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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学前教育信息化建设是大力发展学前教育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教育信息

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提出，“要推动幼儿园实现基础设施、教学资源、

软件工具、应用能力等信息化建设与应用水平的全面提升。”信息技术的应用，也将

优化幼儿园教育活动。音乐教育活动作为幼儿园艺术领域的重要活动之一，能够促

进幼儿音乐素养的发展，对幼儿的全面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针对当前信息技术在音乐教育活动中的应用情况，本研究以武汉市四所幼儿园

教师的音乐教育活动为研究对象，采用观察法、内容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

法，对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进行观察、录像，并根据不同维度对录像进行数据统计，

以期探究信息技术在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中应用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进而为学前

教育研究者及幼儿园教师提供研究经验和可行的建议。研究结果显示，信息技术在

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中应用的优势体现在信息技术能优化教学效果、提高幼儿的主

体地位和促进幼儿园教师信息素养提升；信息技术在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中应用存

在的问题体现在优质的音乐教育资源匮乏、幼儿对音乐的感受和体验有限、信息技

术应用的手段单一和幼儿园教师整体的信息素养及音乐素养有待提升。最后，针对

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建议。首先，从信息技术的角度来说，整合各种优质资源，加

快构建资源共享平台；其次，从幼儿的角度来说，强调幼儿对音乐的感受和体验及

其主体地位；最后，从教师的角度来说，加强教师信息素养和音乐素养培训的有效

性。

关键词：信息技术；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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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of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ECE)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vigorously developing ECE．《Outline ofthe national medium—and long-term plan

for educationreform and development(201 0-2020)))states that to promote the kindergarten

to achieve infrastructure，teaching resources，software tools，application ability and other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level of the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The

useof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ICT)will also optimize kindergarten

educational activities．As one of the important activities in the kindergarten art area,music

educational activities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children’S music quality and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ir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 view on the use of lCT in music educational activities currently,fourkindergartens’

music activities in Wuha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n this study．The observation method，

content analysis and case analysis method，were used to observe and record music

educational activities by video in four kindergartens．And data statistics were conducted

on these video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dimensions，in order to explore the advantage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use of ICT in kindergarten music educational activities．Then，to

provide research experience and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ECE researchers and early

childhood(EC)teachers．The results show that，the advantages of the use of ICT in

kindergarten music educational activities are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optimizing teaching

effecL improving children's subject status and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EC teachers’

information literacy．And，the USe of ICT in kindergarten music educational activities is

also insufficient,which is reflected in four aspects：firstly,high-quality music teaching

resources are scarce；secondly,children’S feelings and experience of music are not enough；

thirdly,the use of lCTin kindergarten music teaching activities is single；finally,the overall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music literacy of EC teachers need to be improved．At last，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Firstl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CT，integrate various high—

quality resources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resource-sharing platform．Second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children，itemphasizes children’S feelings and experience ofmusic

and their subject status．Finall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 teachers，the effectivenes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music literacy training should be strengthened．

Keywords：ICT；Kindergarten Music Educational Activities；Use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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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绪论

1．学前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需求

随着教育部陆续将“人工智能”、“3D打印”、机器人教育和编程教育等推进中小

学课堂，教育信息化在我国发展到了新阶段，也有了新要求。《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

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的目标任务指出，“教师要主动适应信息化、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变革，积极有效开展教育教学。”①学前教育信息化建设也是教育信息化不可

缺少的一个部分，教育部在2012年印发的《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 1-2020

年)》中提出，“要推动幼儿园实现基础设施、教学资源、软件工具、应用能力等信

息化建设与应用水平的全面提升。②，’除了国家层面的决策支持外，一些发达省市地

区如北京、上海、江苏等地，也颁布了地方性的政策文件对此做出更明确的要求。

在此背景下，各地积极参与实践探索，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

尽管以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幼儿园、家庭中普及速度极快，国家和

地方层面也给予决策支持，但信息技术在幼儿园的实际应用仍处于发展初期。随着

硬件设施和配置的不断完善，资源库与管理平台的建设等信息环境的逐步优化，学

前教育信息化也应有更进一步的发展，理论指导和实践应用都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

究。在教育教学方面，应改变以往将信息技术仅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帮助幼儿园开展

各个领域教育活动的观念，应创新应用，探索信息技术与幼儿园教育教学的深度融

合。这就要求幼儿教师转变原有的教育理念，更新知识结构，提升教学能力。然而，

当前幼儿园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仍存在不少问题。可以说，我们不缺技

术，缺的是用好技术的方式和方法。

2．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中信息技术应用的现实需求

音乐有其独特性，它是声音的艺术，不具备语义性和造型性，而是强调感性的

审美和理解。对音乐的理解过程是心理体验的过程，在体验中产生联觉，从而产生

联想。因此，在学前儿童音乐教育过程中，感性体验是主要的。然而，幼儿园传统

音乐活动的教学方式使得幼儿对音乐本身的感受和体验有限，“教师弹唱”、“幼J L,足E

唱”这种传统音乐活动教学形式不利于充分调动幼儿的积极性，不利于发展幼儿的

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EB／OL]．(2018-l-．20)[2019．-3—271http／／州v
w．mce．gov．cn／jyb』wfb／moc_1946偈_2’．018／20180l／t2018013 1_326148．．html

②《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EB／oL】．('2012-3—13)[2019-3--271http．'／／www．moe．gov．cn／publicfilcs
／business／htmlfiles／moc／s3342／201203／xxgk．_1333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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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性。幼儿对音乐的接受是一种由抽象听觉到形象感受的过程，幼儿的思维特点

决定了他们感受美、欣赏美的能力不同于成人，需要借助一定的中介多方位刺激幼

儿的生理感官，激发其积极的心理因素。而信息技术应用在音乐教育活动中的应用

能弥补“教师弹唱”、“幼儿跟唱”这种教学形式的不足，利用声、形、画等信息技术

手段激发幼儿对音乐的学习兴趣，改变传统音乐教学活动中单一的音乐表现形式，

减轻教师一人分饰几角的教学负担，帮助扩展幼儿学习领域。因此，有必要在音乐

教育活动中应用信息技术。

自“九五”规划以来，“提升教育信息化水平”、“加强教师信息素养”等口号喊响

多年。直至2018年4月13日教育部印发的《教育信息化行动计划2．0》指出，我

国教育信息化取得了五大进展、三大突破，我国教育信息化水平取得丰硕成果。但

同时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以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为例，笔者在调研过程中观察到：

首先，幼儿园教师对待“学前教育信息化”、“幼儿园信息化教学”等方面的正确认识

有待加深。其次，幼儿园教师信息素养有待提升，其设计与组织的信息化教学形式

较为单一，信息化设备的操作不熟练甚至不会使用，并且多媒体课件设计与制作、

相关素材的搜集能力都比较欠缺，职后培训收效甚微。再次，很多幼儿园配备了不

少信息技术设备，但仍处于信息技术与教育领域结合的第二个阶段——计算机辅助

教学阶段(CAI)，部分幼儿园以“信息技术”、“多媒体”为主题进行的幼儿园教科

研本质上也是探究信息技术如何辅助幼儿园教育教学，教育活动以教师为中心的讲

授和操作为主，没有改变教学的基本方式，没有将信息技术融合进幼儿园的各种活

动，使之成为幼儿学习、游戏和生活环境的一部分。可以说，离信息技术与教育领

域结合的第四个阶段——整合，还有很远的距离。

综上所述，首先，观摩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的过程使我产生探究如何更好地在

音乐教育活动中应用信息技术的想法。此外，在教育信息化2．0时代背景下，要求

幼儿园教师拥有创新信息化音乐教育教学的能力，更加深入地将信息技术融入幼儿

音乐教育活动中。因此，我最终选择探究信息技术在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中的应用

情况，为信息技术与教育领域的进一步整合奠定基础。

(二)研究意义

。

1．理论意义

本文在对已有文献的总结和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信息技术在幼儿园音乐

教育活动中的应用情况，总结信息技术在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中的优势和存在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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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丰富信息技术与幼儿园教育教学、尤其是与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相关的应用研

究，为推动学前教育信息化发展乃至信息技术与学前教育领域的整合提供研究经验。

2．实践意义

对幼儿园教师来说，信息技术的应用无疑更多是实践层面的，了解目前信息技

术在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中应用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幼儿园及幼儿园教师

更加客观地认清自身的信息技术应用情况，理清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也有利于提升

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也为更好地在音乐活动中应用信息技术提出有建设

性的、可行的建议，为进一步的应用提供决策依据，以便更好地优化教学效果继而

促进幼儿地身心发展。另一方面，为其他幼儿园在音乐教育活动中应用信息技术提

供参考，也对信息技术在幼儿园其他领域的应用有所启发，对出现的共性问题及时

规避解决，有利于信息技术与幼儿园教育教学进一步整合。

本研究关注的是信息技术在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中的应用情况，探究具体的信

息技术在不同信息化环境下应用的优势，以及信息技术在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中应

用存在的问题。期望能进一步提高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继而优化教学效

果以便更好地促进幼儿的身心发展，也为信息技术与教育领域深度融合做一些探索

性工作。对此，本文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分为三个方面。

1．信息技术与教育领域结合的相关研究

众所周知，国外的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起步较早，发展较快。一些发达国

家很早就开始探讨和研究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并出台了很

多相关政策，开发了相关的课程和软件，制定了适宜于各年龄段发展特点的课程目

标。美国最早将信息技术应用于教育领域，开辟并发展了媒体技术教学、个别化教

学、教育技术等新领域，其教育技术学学科发展脉络清晰完整，影响深远，为世界

其他国家所借鉴的对象。在此，或许可以从美国教育技术学的发展演变来看信息技

术是如何与教育相结合。

美国将信息技术应用在教育领域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其一，应用照相技术、

幻灯机、无声电影等媒体进行教学的视听教学运动推动了各类学习资源在教学中的

应用；其二，以利用教学机器的程序教学为代表的个别化教学促进了个性化教学的

形成；其三，教学系统方法的发展促进了教育技术理论核心——教学设计学科的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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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①’’这三方面虽然起源不同，但在发展过程中融合为一体，到20世纪七十年代，

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系统而完整的领域和学科，即教育技术学。1993年，美国政府提

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综合化信息服务体系和推

进信息技术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尤其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1996年，美国

发布了第一份国家信息技术教育报告《让美国学生为21世纪做好准备，迎接技术

素养的挑战》(Getting America's Students Ready for the 21st Century：Meeting the

Technology Literacy Challenge@)，报告对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使用信息技术做出规

划。2017年，美国教育部在《1998．2002年教育发展战略规划》中提出“到2002年

为止所有教室都连上互联网，并完成网络技术的脱盲”。2000年秋季，美国公立学

校入网率达98％，教室计算机联网率达77％，至此美国己基本完成了中小学信息化

硬件基础的建设，为教育信息化的全面实现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③'2000年，美

国提出第二份信息技术教育报告《E．1earning，将世界～流的教育放在所有孩子的指

尖上》(E-Learning,Putting a World-Class Education at the Fingertips ofAll Children④)，总结了

1996年的教育信息化计划的实施情况，并提出今后的目标。在此后二十几年问，美

国陆续发布各种政策文件以支持教育信息化发展，尤其是不断更新、修改《国家教

育技术计划》(National TechnologyPlan)，最新为2017年版本。⑤这是指导美国发

展教育技术的纲领性文件。其他国家也都陆续发布或是启动各项关于教育信息化的

行动计划、项目。

在我国，教育技术在九十年代以前被称作“电化教育”，如今也偶尔见到此说法。

1919年有人开始在教学活动中使用幻灯片，这标志着我国电化教育的开端。e1936

年，各地选派学员参加教育部举办的电化教育人员训练班。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也陆

续使用“电化教育”这一名称，内涵是“电影教育与播音教育”。1949年，文化部科学

普及局成立了电化教育处，负责全国电教工作。此后，各级各类电教馆、广播函授

大学、广播电视大学相继成立并开展大量工作。1958年开始逐步由各地电教馆组织

①何克抗，李文光．教育技术学I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2—57．
圆United States．，&EducationaI Re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U．S．)．(1996)．GettingAmerica's Students Readyfor

the 21st Century：Meeting the Technology Literacy Challenge．Washington，DC：U．S．Dept．ofEducation，Office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Retrieved April 8．20 l 9，from httos：／／eric．ed．gov／?id=ED398899

