提纲(园长)

老师，您好!我是四川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应届毕业生，正在进行一个

关于幼儿智慧学习环境的研究，想邀请你用几分钟的时间帮忙回答如下几个问题。

相关的数据和信息对我的学术论文非常宝贵，该信息仅用于毕业论文研究，不会

对外泄露，请放心回答。

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

a．老师基本信息

年龄：一 教龄：—— 最高学历：——
参加过的领导培训：

b．园长对幼儿信息化学习环境的观点

1．幼儿教师在入职前应该参加哪些培训?

2．贵校有哪些方式来改善幼儿学习环境，能举个例子吗?

3．如何看待电子书包、物联网等技术在幼儿学习中的应用?

4．贵校幼儿的学习环境有哪些优点?

5．又有哪些可以更进一步的措施?

c．影响幼儿学习环境的因素

1．贵校在幼儿学习环境建设方面有哪些经验?

2．对现在幼儿园学习环境的一些看法(不局限于本园)

3．在您看来，哪些因素会影响幼儿的学习环境?

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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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硕上学位论文

附录3：观察记录表(随机观察)

记录同期 对象(事件) 详细描述 智慧学习环境设计思路

72

万方数据



附录

附录4：观察记录表(有目的观察)
记

录 学习
学习过程

被观察者互动 幼儿学习 学习物理环 智慧学习环
日 内容 情况描述

运用的学习资源
评价 境描述 境设计‘思路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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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硕上学位论文

致谢

转眼间，研究生学习生活即将划上圆满的句号。岁月匆匆!时光荏苒!，在此

论文完成之际，有激动有感激!研途的点点滴滴还历历在目，有老师做学问的坚

持，有朋友同学的帮助和关怀，有家人的默默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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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论文是在陈金华教授悉心指导下完成的，从研究课题的选定、资料的收集、

论文的思路、目录的修订及论文的修改到论文的最终完成，导师都给予了悉心的

指导。在读研期间，陈老师都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经历。老师的每次鼓励和指导，

让我能克服学习中遇到的困难。

同时，感谢黄家荣老师、顾倩颐老师、向茂甫老师、张养力老师在论文初期

提出的宝贵建议，使我加深了对论文选题的认知和理解，也使论文结构更加合理。

此外，我还要感谢计算机科学学院的所有老师，是他们传授给了我知识，才

有了论文写作的基本条件。

感谢所引文献的作者，正是在他们研究和探索的基础上，我才能继续学习，

形成自己的观点。感谢祝智庭教授利用宝贵休息时间对于我论文写作中遇到的问

题进行当面答疑并给予宝贵的建议。

感谢成都市S幼儿园的所有老师和领导对我完成学位论文研究的支持，是他

们的无私分享我才能进行个案研究，并从中得出许多有益启示。

同时，感谢所有给过我帮助和支持的人。感谢师兄师姐，虽然他们己经毕业

离校，但是曾经给予的帮助我仍记于心。感谢我的研究生同学们，我们一起讨论、

一起学习、互帮互助，实验室203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感谢家人对我一直以来的支持，是他们无私的关心和付出让我顺利完成学业，

家人永远是我坚强的后盾。

最后，感谢参与本次论文答辩和评审的各位专家和老师们!感谢您们对我提

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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