@张豪锋，葛晨光．信息技术及其教育应HI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7-9．
④United States．，&EducationaI Resouro嚣lnfcIrmation Center(U．S．)．(2000)．E-learning：Putting a world-c

lass education at the fingertips of all children：the national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lan．Washington，D
C：U．S．Dept．of Education，OffiCC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Retrieved April 8，20l 9，from httos：／／eri

c．ed．gov／?id=ED444604

@United States．，&Educational Re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U．S．)．(20 l 7)．National Education Technology Plan．

Washington，DC：U．S．Dept．of Education。0ffice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Retrieved March 27，20 1 9，from

httos：／／tech．ed．gov／netp／

@李芒，金林，郭俊杰．教育技术学导论[MI．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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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推广电化教育活动，在中小学推广幻灯、广播、电影等工具和手段辅助教学。然

而，八十年代以来，国内有学者认为“电化教育”这一词违背教育技术的系统观，缺

乏教育系统方法的研究和应用，容易引起国外学者的误解，认为我国的电化教育停

留在视听媒体教学阶段。经过讨论，考虑到电化教育的民族特色和群众基础，决定

对外一致使用“教育技术”，对内两种名称并用。并将我国的“电化教育”专业更名为

“教育技术学”专业，相关组织和机构也陆续更名。

在我国信息技术与教育结合的相关理论研究中，比较典型且具有影响力的研究

之一是北京师范大学何克抗教授开展的“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创新试验”，旨在将以

计算机网络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作为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工具，进而改革传统的以教

师为中心的教学结构，构建新型的“主导——主体”教学模式，最终实现技术教育的

根本性变革。还有，李克东教授及其团队长期从事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试验与研

究，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有效的“数字化学习理论”。祝智庭教授及其团队提出“协

同学习理论”，开发出一种面向知识时代、能很好地适应知识与技术发展的新型学习

技术系统。黄荣怀教授及其团队在“移动学习理论”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并提出和

“TEL五定律”。此外，桑新民教授从人类社会发展与哲学的角度提出的创新“学习方

式”观，余胜泉教授等人提出的变革资源组织形式与传统学习方式的“学习元”理论等

等。

在实践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实践有2000年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工作会议

明确提出要普及信息技术教育，实施“校校通”工程。为中西部农村中小学配置适合

远程教育模式的信息设备，我国于2013年开展了“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

在师资培训方面，教育部在2013年实施了“全国中小学(含幼儿园、中职)教师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在各省市开展教师培训。近年，教育部还相继印发《教

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2012年)、《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提升工程的意见》(2013年)、《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试行)》

(2014)、《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2016年)、《教育信息化行动计划2．O》(2018

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2019)、《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

年)》(2019)、《教育部关于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2．0的

意见》(2019)等文件作为政策方面的支持。有了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支持，各级各类

学校的多媒体教室、校园网、智慧教室的建设，各种在线教育、远程教育、翻转课

堂等教学形式的发展方兴未艾。

综上所述，美国将信息技术应用在教育领域的范围非常广泛，不仅是技术方面

的运用，更是包含了学习理论、课程开发、教学过程设计、教学管理等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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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技术这一学科由此发展与繁荣。而我国在引进视听教育时，考虑到国情不同，

只引进了视听教育的部分内容，因此导致了我国在将信息技术应用在教育时，更注

重信息技术促进教学过程的最优化，强调教学设计，服务于教学目标。虽然有诸如

何克抗教授这类学者开始研究学习理论、教学系统方法和教学结构，但总体来说我

国计算机辅助教学的特色较为鲜明，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处在第二阶段一‘教学应
用”阶段，强调信息技术在教学过程中的应用，并通过这种应用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

学习能力。此外，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与教育领域相结合也有四个发展阶段：

计算机素养培养阶段、计算机辅助教学阶段、计算机辅助学习阶段、信息技术与课

程整合阶段。美国已经步入第四个阶段，探索信息技术如何与课程深度整合。而我

国普遍处于第二阶段，甚至大批教师的信息素养、教育技术学知识有待提升，少数

有条件的地区处于第三阶段。与其他行业相比，教育自身的惰性较大。先进的技术

和工具在其他领域获得了巨大成功，但在我国教育领域的发展稍显缓慢。

2．信息技术应用在幼儿园的相关研究
‘

学前教育作为教育系统的组成部分，自然而然受到教育信息化的影响。我国信

息技术应用在教育领域晚于发达国家二十余年，学前教育领域的信息技术研究更是

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才成为关注的议题，晚于中小学十余年。然而早在1996

年，美国幼儿教育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Young Children，

NAEYC)就发布了一份针对信息技术与幼儿教育结合的报告，即《技术与3．8岁儿

童》(Technology and Young Children—Ages 3 through舻)，“报告探讨了幼儿、幼儿

教师、家庭等八个方面的问题，并提出计算机技术是助推器，起到的是辅助而非替

代作用，而且如果适宜地使用，计算机技术能够促进儿童的认知和社会性发展。②"

美国的幼儿园教室也相应设置了计算机或技术区，要求安装有发展适宜性软件的计

算机。教师需要接受技术培训，并对硬件和软件进行认真选择，教师要提高幼儿使

用计算机的兴趣和技能。2003年，有统计显示信息技术设备在美国幼儿园中已基本

普及，计算机在幼儿园中得到广泛运用。@2012年，NAEYC在前一份报告的基础

上发表新的声明，进一步完善了技术与学前教育深度融合的理论基础。④同年，

国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Mren．．(1996)．Technology and Young Childre卜Ages
3 trough＆Washington，DC：U．S．Retrieved March 27，2019,，from http-／／oldweb．naeyc．org／aboutlposition／P

S1ECH98．asp

圆郭力平．信息技术与早期教育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0-41．
@张晶，俞芳．幼儿园信息技术应用的研究综述【J】．教学仪器与实验，2010(1)．
西National Association t’or the Education ofYoung Children．('201 2)．Technology and Interactive Media as Tools加

历咖Childhood Programs Serving Childrenfrom Birth through Age8OV,4EYC PosRion Statement)．．Washington，
DC：U．S．Retrieved March 27，2019，．from http：／／www．naeyc．．org／content／technology-and-young-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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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EYC还对如何选择技术与交互设备促进不同年龄阶段的幼儿的发展提出更具体

的标准。①

其他国家，如英国在国家课程中提出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和ICT能力的内涵，“可以让我们获得信息，与人互相交流，并对那些

使用电子和数字设备的环境产生影响的任何事情。”2000年，英国全面实施国家新

课程，“信息通信技术”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必修课程，将ICT视为学校教育改革的核

心内容。日本在九十年代后，信息素质教育的发展势头迅猛，提出一系列适应信息

化社会的教育计划和实验项目。圆新西兰在1998年提出了“ICT教育行动计划”，此

后也陆续发布了多项ICT与早期教育相关的文件。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于1997年

成立了信息技术研究中心。

除了各种声明、报告及政策文件，还有不少将信息技术与幼儿教育结合的研究。

如，早在2000年，Craig(2000)总结了四种计算机应用在学龄前数学教学中的模

式：“学习中心模型、社区模型、计算机幼儿学习模型和公共幼儿模型。④’’Clements

(2002)认为幼儿可以通过计算机探索事物和解决问题，从而获得思维能力的发展。⑤

Toren(2008)等人从创设特定的游戏区(艺术、文学)环境出发，提出计算机可以帮

助幼儿园教师将不同的内容转化，将计算机与艺术领域整合，同时也要注意幼儿个

体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Burgul(2009)等人通过分析幼儿浏览信息的方式和学业成

绩的关系，发现信息技术对幼儿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⑦此外，Zaranis(2012@，2016@，

2017@)研究了如何运用在数学教育中应用信息技术，并从加减法教学、几何教学等

方面具体阐述。Lin(2012)对台湾的幼儿园进行实证研究，通过教学主题和教学活

o NationaI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Young．(20121．Children．＆拓c纪d Examp尾s ofEffective Classroom

Practice Involving Technology Tools and Interactive Media．Washington，DC：U．S．Retrieved March 27，2019。from

https：／／www．naeyc．org／resources／topics／technology-and·media／school-age-children

盘雷体南，叶良明．信息技术教学论[MI．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4-28．

@冯晓霞．计算机与幼儿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20-21．

固Craig,D．N．(2000)．Technology,Math，and the Early Learner：Model for Learning．Edrly Childhood Education

Journal,27(3)，1 79-1 84．

@Clements，D．H．(2002)．Computers in Early Childhood Mathematics．Contemporary Issues in点新钞Childhood,3(2)，
160-181．

@Toren，Z．，Maiseiman，D．，＆lnbar,S．(2008)．Curriculum Integration：Art,Literature and Technology in Pre-service

Kindergarten Teacher Thining gar／y Childhood Education Journal,35(4)．327-333．
o

Burgul，N．&Yagan，M．(2009)．The Importance and the Role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Preschool Education．

Por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l(1)，2889．
@Zaranis．N．(2016)．The Use oflCT in Kindergarten for Teaching Addition Based on Realistic Mathematics

Education．Education andInformation Technologies，21(3)，589-606．

@Zaranis．N．(2017)．DosetheuseofInformationCommunicationTechnologythroughtheUSeofRealistic
Mathematics Education help kindergarten students to enhance their effectiveness in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7．

Preschool＆Primary Education，5(1)，46-62．

售Zaranis．N．(20 1 2 June)．刀k useoffer in Preschool Educationfor Geometry Teaching．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Proceedings ofthe 10th Intem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Based Learning in Science．Learning

Science in the Society of Computers,Barcelona,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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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硕士学位论文
MASTER’STHESIS

动的联系构建一种在幼儿园种整合技术的模式，每个主题包括讲故事、小组讨论、

游戏、操作等八种活动，详细举例并分析了每种活动可能涉及的技术，为教师提供

实用指导。①还有研究表明，信息技术的应用对特殊儿童面临的学习困难有所帮助。

在幼儿园教师方面，AhmetSami(2016)等人通过《在学前教育中使用信息技

术的态度量表》了解土耳其103名幼儿园教师应用信息技术的态度，研究结果显示，

教师对信息技术的应用态度十分积极，在教师群体中，学前教育研究生教师比远程

教育研究生教师在应用信息技术的态度上更积极。⑦Ertmer(2005)③和Sugar(2004)

④等人从教师的角度研究在幼儿教育与信息技术整合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教师的信

念。

但同时，一些专家指出信息技术的作用被夸大了，也有研究表明计算机对幼儿

的发展无明显相关性，甚至具有负面影响。随着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发展和对

各个领域的深远影响，再继续讨论“利弊”已无太大意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幼儿能

够且应该使用计算机。作为幼教工作者，需要积极探索合理的应用方式，扬长避短，

思考如何更好地利用信息技术促进幼儿发展与学习以及服务教师教学。

相较发达国家而言，我国在学前教育阶段应用信息技术有一定发展，但总体进

程较为缓慢，不仅城乡之问存在显著差异，具体实施起来也是困难重重。值得一提

的是，IBM公司在中国教育部的支持下，2001年在中国开展KidSmart“小小探索者”

项目，在中国建立起几百个儿童电脑中心，捐赠儿童电脑和配套教学软件，帮助中

国的幼儿园教师提高应用信息技术、教育技术的能力和水平，促进教学方法和模式

的转变。⑤

为更加具体和直观地了解我国幼儿园应用信息技术的状况和已有研究，在知网

将“信息技术／信息化”分别并含“学前教育／幼儿教育／幼儿园”为检索条件，检索出

2008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8日大约十年间的相关文献1028条，如图1．1所

示，总体呈上升趋势。

①Lin．C．-H．(2012)．Application ofa Model for the Integration ofTechnology in Kindergarten：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n Taiwall．Ear&ChildhoodEducation Journal,40(I)，5-I 7．

@Konca,A．S．，Ozel，E．，＆Zelyurt,H．(2016)．Attitudes ofPreschool Teachers towards Using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ICT)．／nternationalJournalofResearchinEducationandScience，2(1)，lO-15．

@Ertmer,P．A．(2005)．Teacher pedagogical beliefs：The final frontier in ourquest for technology integration7．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53(4)，25-40．

@Sugar,W-，Crawley,F．，&Fine，B．(2004)．Examining teachers’decisions to adopt new technology．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SocietY,7(4)，201—2 l 3．

@(IBM KidSmart“小小探索者”十周年庆召开》【EB／OL]．(2010-10-20)[2019-3-27]http：／／tech．ifeng．comfit／

detaiL2010-10／20／284190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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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2008．2019年4月8日的相关文献数量统计

从研究内容来看，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现状研究、幼儿园教师信

息素养、幼儿发展，以及信息技术在幼儿园各个领域的应用研究与经验型的心得体

会这几个方面。

在理论研究方面，郭力平及其课题组围绕“早期教育情境中如何应用信息技术”

这一论题进行研究，对当时国内外早期教育中信息技术的应用情况、儿童的学习与

健康、教师角色、教育软件评价、信息技术整合幼儿园教育活动以及家园合作等方

面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冯晓霞则侧重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研究计算机对幼

儿教育的影响，对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应用于我国幼儿教育进行定位，另外

也对幼儿教育软件的选择和评价进行了探讨。而关于“学前教育信息化”一词最早的

学术性表述出现在2007年刘珍芳发表在《中国电化教育》上的《浙江省学前教育信

息化现状的调查分析及对策研究①》。但目前，学界较多采纳的是汪基德等人在2013

年提出的“学前教育信息化”概念，即“在学前教育中恰当地运用信息技术，开发适宜

幼儿学习的数字化教育资源，优化学前教育教学活动、培养幼儿的信息素养，促进

幼儿的学习和发展的过程。②’’此外，刘珍芳还在2017年提出学前教育信息化的内

涵包括：“幼儿园信息环境的创设、信息技术与幼儿园课程融合、幼儿园信息化学习

资源设计与开发、幼儿园信息化教育活动设计与开展、幼儿园信息化教育评价、幼

儿园管理信息化、幼儿园家园互动信息化、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信息化等方面。@，，

在现状研究方面，杨振涛(2012)等人对兰州市幼儿园现代化教学现状进行调

①刘珍芳．浙江省学前教育信息化现状的调查分析及对策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07．

@汪基德，朱二B慧，张琼．学前教育信息化的内涵解读【J】．电化教育研究，2013(7)．

@刘珍芳．城乡学前教育信息化资源配置的现状及思考——来自浙江省部分地市的调查【J】．幼儿教育(教
育科学)，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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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结果显示兰州市超过半数的幼儿园没有配置现代化教学工具，传统的教学工具

也有30％的幼儿园没有任何配置。①肖瑞雪(2012)等人也对徐州市学前教育信息化

做出调查，结果显示样本幼儿园信息化硬件设置不完善，人均占有量存在显著差异。

可利用的多媒体资源数量少，质量低，缺乏整体性和可操作性。②王艳辉(2013)调

查了河南省城乡学前教育信息化现状，分析城乡存在差异的原因包括经济结构发展

不均衡、幼儿教师信息技能和师资力量存在较大差距、管理和运行存在差异以及教

学资源不对称等方面。③2017年，刘珍芳认为，经过前两期的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

划，浙江省幼儿园信息化基础设施有较大提高，但对样本幼儿园进行调查发现，在

是否增添多媒体教学系统、是否增添电子白板教学系统、是否有配套多媒体教学系

统、活动室是否通网等方面，结果显示城市与乡镇之间还存在一定差距。④除了地

方性的现状调查外，郝兆杰(2014)等人对幼儿园教学活动中信息技术应用现状分

析进行了总体上的调查与分析，通过统计课例视频不同的时问维度和应用方式，用

数据直观地表明幼儿园教学活动中信息技术应用的情况。⑤

在幼儿园教师信息素养方面，全丽莉(2014)⑥、邓红红(2014)⑦、白恩唐(2015)

@和卢长娥(2012)⑨等人皆对不同地区的城镇和乡村幼儿园教师的信息素养现状展

开实证研究，调查结果表明幼儿园教师整体信息素养水平有待提升，并且在学历、

教龄等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2016年，Dong chuanmei和Newman对上海市四名幼

儿园教师进行访谈，发现社会和技术不断影响着信息技术在幼儿教育中的应用，对

此幼儿园教师也有了新的认识，但在信息技术对幼儿以及他们自身有何价值的认识

上是有限的，这制约着幼儿积极且有意义地利用信息技术促进其早期发展和学习。

研究表明，有必要为幼儿教育系统制定明确的信息技术政策和课程指南，由此强调

幼儿积极并有创造性地应用信息技术进行学习，获得发展，同时也支持教师的学习。

⑩2018年，Dong chuanmei再次对幼儿园教师进行访谈，探讨他们对使用信息技术带

来的变化和挑战的看法。受访者一致认为，信息技术扩大了儿童对世界的认识，儿

①杨振涛，席玉婷，张桐．兰州市学前教育信息化现状调查与分析【J】．软件导刊，2012(7)．

圆肖瑞雪，权利娟，毕家娟，赵秋锦．徐州市学前教育信息化现状的调查与对策研究叨．中国教育技术装备，

2012(7)．

@王艳辉．河南省学前教育信息化城乡比较研究[DI．郑州：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13．
④刘珍芳．城乡学前教育信息化资源配置的现状及思考——来自浙江省部分地市的调查【J】．幼儿教育，

2017(1 1)．

⑤郝兆杰，梁芳芳，肖琼玉．幼儿园教学活动中信息技术应用现状分析【J】．学前教育研究， 2014(1 1)．

@全丽莉，潘勇．武汉市示范园幼儿教师信息技术能力现状调查与分析研究【J】．教师教育论坛， 2014(3)．

o邓红红，陶风祥．农村幼儿教师信息素养的缺失与提高策略【J】．教育探索， 2013(7)．

@白恩唐．青岛市幼儿教师信息素养的现状调查与培训对策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5．

@卢长娥，冯桢石．幼儿教师信息素养调查与思考叨．早期教育：教科研版， 2012(4)．

圆Dong，C．，Newman，L．(20 1 6)．Ready,steady⋯pause：integrating ICT into Shanghai preschool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Early Years Education，24(2)，224-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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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接触到信息技术是一种积极的变化。不过，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技术培训和专业

发展，受访者在将信息技术纳入教学实践中遇到了障碍，需要为幼儿教育制定具体

的信息技术政策和课程，提高幼儿园教师应用信息技术的潜力和能力。①

在幼儿园教育教学方面，Chengling(2018)的博士论文以香港的两个幼儿园为

研究对象，通过小组座谈法、非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访谈研究香港幼儿园中信息技

术的整合情况。主要采用TPACK框架对幼儿园教师TPACK水平以及他们在活动

中如何整合信息技术进行探究。研究结果显示幼儿园教师能够成功地将信息技术融

入具体的活动形式中，也清楚信息技术在活动的角色。同时存在一些影响幼儿园教

师TPACK水平发展的阻碍，比如资金筹措问题、资源匮乏和师资培训等问题。研

究建议决策者、幼儿园领导、教师教育者和教育机构要创造良好的条件与合作，有

效协助幼儿园教师将信息技术适当地融入幼儿教育。②相较而言，大陆的研究者更多

的是从幼儿园社会、科学、艺术、游戏、主题活动等不同领域的应用情况和实施途

径来探究。比如李岩(2010)对长沙某幼儿园的艺术教育活动中电子媒介的应用现

状进行了调查，分析存在的问题和电子媒介的应用策略。③袁凤杰(2010)年对信息

技术环境下幼儿语言教学模式展开研究，构建信息技术与幼儿语言教学整合的模型

“引导——探究”模型以及数个子模式群。④张红秀(2008)认为在信息技术环境下开

展主题活动首先要选择意义化的主题活动，创设良好的信息技术环境，要重视师资

培训、教学课件和软件开发的途径。⑤还有一些研究表明信息技术在幼儿认知发展、

形象思维方面有促进作用。但这些研究实际上大多数是经验方面的总结和一线幼儿

园教师的心得体会，理论深度有待提升。

综上所述，国外已经开始从多种角度，比如教学系统方法、教学设计与教学模

型、应用效果评价、各种新技术等方面探索如何将信息技术与幼儿园教育教学有效

整合，研究内容较为丰富。而我国信息技术与幼儿园结合的相关研究进程更显缓慢，

或许是由于教育自身的惰性以及学前教育的特性，不管是从学术研究、幼儿园课题

研究还是实践调研观察得出的结果，都表明目前我国幼儿园和幼儿园教师应用信息

技术的观念和水平均有待提升，教学媒体应用方面的问题尚未解决，更遑论深层次

的整合与融合。

①Dong，C．(2018)．‘Young children nowadays are very smart in ICT’一preschool teachers’perceptions of IC

T us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r&Years Education．Retrieved April 23，2019，from https：／／doi．org／10．108
0／09669760．2018．15063 18

圆Cheng，L．(2016)．The integration ofICTin Hong Kongpreschool settings：Case studies oftwo Hong Kong

kindergartens．Doctoral dissertation，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

@李岩．电子媒介在幼儿园艺术教育活动中的应用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10．

④袁风杰．信息技术环境下幼儿语言教学模式研究【D】．郑州：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10．

@张红秀．基于信息技术环境下的5-6岁幼儿主题活动案例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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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息技术应用在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的相关研究

中央音乐学院周海宏教授在《音乐与其表现的世界一对音乐音响与其表现对
象之间关系的心理学与美学研究》一书中对音乐的理解与审美、音乐的联觉与联想

进行了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这是我国首次用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研究人的普遍心理

活动规律与音乐审美活动中人的共同反应和心理感受之间的联系。他认为音乐不具

备语义性和造型性，却能表现客观事物和人的情感。因为人对音乐的理解过程是心

理体验的过程，在体验中产生联觉，从而产生联想。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决定了他

们感受美、欣赏美的能力不同于成人，需要借助一定的中介多方位刺激幼儿的感觉

器官，教师要促进幼儿通过感官刺激产生联觉和通感，激发其积极的内心感受和审

美体验。因此，信息技术在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中的应用是极有必要的，而现有的

研究在这方面较为缺乏，大多为幼儿园教师的经验总结，例如：肖瑞雪(2012)等

人的调查研究显示，相对于其他社会、健康、科学等课程，有79．5％的教师认为多

媒体技术在语言和艺术课程中应用最广，发挥的作用最为显著。①王敏(2016)认为

“音乐教学往往以教师为中心，幼儿感受旋律、学习音乐的积极性会受到抑制，阻碍

音乐技能的发展。而且一味模仿和被动接受音乐知识也会遏制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

力。因此音乐教育需要创新音乐教学形式来吸引幼儿，调动幼儿的积极性，从而培

养其音乐能力。@’’沈梦丽(2017)认为“幼儿在进行音乐活动时对音乐形象的感知是

很重要的，多媒体教学媒体能够集声、图、画于一体，创设有趣的教学情境，帮助

幼儿感受和体验音乐，展开想象。@’’总体来看，信息技术在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中

应用的文献资料较少，几乎都是一线教师的经验总结和心得体会，理论深度有待提

升。

国外对于信息技术在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的应用研究也不多，但相对深入一些，

如Panagiotakoua等人利用信息技术设备对学龄前儿童的音乐知觉和创造力进行评

价，结果表明信息技术对幼儿音乐学习和创造力方面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其中提到

的自动语音技术可以激发幼儿参与音乐活动的兴趣，并且集中注意力。④国外的研究

不仅仅是局限在应用信息技术创造音乐氛围和教学情境，而开始对信息技术促进幼

儿音乐素养中具体的某方面展开探究。

综上所述，得益于国外信息技术本身的迅速发展，信息技术与学前教育领域的

①肖瑞雪，权利娟，毕家娟，赵秋锦．徐州市学前教育信息化现状的调查与对策研究【J】．I}|国教育技术装备，

2012(7)．
。王敏．浅谈信息技术在幼儿园音乐教学活动中的重要性【J】．家教世界，2016(6)．

@沈梦丽．信息技术在幼儿音乐教育活动中的运用【J】．读与写杂志，2017(5)．

@Panagiotakoua,C．＆Pangea,J．(20 LO)．Theuse ofICT in Preschool Music Education．Procedia-Socialand

Behavioral Sciences，2(2)，3055-3059．

12

万方数据



硕士学位论丈
MASTER’S THESIS

相关研究较为具体且深入。目前我国幼儿园教师的教育理念已有较大转变，将信息

技术应用在幼儿园各种活动中也成为常态。虽然实践较为丰富，但多为一线教师的

经验总结和心得体会，缺乏一定的专业理论支持，研究深度有待提升。此外，在信

息技术的应用方式上，主要是教师的操作和授受为主。对此不能一味地批判，而是

需要充分考虑国情，尤其是考虑学前教育的特点。这意味着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

要明确信息技术不是用得越多越好，要在充分熟悉活动与了解幼儿的基础上恰当地

使用。做好了这一点，再去考虑更深层次的整合、融合。这也正是本文的出发点，

了解信息技术在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中的应用现状和具体实践，为今后进一步的整

合研究积累经验。

(四)概念界定

1．信息技术

(1)信息技术的含义

信息技术(InformationTechnology，IT)，也常被称作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Technology，ICT)，从当前已有的文献来看，其定义至今尚未有

统一说法，因为信息技术这一称谓的内涵随着当今信息化时代的变革在不断扩展和

补充。根据信息技术的使用目的、范围和层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述，如：

①信息技术是有关信息的收集、识别、提取、变换、存储、传递、处理、检索、

分析和利用等技术；

②信息技术是指在计算机和通信技术支持下采集、存储、处理、传递、显示等

各自介质信息的技术的总称；

③信息技术是指感测、通信、智能和控制等技术的整体；

④信息技术是管理、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的有关方法、手段与操作程序的总称；

⑤信息技术是指能够扩展人类信息器官功能的一类技术的总称。

在教育领域中，教育技术专家南国农教授认为信息技术是指对信息的采集、加

工、存储、交流、应用的手段和方法的体系，它包括视听技术、计算机技术和整合

技术三种技术。①何克抗教授认为，“信息技术是一种可以实现信息的获取、加工、

传播以及再生等多种功能的技术，也可以被描述成一种通信、感测、智能、控制、

计算机等多种技术组成的整体。信息技术的体系主要包含四个基本层次。一般认为，

①雷体南，叶良明．信息技术教学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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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技术是信息技术的核心。∞

(2)信息技术的分类

信息技术的分类也有很多不同的分类标准，比如根据使用的信息设备、表现形

态、工作流程的基本环节、发展历史等多种方法进行分类。但信息技术的分类体系

结构一般有三个基本层次：

①信息基础技术，指新材料、新器件的开发或制造技术，是整个信息技术的基

础。如微电子技术；光电子技术、分子电子技术等；

②信息系统技术，指有关信息获取、传输、处理、控制的设备和系统的技术，

包括信息感测技术(如传感技术、遥感技术)、信息计算技术(计算机硬件和软件技

术)、信息通信技术(如光纤技术、卫星技术)、信息控制技术(如导弹控制系统技

术等)；

③信息应用技术，指针对种种实用目的而发展起来的技术群类，是信息技术开

发的根本目的所在，信息技术在工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商业贸易、行政管理、

农业、国防、交通运输等方面都得到了广泛应用。②

信息基础技术和信息系统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信息应用技术的发展创造必要的

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其中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等核心技术的发展与

结合促进了信息技术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渗透。教育领域同样受益于信息技术的发展，

指导教学实践，优化教育教学，并开创了信息技术与教育相融合的交叉学科一教
育技术学。但不是所有信息技术都可以与教育领域相结合，一般情况下，在教育领

域中常用的信息技术有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

虚拟现实技术等，其中以计算机技术中的“多媒体技术”最为常见。

多媒体(Multimedia)指“多种媒体的综合化，包括文本、声音、图像(图形)、

动画和视频等元素，应用在教育领域中的媒体也叫教育媒体。而多媒体技术是以计

算机为核心，将文本、声音、图像(图形)、动画和视频等媒体元素综合处理和控制，

建立逻辑联系，集成为一个系统并能进行交互式操作的技术。再用多种媒体元素将

信息表现出来，增强信息的表现能力。它有着多维化、数字化、集成性、交互性、

非线性和实时性的特点。⑨’’应用在教育领域的多媒体技术通常分为视觉媒体、听觉

媒体、视听媒体和交互媒体。当前，随着教育技术系统方法的发展，应用在教育领

域中的多媒体技术不再是单一的视觉媒体或者听觉媒体，更多的是视听媒体和交互

媒体。创造多媒体系统环境，综合应用发挥最佳效果。因此，《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

。何克抗，吴娟．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M1．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祝智庭，李文昊．新编信息技术教学论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 1-32．

国康卓，熊素萍，张华．多媒体技术与应用【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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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能力标准》中将当前多媒体技术应用环境分为简易多媒体教学环境、交互多媒

体教学环境、网络教学环境和移动学习环境。

(3)幼儿园的信息技术

学前儿童的身心处在人的发展初期，主要依靠客观事物作用于感官并在头脑中

反映从而获得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因此通常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的方式进行学习。

在幼儿园教育活动中应用信息技术，能够扩展幼儿的信息器官功能，帮助他们积累

感性经验，进而认识世界，促进身心的全面发展。幼儿园中常用的信息技术是多媒

体技术，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将文本、声音、图像(图形)、动画和视频综合起来，

再次呈现出来的图文声像，能够贴合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激发幼儿的兴趣，优化

教育效果。2012年，全美幼教协会发布的《技术与交互媒体作为工具在幼儿教育中

服务于0．8岁幼儿》(Technology and Interactive Media as Tools in Early Chfldhood

ProgramsServingChildren加mBirththroughAge8)认为技术工具包含广泛的数字设
备，如电脑、平板、多点触控屏幕、交互式白板、移动设备、照相机、DVD和音乐

播放器、录音机、电子玩具、游戏、电子书阅读器，以及传统的教育媒体如磁带录

音机、录像带、投影仪、显微镜等。①当前，随着信息技术与教育领域的结合逐步加

深，其他诸如通信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也在我国幼儿园中有所应用。因此，本文选

择“信息技术”这一表述，并非仅指“多媒体技术”。

综上，本文认为幼儿园的信息技术是指能够创设幼儿园教育信息化环境，优化

教学效果，促进幼儿全面发展的包括多媒体技术、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等在内的一

类技术。幼儿园常见的教育媒体设备和工具通常包括计算机、电视、交互式教学一

体机、投影仪、电子白板、平板、手机、数码相机、摄像机、打印机和录音设备等。

2．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

谈起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首先要从“幼儿园课程”说起。对于“幼儿园课程”的

定义同样有多种提法，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含义。我国二、三十年代认为“课程

是给三足岁到六足岁的孩子所能够做而且喜欢做的经验的预备”、“乃幼稚生在幼稚

园一切之活动也。”∞五十年代后则关注的是知识与技能的获得。到八十年代，幼

儿园课程又开始关注幼儿的经验和课程的过程价值。目前，获得广泛认同的是冯晓

霞教授对于幼儿园课程的定义，她认为幼儿园课程是“实现幼儿园教育目的的手段，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Young Children．(201 2)．Technology and Interactive Media as Tools in

Early Childhood Programs Serving Childrenfrom Birth through Age8 OVAEYC Position StatemenO．Washington，
DC：U．S．Retrieved March 27'2019，from http：／／www．naeyc．org／contenfftechnology-and-young-children

@朱家雄．幼儿园课程IMI．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0．
@冯晓霞．幼儿园课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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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帮助幼儿获得有益的学习经验，促进其身心全面和谐发展的各种活动的总和。①，’

强调“活动”，而不是“上课”。更能反映幼儿学习的本质与特点，幼儿在活动中获得

有益的学习经验。因此，“幼儿园教育活动”己成为广泛使用的表述。

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是幼儿园五大领域中艺术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幼儿园音

乐教育活动一般有集体音乐教育活动、音乐活动区、音乐游戏，以及渗透在其他领

域和一日生活中的音乐活动等不同形式。在《幼儿园工作规程》中也提到幼儿园教

育活动的组织要灵活运用集体、小组和个别活动等形式。而本文讨论的“幼儿园音乐

教育活动”主要是指集体音乐教育活动。

综上，根据对幼儿园教育活动的定义，本文的“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指根据幼

儿园教育目标的要求而设置的一种艺术活动，是由教师带领幼儿进行的有目的、有

组织、有计划地学习音乐知识和技能，提升幼儿审美情趣和音乐素养的集体活动。

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主要由歌唱活动、韵律活动、打击乐演奏活动以及音乐欣赏活

动组成。

(五)理论基础

1．联觉与通感

联觉(Synaesthesia)是一种刺激不仅引起一种感觉，同时还引起另一种感觉的

现象。它是～种无意识的、人生来具有的心理能力。比如看到蓝色会觉得凉爽，看

到红色会觉得温暖，就是视觉与触觉产生的联觉；听到低音也许会使人想起巧克力，

而高音使人想起薄荷糖，这是味觉与听觉产生的联觉。

联觉是人皆有之的、无意识的能力，而通感是有意识的心理活动，是通过组合

与转化表象来创造出新意向的心理过程。於贤德认为，“通感是循着联觉所指出的沟

通感觉的方向前进，同时又动用了主体以往的经验，进入统觉的阶段；然后借助联

想的帮助，在感觉的空间并列、统觉的时间叠合的基础上，建构起时空交叉、感觉

经验多重复现的意象来。②学界通常将联觉与通感二词混用，两者的概念与内涵相

似，但实际心理机制上还是存在差异。

音乐作为一种声音的艺术，其音乐性的内容存在于自身的音乐结构中，但也包

含着主观色彩很强的“非音乐性的内容”，需要借助联觉、通感和联想等心理活动来

获得，而这类心理活动是基于人的感官产生的。因此，从审美心理来说，幼儿对音

①冯晓霞．幼儿园课程I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4．

圆於贤德．论联觉、统觉和通感的联系与区别【J】．文艺研究，1995(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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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的理解是基于联觉、通感和联想的产生，这就要求幼儿园教师为幼JLg,J造丰富多

样的条件和环境，让幼儿全身心去感知音乐，感受审美对象，才能产生更多的通感

和联想，从而加深对音乐的理解，提高自身的音乐素养。信息技术的应用恰恰能为

幼JLg,J造出声、形、画、色等形式的音乐审美条件，帮助幼儿产生多种通感。

2．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

以建构主义来认识、解释、分析学习活动最早可追溯至皮亚杰、维果斯基等人

的研究理论，建构主义虽然流派较多，各有侧重，但在解释学习活动方面的观点存

在一定共性：第一，学习活动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第二，强调学习者自身的主动性，

学习是学习者主动在内心进行意义建构的过程；第三，强调学习者进行意义建构所

处的情境，重视对情境的创设，学习者是通过与环境交互来获得新旧知识的意义建

构；第四，强调协作，学习活动是个体行为也是社会性行为；第五，教师是学习者

意义建构的促进者，起着主导作用，而非知识的灌输者。

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对信息技术应用在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的启示有：首先，

幼儿园教师在设计活动和实施活动时都要以幼儿为中心，帮助幼儿主动意义建构；

其次，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创设音乐情境，为幼儿进行音乐学习提供意义建构的环

境；再次，幼儿在音乐教育活动中主动建构，也就意味着每个幼儿的学习是灵活、

多样的，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突破传统音乐教学形式的局限，帮助幼儿建构真正的、

灵活的知识。利用信息技术将幼儿的已有经验与新经验联系起来，比如结合图片、

动画等多媒体技术为幼儿提供直观的已有经验，而非仅依靠语言描述、讲述和传授

知识。强调幼儿自身的音乐感受和审美体验，避免专注于音乐知识的授受和技能、

技巧的练习。

3．视听教育理论

美国教育技术家埃德加·戴尔总结了一系列视听教学的方法，提出“经验之塔”。

戴尔把学习获得的经验分为做的经验、观察的经验、抽象的经验，在这三大类其中

又分了十个层次。做的经验是指学习者亲自实践，与客观事物相作用获得具体的、

直接的经验；观察的讲演是指通过观摩示范、参观展览、看图片和录像、看电视电

影、听录音广播等形式获得的经验，需要借助一定的工具；抽象的经验是指抽象化

的符号，如地图、图表；还有言语符号。“经验之塔”最底层的经验是最直观的经验，

越往上越抽象。视听教育理论对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的启示是要利用信息技术中的

教学媒体为幼儿提供较为具体和易于理解的经验，突破时空限制，弥补幼儿直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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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不足。①

(六)研究设计

1．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进行观察和录像，利用内容分析

法分析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录像，并对执教老师进行访谈，了解信息技术在幼儿园

音乐教育活动中的应用情况。基于此，分析不同教育信息化环境下的音乐教育活动

案例。最后讨论信息技术应用在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中的优势与存在的问题，结合

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研究建议。

2．研究内容

本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介绍本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相关概念界定、文献综述和研究设计。

(2)观察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活动并完成观察记录表；对活动进行录像，对执

教老师进行访谈。

(3)用一定的计量方法统计活动录像不同维度的相关数据，从而获得更加直观

的应用情况。

(4)根据教育信息化环境分类，分析不同教育信息化环境中信息技术的具体应

用情况。

(5)归纳和总结信息技术在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中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并针

对问题提出一些改进建议以及今后的研究方向。

3．研究方法

(1)观察法

本研究对武汉市四所幼儿园的音乐教育活动进行观察，每所幼儿园每月至少观

察一次，持续一学期。通过感官、辅助仪器和观察记录表，对自然状态下的音乐教

育活动进行系统考察，从而获取经验事实。

(2)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以定性分析为前提，对可以交流的信息内容进行客观、．系统、量化

分析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本文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中的实验式内容分析法，指定

量内容分析和定性内容分析。“将内容划分为特定类目，计算每类内容元素出现频率，

。余树娟，黄亚伟，李怡宏．现代教育技术【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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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明显的内容特征。并从定性分析方面，对文本中各概念要素之间的联系及组织

结构进行描述和推理性分析。①，’本研究将视频按照一定类目统计，计算每类内容元

素出现的时间、次数等，根据结果描述和总结研究。

(3)案例分析法

本研究在观察和记录下的二十个音乐教育活动中，根据教育信息化环境的划分

选取符合相应信息化环境下的代表性应用案例进行重点分析，了解信息技术的具体

应用情况及方式，并呈现教学片段作为材料支撑。

(4)访谈法

本研究在音乐教育活动结束后，对执教老师进行正式的半结构访谈，采用录音

的方式记录访谈内容。对所有访谈资料进行编码以便分类整理，采用“日期．访谈地

点(拼音缩写)一被访谈者性别(F／M)一被访谈者姓氏首字母”的格式，如20190201．

WHJHJJ．FZ表示2019年2月1日在WH市JH区JJ幼儿园进行访谈，访谈对象为

女性，姓张。

4．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武汉市四所幼儿园的音乐教育活动为研究对象，其中公办幼儿园和民

办幼儿园各有两所，两所公办幼儿园的等级分别为省(市)级示范幼儿园和一级幼

儿园，两所民办幼儿园的等级分别为一级幼儿园和二级幼儿园。本研究对幼儿园教

师的音乐教育活动进行观察并记录了20个活动，活动类型包含了音乐活动中歌唱

活动、韵律活动、欣赏活动、打击乐演奏活动四种基本类型，活动性质涉及常规活

动、展示公开课、比赛公开课、考核课。

4．研究工具

为了更直观地分析信息技术在音乐教育活动中的应用现状，笔者查阅相关文献

资料，最终选择参考郝兆杰等人于2014年发表在《学前教育研究》上的《幼儿园教

学活动中信息技术应用现状分析》②一文中的视频分析方法，通过对信息技术应用时

长、信息技术覆盖率等维度进行数据上的统计，直观地呈现应用现状。其中个别细

微之处有所调整以贴合本研究。“信息技术”简写为“ICT”。

由于对视频内容的时间取样不能进行自动化记录，主要靠观察者的判断，可

能存在观察者误差，在此进行了观察者一致性的检验。观察者一致性(Interobserver

Agreement，IOA)可以是观察者多次记录、评分，也可以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观察

。邱均平，邹菲．国外内容分析法的研究概况及进展【J】．图书情报知识，2003(6)．

@郝兆杰，梁芳芳，肖琼玉．幼儿园教学活动中信息技术应用现状分析[J]．学前教育研究，20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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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进行记录、评分，并计算记录结果的一致性程度，通常用百分比表示，结果为

80％以上属于观察者一致性较高。计算IOA有许多方式，根据观察的事件和维度

的特征，本研究计算IOA的方法是“持续时间或潜伏期一致性”(DurationorLatency

Agreement)，主要用总一致性的方法来计算。计算“总一致性”(TotalAgreement)，

即计算频数比的方法，是计算IOA一种比较直接的方法，将每位观察者记录的反

应分别求和，再用最小的和除以最大的总和，再乘以100％。①公式为：
S

Z×100％

在这里，^5-是最小的总和；上是最大的总和。

对于观察测量的维度，最直接的测量技术是持续时间记录(Duration

Recording)，记录同一行为事件发生与结束之间的时间长度。根据持续时间记录，

笔者两次对所有活动的时长、ICT应用总时长、ICT应用覆盖率、ICT使用次数进

行记录和计算。两次记录是非连续性记录，减少前置经验影响。最终结果显示观

察者一致性为99．7％，表明两次观察结果一致性较高。具体IOA计算过程见附录

。(美)克雷格·肯尼迪著．韦小满，陈墨，杨希洁等译．教育研究中的单一被试设计【M】．北京：华夏m

版社，2014：1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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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技术在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中应用的情况

为了解信息技术在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的应用情况，本研究对20个音乐教育

活动的录像进行数据统计，总结信息技术分别在三个年龄段的音乐教育活动中的应

用情况。

(一)信息技术在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中应用的整体情况

1．，J、班音乐教育活动中的应用情况

小班幼儿的注意主要是无意注意，集中性和持久性都较差，容易变换注意的对

象。在小班的音乐教育活动中，信息技术的应用在小班阶段基本上是常态化应用，

小班音乐学习的内容较为简单，主要利用简单的图像、声音，偶尔有动画，创设音

乐活动的情境和氛围，培养小班幼儿对音乐的感知能力。也有教师认为，小班幼儿

的注意力不容易集中，易被新奇的事物所吸引，比较难唤回注意力，导致后续环节

的展开受阻。因此，在小班音乐活动中，信息技术的媒体元素和应用策略都比较简

单不复杂，单次ICT应用的持续时间也不长。

表2．1信息技术在幼儿园小班音乐教育活动的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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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班音乐教育活动中的应用情况

中班幼儿的无意注意的持久性会比小班幼儿更久，也能开始按照成人的要求，

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应该注意的对象上。但其有意注意的稳定性依然比较差，所

以中班音乐教育活动中信息技术的应用逐渐开始多样化，用不同的形式吸引幼儿的

有意注意，信息技术应用时长也相应增加。幼儿能通过多层次、多方位的感官刺激

去感受和理解音乐。

表2．2信息技术在幼儿园中班音乐教育活动的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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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班音乐教育活动中的应用情况

在感兴趣的活动上，大班幼儿的无意注意倾向于稳定。而有意注意也能按照成

人的要求指向和集中于他们不感兴趣的活动中，能够做到仔细观察。信息技术在大

班音乐教育活动中的应用更复杂多样，在单位时间内应用的媒体元素和策略都倾向

于综合化、多元化。大班幼儿的思维已经有抽象逻辑思维的萌芽，在大班音乐教育

活动中，出现了以文字符号作为媒体元素的活动。

表2．3信息技术在幼儿园大班音乐教育活动的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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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技术在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中应用的具体情况

1．信息技术应用率

“信息技术使用率指的是应用了信息技术的教育活动数量占全部教学活动数量

的比例，它能从整体上反映教育活动中信息技术的使用情况。①’’在20个音乐教学活

动中，有一个活动因为设备临时故障未使用信息技术，即95％的音乐教育活动都使

①郝兆杰，粱芳芳，肖琼玉幼儿园教学活动中信息技术应用现状分析【J】．学前教育研究，2014(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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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信息技术。说明信息技术应用率在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中较为普遍。

2．信息技术应用覆盖率

“信息技术应用覆盖率指在单个教学活动中，应用信息技术的时长占该教学活

动总时长的比例，它可以从时间维度上反映教学活动应用信息技术的程度。①，’从附

录一的整体情况来看，本研究观察到的活动中除了一个未用到信息技术的活动外，

信息技术应用覆盖率最高的活动达92．1％(《非洲欢迎你》)，最低为1．5％(《大雨和

小雨》)。换句话说，《非洲欢迎你》这个活动应用信息技术的时长占整个活动时长的

92．1％，而《大雨和小雨》这个活动应用信息技术的时长仅占整个活动时长的1．5％。

3．信息技术应用频次

“信息技术应用频次指在单个教学活动中应用信息技术的次数，为了便于统计，

将‘无明显间断地使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视为1次’。②’’本研究将“无明显间断”具体化

为“在同一性质的活动环节中，允许有不超过一分钟的停顿”。如表2．4所示，在所有

音乐教学活动视频中，信息技术应用次数最多的为12次，最少为0次。其中应用了

1次、3次和8次的活动各有2节，分别占总活动数量的10．0％。应用了4次的占

15．0％，、应用了5次的占25％、应用了6次的占20％。应用12次和未应用信息技

术的活动各有1节，分别占总活动次数的5．0％。可以看出，在音乐教学活动中应用

信息技术的次数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

表2．4信息技术应用频次表

信息技术应用频次(次) 音乐教学活动数量(百分比)

4．媒体元素应用情况

“媒体元素包括文字、图像、声音、动画、视频等，不同的媒体元素具有不同的

信息传播特征，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教师的媒体使用偏好，亦可在一定程度上折射

①郝兆杰，梁芳芳，肖琼玉．幼儿园教学活动中信息技术应用现状分析【J】．学前教育研究，2014(11)：37

圆郝兆杰，粱芳芳，肖琼玉．幼儿园教学活动中信息技术应用现状分析【J】．学前教育研究，2014(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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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媒体元素与教学活动的适切性。⑨’单次应用时间内可能会存在多种媒体元素。表

2．5显示，应用最多的媒体是声音，共75次，占总应用次数的61．0％，其次是图像，

应用次数为36次，占比29．3％。动画应用次数为10次，占比8．1％。视频应用次数

为2，占比1．6％。幼儿阶段对文字这一表征的接触较少，因此文字为作为媒体元素

的情况未曾出现。由于音乐教育活动的特性，在所有活动中声音元素的应用占多数。

媒体元素的应用能将抽象的概念形象化，扩大教学范围，激发幼儿的兴趣，有

利于幼儿积累感性经验。呈现这些媒体元素的载体和工具各有不同，与传统多媒体

工具相比，出现了一些新型工具和应用方式。例如，图像这一媒体元素的呈现方式，

常见的教育媒体有投影仪、电视，近年来也出现了电子白板、交互式教学一体机、

平板和手机等新形式。在《非洲欢迎你》这个活动中，就利用一体机的画图功能，

将幼儿自己创编的动作记录下来，便于直观演示与回忆。视频这一媒体元素则出现

了通过手机投屏的方式来呈现的形式，在《买菜》这个活动中，教师用手机拍摄幼

儿用平板自主探究的情景，投放至大屏幕，便于其他教师仔细观察。分享环节时，

教师将幼儿的作品投至大屏幕，分享创作成果，激发幼儿的成就感。

表2．5媒体元素应用频次表

媒体元素 媒体元素应用频次表(百分比)

图像

声音

动画

视频

36(29．3％)

75(61．0％)

10(8．1％)

2(1．6％)

5．信息技术应用策略

“信息技术应用策略指为达成教学目标，在教学活动中运用信息技术的方式、方

法，它具有目标指向性、问题情境性、可操作性、灵活性等特点，可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信息技术与教育活动的整合方式与适切情况，亦可为其他教育活动提供借鉴和

启示。②，’单次应用时间内会存在多种应用策略。表2．6显示，幼儿园音乐教学活动

中“创设情境策略”最多，达64次，占总应用策略的61．5％。其次是“直观演示策略”，

应用35次，应用比例为33．7％。“自主探究策略”应用5次，占4．8％。

在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中，。情境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教师常常会播放音乐创设

音乐情境，让幼儿沉浸在音乐环境中，充分感受和体验。因此超过一半的策略是通

@郝兆杰，梁芳芳，肖琼玉．幼儿园教学活动中信息技术应用现状分析【J】．学前教育研究，2014(i l)：38．

圆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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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声音这一媒体元素来创设情境也不足为奇了。音乐不具有造型性和语义性，一些

音乐形象用言语描述和解释的效果不够好，生活经验积累不足的幼儿在理解方面会

存在一定困。因此，化抽象为形象，将抽象的事物转化为直观的事物呈现给幼儿，

也是音乐教育活动中常用的策略之一，所以直观演示策略在本研究中也占了总应用

策略频次的33．7％。此外，在音乐教育活动中，教师对促进音乐活动中幼儿自主探

究的实践较少，因此“自主探究策略”占比最少，仅有5次。

表2．6信息技术应用策略频次表

信息技术应用策略 信息技术应用策略频次(百分比)

直观演示策略

创设情境策略

自主探究策略

35(33．7％)

64(61．5％)

5(4．8％)

综上所述，从具体的活动视频中可以发现，目前幼儿园教师在音乐教育活动中

应用信息技术已极为常见，信息技术应用覆盖率较高，应用频次较多。

同样，通过观察也很明显发现了一些问题。例如，幼儿园教师操作信息技术设

备不熟练甚至不会操作，中途打断活动进程寻求额外帮助。实际应用信息技术的水

平不高，媒体元素单一、应用的策略单一。信息技术的应用大多是常态化，缺乏创

新性，应用的深度和广度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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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技术在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中应用的案例

在前一章分析和总结音乐教育活动录像的基础上，大概了解到目前信息技术在

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中的应用情况。信息技术在幼儿园中应用最为广泛的要属多媒

体技术，多媒体一般又分为视觉媒体、听觉媒体、视听媒体和交互媒体。然而，随

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在幼儿园中应用的信息技术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多媒体，而是视

听媒体与交互媒体综合应用，也是多媒体技术、通信技术与网络技术的综合应用，

构建系统的信息化教学环境。考虑到这一时代发展状况，下面将参考《中小学教师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课程标准(试行)》(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参照执行)中

对教育信息化环境的划分来具体分析音乐教育活动案例，探讨不同信息化教学环境

下的音乐教育活动中应用信息技术的情况究竟如何?不同的信息技术应用起来具

体有什么不同?

(一)简易多媒体教学环境下的应用：《母鸡萝丝去散步》

“简易多媒体教学环境主要由多媒体计算机、投影机、电视机等构成，以呈现

数字教育资源为主。妒《母鸡萝丝去散步》是根据同名绘本设计的一节大班音乐活

动，活动目标设置简单、清晰，各个环节的衔接逻辑和层次也比较清楚。活动环节

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回忆故事情节，根据情节创编动作。第二部分

是跟随音乐用不同的方式练习动作。

1．信息技术应用情况

《母鸡萝丝去散步》的多媒体教学环境由计算机、音响、投影仪和幕布构成，

主要为幼儿呈现数字教育资源，因此是简易多媒体教学环境下的应用。活动时长约

25’54”，其中ICT应用总时长约8'48”，ICT覆盖率为34．0％。应用的媒体元素主要

是声音，应用策略以创设情境为主。投影仪和幕布只在活动之初为帮助幼儿回忆故

事情节呈现场景图片，持续时间仅有几秒，故不算在内。可见，信息技术的应用较

有限，主要是计算机播放音乐，幼儿随乐做动作。从教案来看活动环节比较清晰，

重点在于通过多种形式的练习帮助幼儿熟练动作，是幼儿园常见的活动流程与形式。

信息技术的应用方式也较为常态，是大多数教师都能达到的应用水平。

。《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课程标准(试行)》【EB／OL]．(2014-5-30)【2019-4-ll】http：／／old．moc．gov．
cn／／publicfileslbusinesslhtmlfiles／moels7034／201406／1 70 1 26．html

29

万方数据



⑧ 硕士学位论文
MASTER’S THESIS

2．媒体元素应用分析

《母鸡萝丝去散步》ICT应用次数为8次，ICT应用覆盖率为34．0％，全程使

用声音这一媒体元素来创设活动情境，教育媒体主要是计算机和音响设备。

谈话导入环节过后，教师用计算机播放音乐，跟着音乐节奏逐步出示纸质的场

景图片，引导幼儿回忆故事地点和事件，强调狐狸的反应，启发幼儿思考狐狸会做

什么，师幼讨论该如何用动作表达。随后再次播放音乐，跟着音乐将动作连起来。

这里的媒体元素是声音，ICT应用策略为创设情境策略，音乐起到创设情境帮助激

发幼儿回忆和想象的作用。

下一环节，继续播放音乐，幼儿仔细聆听并做动作，在心里数节奏。教师按照

节奏逐渐出示纸质图谱卡片，验证幼儿的节奏猜想。这里的媒体元素依然是声音，

ICT应用策略是直观演示策略，幼儿仔细聆听音乐节奏。

随后，多次播放音乐以用不同的方式强化练习动作，比如：原地、绕圈行走、

师幼一起游戏、幼儿单独游戏、加入蜜蜂角色等。在这一环节，媒体元素也是声音，

ICT应用策略是创设情景策略，幼儿在欢乐、有趣的音乐情境中，分别扮演母鸡和

狐狸进行游戏，强化记忆动作。

《母鸡萝丝去散步》首先在回忆故事情节的基础上创编动作，再分角色进行表

演，通过不同形式的律动表演，帮助幼儿记忆相应动作。信息技术的应用主要是呈

现数字资源，播放音乐，创设故事情境。属于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中的常态化应用，

大多数幼儿园教师都能轻松操作与应用。

(二)交互多媒体教学环境下的应用：《非洲欢迎你》

“交互多媒体教学环境主要由多媒体计算机、交互式电子白板、触控电视等构

成，在支持数字教育资源呈现的同时还能实现人机交互。①，’《非洲欢迎你》是一节

大班韵律活动，教师和幼儿在了解非洲文化、感受非洲音乐、体验非洲舞蹈的各个

环节中，将幼儿的想法创编成动作，最终形成完整的律动舞蹈。

1．信息技术应用情况

《非洲欢迎你》的多媒体教学环境由大屏幕、交互式教学一体机、音响设备构

成，其中交互行为主要产生在教师与一体机之间。活动时长约33’03”，其中ICT应

用总时长约30726”，ICT覆盖率为92．1％，覆盖率达到所有视频之最，可以说几乎

①《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课程标准(试行)》【EB／OL]．(2014—5·30)[2019-4-ll】http：／／old．moe．gov

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7034／201406／1701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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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使用信息技术手段。应用的媒体元素多元，包括声音、图像、视频、动画，且

单次应用的媒体元素并非只一种，往往是视听媒体的综合应用。应用策略以创设情

境策略和直观演示策略为主。应用形式虽然多样，但应用的时机和起到的作用恰到

好处，与教学活动的实际需要相结合，没有明显“为了用技术而用技术”的“炫技”之感，

笔者在观摩活动时对此感到极为流畅与自然。

通过了解非洲文化的各个方面，配合剪辑好的音乐片段，将整个创编活动串联

在一起。第一个热身导入环节过后，教师引导幼儿感受非洲人的语言，幼儿学会歌

词并能随乐歌唱。第三个环节是通过视频展现非洲人的生活习惯，由此进入活动的

重点——幼儿观察非洲人的生活习惯，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提出创编想法。再由

教师在电子白板上绘画，生动形象地记录下幼儿的想法。幼儿练习动作时可以时时

回顾白板，便于记忆。第四个环节观看非洲人跳舞的视频，学习与前奏和间奏音乐

对应的动作。第五个环节播放非洲鼓的声音，通过模仿节奏，加入非洲鼓练习。此

时，整个音乐的前奏、主旋律、问奏、节奏各个部分的动作都己完成，环节虽多，

却并非混乱无章，重点不明。最后，展示非洲人的服装图片，引导幼儿装扮成非洲

人进行完整的表演。在这个活动中，教师将音乐分段呈现给幼儿，逐渐补充和完善

音乐结构及其相对应的动作，并非一次性将所有动作教给幼儿后再着重练习。结合

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降低幼儿记忆动作的难度，并运用有效手段帮助记忆，同时也

有一定的必要练习。

2．媒体元素应用分析

《非洲欢迎你》ICT应用次数为3次，但ICT应用覆盖率达92．1％，几乎全程

应用，也说明ICT应用单次时间持续较长。ICT应用单次时间内的媒体元素都不是

单一应用，而是综合应用，如声音与图像、视频与图像与声音、声音与图像与动画。

教育媒体主要是大屏幕、交互式教学一体机、音响。

(1)声音与图像

声音与图像的媒体元素应用在活动前期，共持续4’39”。在导入环节，大屏幕展

示场景图片，音响设备播放音乐，创设“非洲舞会”的情境，师幼、幼幼随乐舞动，

做互动。节奏感强的非洲音乐一下子就吸引了幼儿的兴趣，活动室没有桌椅限制，

幼儿能够随意舞动，尽情投入音乐当中，音乐活动氛围浓厚。

在活动前期，声音与图像的应用策略是直观演示策略。大屏幕的图片展现了非

洲人的外貌特征，幼儿能够观察图片并进行简单描述。播放声音，设置悬念，引起

幼儿的好奇心，接着教师引导幼儿仔细聆听，学说非洲人的语言，并加上手部动作

强化记忆。随后通过结合声音练习说非洲人的语言，由此完成创编活动的歌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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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片段：

师：今天，我们要去非洲。我们一起打开这扇门，走进非洲。

【播放“非洲语言”，大屏幕呈现非洲人的卡通图像】

师：咦，他说了一句什么话?

幼：这是原始人，我家里就有讲非洲人的书。

师：他是原始非洲人，你们看他的皮肤是什么颜色? (幼：黑色。)

师：他的头发是什么颜色?(幼：黑色。)

师：而且还有一点卷卷的是吗?(幼：是的)

师：你们听清楚了他刚才说的那句话吗? (幼：没有)

师：我帮他重复一遍“⋯⋯”，这句话的意思是“我的眼睛看到你，我的耳朵听到

你，我的心里想着你，欢迎你到非洲来。”很棒，我们再来一次。(幼儿跟着一起做

动作)

师：我们一起跟着音乐来一次好不好?

【播放带有歌词的音乐片段】

(2)视频、图像和声音

活动主体部分是创编动作，这个过程中应用的媒体元素有视频、图像与声音，

ICT应用时长达13’20”。首先，抓住幼儿喜爱看动画片的特点，用大屏幕播放动画

《海尔兄弟》中关于非洲人的生活片段。启发幼儿思考非洲人平时喜欢做的事情，

并用鼓励幼儿用动作表示出来。其次，教师利用交互式教学一体机“可触摸”的功能，

在一体机上一一记录下幼儿创编的动作，作为图像媒体帮助幼儿回忆动作。减轻幼

儿的记忆负担，让幼儿能够有更多的精力去感受音乐，尽情舞动，而非只顾着记动

作。创编完四个动作后，师幼一起将动作串联起来练习。再次，大屏幕播放非洲舞

蹈，幼儿观察非洲舞蹈的特点，并将典型动作一‘扭胯”加入到幼儿的创编活动中，
形成前奏和间奏音乐部分的动作。最后，播放具有前奏、主旋律、间奏的音乐片段，

师幼随乐将动作表现出来。

教学片段：

【大屏幕播放动画片《海尔兄弟》中关于非洲人的生活片段】

师：视频看完了。我们来想一想刚刚你们看到了他们喜欢做什么事情呢?

幼：打鼓。

师：来，我们站起来学一学。怎么打鼓呀?来，你站到这来，给大家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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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怎么打鼓的，你们来学一学。(一名幼儿示范，其他幼儿模仿)

师：可是呢，我觉得这个膝盖太直了一点，怎么样让它好看一点呢?

幼：弯一点点。

师：哦!弯一点点，很棒!我觉得这个动作很好，现在呢，我要用一支神奇的

笔把它记下来。

【教师用触控笔在一体机上绘出第一个动作】

师：除了他刚刚看到的打鼓，还有什么事情呢?

幼：捕猎、射箭⋯．．(幼儿一一示范，教师绘画记录)

师：你们很厉害，把非洲人喜欢做的事情变成了好看的舞蹈动作，我们一起来

练习一下。

【教师清唱歌词，师幼一边看记录的图像回忆动作，一边分段练习】

师：这四个动作学会了吗?这四个动作可是你们自己编出来的哟，很厉害!现

在，我要交给你们新的任务了，我们要把着四个动作连起来，我们一起来试试吧。

来，请你和我一起来。

【播放音乐，创设情境】

图2．1教师用教学一体机记录幼儿创编的动作

(3)声音、图像与动画

这一部分ICT应用时长达12’40”，主要的媒体元素有声音、图像与动画。首先，

大屏幕呈现“鼓手”的图片，通过“学习打鼓”的情境引出节奏练习。播放节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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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模仿节奏，形成了创编活动中的节奏部分。节奏是音乐元素中最基础的部分，

人的身体中蕴含着与生俱来的节奏感，模仿节奏打鼓对幼儿来说充满乐趣，因此在

这一环节，幼儿的情绪高涨，表情专注，全身心投入活动中。至此，活动音乐已经

具备前奏、主旋律、间奏、歌词、节奏这些音乐元素，构成了完整的音乐结构。师

幼能够跟随音乐进行完整练习。

最后，教师在大屏幕上展示非洲人的服装，引导幼儿观察服饰特点，并与幼儿

一起换上草裙、头饰，涂上油彩，进行完整的舞蹈表演。在完整表演时，大屏幕呈

现出篝火的动画，营造出非洲“篝火舞会“隋境，幼儿与教师尽情投入其中，脸上呈

现出欢乐、开心的神态。

图2．2师幼完整表演创编成果

《非洲欢迎你》的活动目标层次清晰，根据非洲人的语言、生活习惯、音乐和

舞蹈等要素，将整个舞蹈创编环节紧密联系在一起。信息技术应用形式丰富多样，

除了播放音乐、展示图片这类常规形式外，视频的应用也恰到好处。通常情况下，

很多幼儿园即使配备了交互式教学一体机，其作用与“幕布”类似，主要呈现数字资

源，很少去探索其他功能和用法。而在这个活动中，教师利用交互式教学一体机“可

触摸”、“绘图”的功能记录动作，为音乐教育活动中动作创编环节提供了新的教学方

式，值得借鉴。不过，交互行为只发生在教师与一体机之间，幼儿没有与媒体设备

进行交互行为。

(三)移动学习环境下的应用：《买菜》

“移动学习环境中的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通过移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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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手机等)进行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活动。①，’它除了

有着“交互式多媒体”的特点之外，也强调利用通信技术与网络技术，在移动终端上

进行学习与探究。《买菜》是一节中班集体音乐教育活动，幼儿在第一课时熟悉歌曲

及其节奏的基础上，创编歌词，将新的“说词”融入整首歌曲并有节奏地说唱。

1．信息技术应用情况

《买菜》的教学环境由大屏幕、交互式教学一体机、平板、大屏幕和手机构成，

幼儿能够与移动设备进行交互，自主操作和探究，因此这节活动是移动学习环境下

的应用。活动时长约26'49”，其中ICT应用总时长约为24’04”，ICT应用覆盖率达

89．7‰ICT应用次数为3次。涉及的媒体元素包括图像、声音、视频，应用策略有

创设情境、直观演示和自主探究。应用信息技术的时机和方式较为合理。

活动流程主要是第一个导入环节与第二个环节利用图像和声音创造出“菜市场”

与“买菜”的情境，引导幼儿充分地感受音乐。第三个环节，呈现食材的图片，提示

歌词，强化“说唱”及其节奏，引导幼儿感受“说唱”这种演唱形式。第四个和第五个

环节，呈现示范图谱和待补充图谱，引导幼儿按照自己的想法，自主操作屏幕拖动

食材，完成新的图谱。

2．媒体元素应用分析

《买菜》ICT应用次数为3次，ICT应用覆盖率达89．7％％，ICT应用单次时间

持续较长。同样，ICT应用单次时间内的媒体元素和策略都不是单一应用，而是综

合应用，如图像与声音、图像与视频，教育媒体主要是交互式教学一体机、平板和

手机。

(1)图像与声音

《买菜》这节活动主要应用的媒体元素是图像与声音，占据了整个活动的大部

分IT应用时长。

在导入环节，一体机上呈现菜市场的场景图，创设“去买菜”的情境。并播放音

乐，教师扮作奶奶和小朋友们一起去买菜，幼儿通过歌口昌、动作表现歌曲。第二个

环节，依然是播放音乐，再次体验愉悦地歌唱，强调用“好听的声音”、“有表情地”

歌唱，让幼儿充分感受音乐。

第三个环节，一体机呈现节选图谱，幼儿能够直观地看到“说唱”部分图谱，帮

助幼儿回忆歌词。强调“说”的部分和“口昌”的部分，引出“说唱”这种歌曲的表现形式，

①《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课程标准(试行)》【EB／OL]．(2014·5-30)[2019．-4·111 http：／／old．moc．gov．

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7034／201406／I 701 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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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编“说”的部分打好基础。

第四个环节，教师创设“挑战”情境，一体机呈现示范图谱和未完成图谱，提出

挑战要求。幼儿与一体机进行交互，拖动图片完成新的图谱。播放音乐，幼儿对照

新图谱完整说唱新词。在这个环节中，将作为图像媒体的图谱直观呈现给幼儿，提

供范例。幼儿能够亲自与一体机进行交互，能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自主探究。体验

游戏的乐趣，感受信息技术给音乐活动带来的趣味性。

教学片段：

师：你们对这首歌已经非常熟悉了，那现在“奶奶”要给你们一个更难的“挑战”，

你们想尝试一下吗?

【呈现说词图谱，幼儿对照图像媒体强化节奏说唱】

师：这一句你们认识吗?我来请一个小朋友说一下。(幼儿表现说词)她说得好

不好呀?我们大家一起来一遍好吗?

师：嗨呀!看来你们对这一句真的特别特别熟了，那挑战是什么呢?

【呈现示范图谱和未完成图谱，说明挑战要求】

师：你们看上面这一句是奶奶刚刚买过的菜，唱过的。下面有好多我们小朋友

吃过的、见过的菜。挑战就是我们要把刚刚奶奶买的菜替换成小朋友们想买的菜。

我先请一个小朋友来帮我买买菜。

【请两个幼儿分别与一体机进行交互，拖动食材图片，将图谱完整，并有节奏

地将新词说出来】

师：小朋友已经帮奶奶买了菜，变了新的说词出来。那小朋友们把它们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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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遍好吗?(幼儿说新词)那现在我们要把新买的菜放到买菜歌里面去，记住了

哦，要把原来奶奶买的菜替换成你们自己买的菜。

【播放音乐，师幼完整歌唱替换的新词】
屯

(2)图像与视频

为满足每个幼儿动手操作、自主探究的愿望，将幼儿分组，通过小组合作在平

板上创作属于自己的成果。平板作为呈现图像媒体的载体与幼儿进行交互。幼儿自

主创作时，教师利用实时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将探究情景以视频的方式通过手机投

放至大屏幕，便于教师之间的观摩与交流。幼儿自主创作后，教师将创作成果投放

至大屏幕，幼儿对照图像，并跟随音乐分享自己的创作成果，激发幼儿的成就感，

幼儿的主体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挥。

图2．4幼儿使用平板自主创作

《买菜》活动目标设定清晰，在环节设置上稍微复杂些。需要幼儿有前置经验

基础，对幼儿来说存在难度挑战，能够从多方面促进幼儿音乐能力方面的提升。活

动中除了常规的播放音乐、展示图片外，还突出了一体机、平板的交互性功能，以

及诸如手机投屏的通信技术应用方式。总的来说，教师通过教学内容的交互式设计，

充分运用了交互式教学一体机的“拖动功能”、移动终端的“交互功能”和“实时通信功

能”，将多媒体技术与移动通信技术结合起来。幼儿得以进行“个性化”学习，自己动

手操作，增加活动的趣味性。不仅调动幼JLN用多种感官参与学习，培养幼儿的观

察能力，给予幼儿掌控自己学习过程的权利，激发幼儿主动探究事物的兴趣，满足

幼儿自主探究的愿望。

移动学习环境除了幼儿使用的“移动终端”外，还有一特点，即“移动”。意味着

学习不局限在教室、活动室，而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利用移动终端进行学习。在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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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实地观察到的音乐教育活动中，《丢手绢》就是利用移动终端在户外开展的活

动。但仅仅是用手机播放音乐进行游戏，幼儿没有在教室的引导下使用移动终端进

行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活动。因此，笔者认为该活动虽然形式新颖，也有一部分

移动学习环境的特点，却还不能完全算得上是移动学习环境下的应用。

除了以上三种教育信息化环境外，还有一类环境是“网络教学环境”，考虑到幼

儿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以及我国大多数幼儿园未将操作和使用计算机作为幼儿

需重点掌握的能力，这一类教学环境在幼儿园活动中较为少见，本研究观察到的活

动中尚无符合这一环境特征的活动，因此未作具体分析，期待今后在实践过程中能

观摩到网络教学环境下的优秀教学案例。

结合以上三种信息化环境下的案例和其他活动视频，可以发现当前在幼儿园音

乐教育活动中信息技术的应用已逐渐从单一的视觉媒体或听觉媒体转向视听媒体、

交互媒体的综合应用。此外，也可以看到，以往主要应用的是多媒体技术，而如今

除了多媒体技术，还逐渐融入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更有甚者，笔者还曾在其他领

域的观摩活动中发现有全息投影成像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意味着现如今信

息技术的应用已经从以往强调“视听教育”的电化教育逐步转向强调创设信息化的教

学环境，强调教学系统方法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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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与分析

(一)信息技术在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中应用的优势

幼儿园集体音乐教育活动己不仅仅满足于唱歌、律动的形式，而是发展成为包

含音乐欣赏、歌唱、律动、舞蹈、打击乐甚至戏剧、美术等在内的综合型的艺术活

动，音乐活动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和全面。而信息技术在音乐教育活动中显示出了独

特的魅力，突破了传统音乐教学活动中的某些限制，减少言语描述和解说的时间，

通过生动的画面和动听的音乐，来激发幼儿对音乐学习的兴趣，开阔幼儿的音乐视

野。将抽象的音乐形象转化为具体生动的画面与情境，幼儿能够直观地感受音乐所

表现出的美，推动幼儿进一步展开联想与想象，在感受和欣赏的基础上继而产生表

达与创造的欲望。下面将从教学效果、幼儿及教师三个方面对信息技术在音乐教育

活动中应用的优势进行阐述。

1．优化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的教学效果

与传统音乐教学活动相比，信息技术环境下的音乐活动具有灵活多变、交互性

和可控性强的特点，能较好地增强活动教学效果。信息技术优化幼儿园音乐教育活

动的教学效果可以从三个方面体现：创设丰富的教学环境、提升师幼互动的质量和

提高教师的教学效率，这三个方面的优化能够进一步促进教学效果的优化，从而实

现整个活动过程的最优化。

(1)创设丰富的教学环境

音乐没有语义性和造型性，多媒体技术通过呈现声音、图像、动作等多方位的

释0激，创设各种生动、灵活的活动情境，再现生活场景或者是想象空间，创设轻松
自然的活动氛围，诱发幼儿的情感共鸣。有研究表明，幼儿的情绪是幼儿学习效果

的重要影响因素，而教学环境又能影响幼儿的情绪。因此，在音乐教育活动中，要

优化教育资源，创设情境，寓教于趣，让幼儿以良好的认知情绪和浓厚的学习兴趣

投入到活动中去。不管是在活动之初，还是活动中途，创设情境都是极其重要的一

环。一般说来创设的情境可以分为故事性情境、游戏性情境和激励性情境，这些情

境创设的方式都可以促进幼儿与丰富多样的环境相作用，在不知不觉中全身心投入

活动，推动幼儿的学习与探究行为。

例如，《非洲欢迎你》这个活动，从始至终教师与幼儿都沉浸在“非洲舞会”这个

情境之中，导入环节就是伴随着热情的非洲音乐，师幼在没有桌椅限制的活动室中

一起跳舞、互动，利用大屏幕、一体机和音响设备创设浓厚的“非洲舞会”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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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境中循序渐进地体验非洲音乐、非洲语言、非洲舞蹈、非洲鼓和tb-NJ报饰，不

管是音乐旋律，还是节奏、动作，幼儿的音乐能力得到了提升。而非像传统音乐教

学活动那样幼儿坐在小椅子上学动作，学完动作再原地或者绕圈练习动作。

(2)提升师幼互动的质量

传统音乐教学活动中，往往是接受式学习，教师弹钢琴，幼儿跟着老师及钢琴

一起唱，或者是教师用语言描述音乐、讲述故事，这种教学形式容易使幼儿感到枯

燥，不易吸引其注意力，也不易于音乐理解。对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发挥

幼儿的自主性有所局限。多媒体技术具有“交互性”的特点，一方面游戏化、趣味化

的教学形式能够吸引幼儿主动参与，积极尝试。提高幼儿的主体地位，幼儿有机会

进行自主探究，与教育媒体进行交互，不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学习，获得自己

对于音乐独特的感受与理解，并与同伴和教师进行交流，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师

幼关系更趋于平等。

此外，一般情况下公开展示课除了执教老师还会配备助教老师，然而在幼儿园

日常的音乐教育活动中，往往是一名教师独立开展活动。教师既要弹琴又要与幼儿

互动，照顾不到所有幼儿。信息技术能够缓解教师手忙脚乱的状态，让教师与幼儿

全身心地投入音乐当中，做好必要的审美传导，帮助幼儿理解音乐。例如在打击乐

活动《海盗与船长》中，教师既要演示图谱，又要充当指挥引导幼儿的合奏。教师

将图谱用多媒体技术呈现，并跟随音乐的节奏跳动来提示进度，就能一定程度上避

免手忙脚乱的局面，全身心投入指挥，对幼儿进行良好的审美传导。

(3)提高教师的教学效率

信息技术能提高教师的教学效率体现在三个方面：活动内容、活动过程和教学

材料。首先，信息技术可以多层次、多角度地将活动内容呈现出来，创造立体的教

学空间，大大增强了教育的表现力，使得同一个活动内容不仅可听，还可视、可感，

有利于幼儿协调多种感官，并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探究事物。其次，从活动过

程来看，多媒体计算机、交互式一体机功能强大，教师根据活动的需要主动调控活

动过程，减轻教师在活动中一人分饰几角的负担。多媒体计算机和一体机具有灵活

的界面切换和交互功能，教师能够根据需要在显示屏呈现的画面与存储的声音之间

进行灵活调控。其快捷、方便的特点避免了录音和录像的回放而中断活动，分散幼

儿的注意力。再次，信息技术能够将活动材料数字化，方便储存并随时提取。除了

一些确实能更好促进幼儿学习与发展的必要的物质材料，很多情况下数字资源可以

代替物质材料，免去了教师在开展活动前加班准备玩教具的时间。有时候教师辛苦

制作的玩教具只是“一次性”的，活动过后再无用处，信息化的数字资源能够节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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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时间和金钱，减少教师制作教具的时间投入，用更多的时间真正去考虑幼儿的

发展，去研究活动设计的合理性与系统性。

2．提高幼儿的芏体地位

从“以幼儿为主体”的角度看，信息技术能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幼儿主体地位的提

高。因为，信息技术能够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提高他们在活动中的注意

力，促进对音乐的学习和理解。信息技术不仅促进了教师“教”的趣味性，而且提高

了幼儿“学”的积极性。幼儿被充满趣味性和互动性的活动形式所吸引，能够积极主

动地去体验、表达和创造，而非跟随教师亦步亦趋，这也就提高了幼儿在音乐活动

中的主体地位。

(1)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在传统音乐教育活动的前期，教师往往会以“说”为主，根据歌词讲述一个故事，

或者根据歌词绘几副画，边讲解画面边引出歌词。如果教师的语言感染力不够唤起

幼儿的情绪和兴趣，这样的教学形式便会让幼儿感到单调、枯燥，注意力不易集中。

再者，幼儿音乐作品的情感表现并非主要通过言语描述，情感是依附于事物和事件

的。如果利用多媒体技术，通过拟人化的形象诠释歌曲内容，或是转化成音乐游戏，

就能帮助幼儿理解歌曲，激发幼儿主动歌唱的欲望。例如，在《买菜》这个活动的

自主创作环节，面对平板这一新奇的教育媒体和充满趣味性的游戏，几乎所有幼儿

都跃跃欲试，这就充分调动了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和积极性。再比如，中班歌唱活

动《小黑猪》中，教师通过PPT呈现小黑猪胖乎乎的形象和故事情节，引导幼儿观

察画面。幼儿被可爱的小黑猪所吸引，目不转睛地看着变换的画面，体会故事情节，

还会跟着画面中的小黑猪做动作。这样将音乐和画面综合在一起，利用画面的切换

来增加信息量，为幼儿更好地理解歌曲内容提供了特定的情境，使幼儿亢奋状态激

发出来，调动学习的积极性。教师就不需要再反复用语言去告诉幼儿小黑猪在做什

么，不用一遍遍朗读和记忆歌词，而是幼儿主动去观察和表达自己的发现，幼儿真

正成为学习的主体。

(2)提升幼儿在音乐教育活动中的学习注意力

幼儿的注意力以不随意注意为主，容易被多变、新鲜的刺激所吸引。尤其是小

班幼儿，由于身心发展规律所限，注意力不容易集中。有的教师会感到束手无策，

常常通过提高嗓门唤回幼儿的注意力，这不利于幼儿产生积极的心理氛围。而人机

交互，改变了单一的教师讲述的教学形式，教师可以充分利用易引起幼儿注意力的

外部因素，抓住幼儿的心理特点。多媒体技术呈现的声音、图像、动画等新异性的

刺激很快就能吸引幼儿，激发幼儿的内心情绪，使其尽快进入到学习主体地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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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非洲欢迎你》这个活动因为没有桌椅限制，幼儿的自主性很大，活动范

围不受限制，难免有幼儿走神，四处游离。然而教师利用交互式教学一体机，将幼

儿的想法以绘画的方式记录下来，幼儿集体合作创编的作品就呈现在大家眼前。这

种记录的方式让幼儿感到十分新奇和有趣，纷纷围住观看，这就有效避免了幼儿分

散注意力的可能性，使幼儿在不受限制的场合与氛围之中能主动去学习和观察，成

为学习的主人。

(3)促进幼儿对音乐的学习与理解

与其他领域的认知经验相比，音乐领域的经验离幼儿的生活经验更远一些。所

以在音乐教育活动中，有时候教师们会发现一些音乐形象很难用语言描述和解释，

不易被生活经验积累不足的幼儿所理解，会给音乐教育活动带来一定的不便，也可

能会降低幼儿对音乐教育活动的兴趣。而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够化解这个难点，促进

幼儿对音乐的学习与理解，将抽象知识形象化、静态知识动态化、枯燥知识趣味化。

比如，在集体音乐教育活动的四种基本类型中，欣赏活动开展得最少。主要是由于

欣赏活动没有歌词，对于幼儿来说较为抽象，不利于幼儿理解故事情节、音乐形象

和音乐所要传递的感情，大多数幼儿园教师对开展欣赏活动往往无从下手，或者仅

仅是简单地听几遍，又或者是融入其他类型的音乐教育活动中，不会开展专门的音

乐欣赏活动。然而，应用多媒体技术就可以把音乐中抽象的形象具体化。以《狮王

进行曲》为例，利用多媒体把狮子吼叫的声音展现出来，使音乐情感与艺术形象联

系起来。图3．1就是笔者在开展《狮王进行曲》这一欣赏活动的其中一页课件，结

合图像中声波的形状，引导幼儿聆听狮王吼叫声，体会乐曲中的重音。变抽象为具

体，化难为易，帮助幼儿更好地理解音乐，促进音乐听觉能力的发展。幼儿听懂了，

理解了，也就能进一步激发其主动表达和创造的欲望。

你认为那幅圈能代表狮王吼叫的声音特点?

图3．1音乐欣赏活动《狮王进行曲》课件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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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欣赏活动就是让幼儿“听”，要避免其他的刺激干扰。这种做法对于

音乐专业的学生和成年人或许可行，但对于幼儿这一特殊年龄阶段的群体来说效果

并不好。对于幼儿来说，是通过感官接受、存储和加工各种信息的，听觉、视觉、

触觉等多方位的刺激会比单一的音乐或者静止的图片等信息输入的方式更能吸引

幼儿的注意力，并能帮助幼儿保持较长一段时间的记忆。

3．促进幼儿园教师信息素养的提升

从教师的主导地位来看，教师在活动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教师是教育

媒体和教学材料的选择者，教育媒体的选择会影响到教学效果，继而影响到幼儿学

习与能力的发展。因此，教师信息素养的情况也会影响教学效果。

(1)提升幼儿园教师应用信息技术的意识与能力

随着幼儿园硬件设施的完善，应用信息技术已成为幼儿园教育教学和工作管理

的常态，从幼儿园领导到一线教师，都十分重视信息技术的应用，深知其给教育教

学带来的优势。教师们平日里通过信息化教学活动的设计与组织实施，可以在理论

和应用能力上都提到提升。在活动中熟练、灵活地操作信息设备、展示课件，就要

求教师具备操作这些硬件和软件的能力，达到熟练的程度。为了更加贴合活动内容

和教师的思路，很多情况下都需要教师根据实际情况自己制作课件、加工数字资源，

而非直接使用从互联网下载的课件。这就需要教师掌握一些简单的信息技术能力。

除了应用信息技术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设计整个教学活动的能力，勿要“重技术”

而轻“系统教学设计”。对此，除了职后的各项培训外，各级各类组织机构也常常开

展电教化公开课比赛，促使教师们与同行交流、切磋，在比赛中提升自身设计活动

和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

(2)促进幼儿园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幼儿园教师的学习通常使由教研活动来实现，但往往参加教研活动的主要是各

年级组的教研组长和主班老师，并非所有教师都能参与。况且幼儿教师需要全天候

与幼儿在一起，集中教研的时间不充裕，外出学习与交流的机会同样不多。而应用

信息技术搭建沟通平台，能够降低教师学习与交流的成本。例如，《非洲欢迎你》这

个活动在结束时，观摩活动的教师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转到“UMU'’互动平台，看到

关于这节活动的相关资料，还能对这节活动提出自己的想法，与其他教师沟通和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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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非洲欢迎你》UMU互动平台

在幼儿园的教育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能够提升教师信息素养的水平，也意味着

幼儿园教师能力结构的更新和教育观念的转变，继而成为促进幼儿园教师专业化发

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通信技术的发展也能让教师的学习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拥有多样化的学习途径，实现终身学习，培养与时俱迸的合格教师。

综上，从设计、组织并实施教育活动来看，本章具体分析的三种教育信息化环

境下的音乐教育活动案例并非完美，但也能看到信息技术在音乐教育活动中的明显

优势。可见，在强调声音这一特性的音乐教育活动中，信息技术的多种应用方式给

教师的教学带来了不少便利，创设多彩的氛围，让幼儿充分地体验音乐的美妙与乐

趣。尽管如此，也需明确信息技术不是万能的。在访谈过程中，也有教师指出，“幼

儿容易被新奇的东西吸引，兴奋过头，导致后面的活动环节进行得不；IF页N。”对于这

种现象，不一定全是信息技术的应用所导致，更多的是考虑执教老师活动设计是否

合理；信息技术的应用时机是否合理；教师的教学手段与引导方式是否合理等原因。

一个优秀的活动并非都是信息技术的应用所带来的，信息技术用得多也不意味着这

个活动就一定好，也可能是“华而不实”。优秀的活动离不开教师的精。t,,aU设，对于

常见的将信息技术作为辅助教学手段的活动，首先教师需要熟悉活动内容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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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幼儿及其兴趣点，尊重幼儿的主体性，相信幼儿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然后在此

基础上结合信息技术，将教学的有效性发挥到最大化。

再者，并非所有采用传统教学方式的音乐活动都称不上优秀的教学案例，许多

并未应用信息技术的音乐教育活动也是优秀、经典并具有普适性的。在这里所说的

“采用传统教学的音乐活动”大多指的是未应用信息技术或者是应用水平不高的活动，

并非是与现代教育相悖的传统教育，即强调“教师中心、教材中心与课堂中心”的传

统教育。身处全媒体信息时代，我们需要顺应时代发展，既然看到了信息技术应用

在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中的优势，便不能固步自封，而是要推陈出新，寻求具有时

代特点的新的教学方式。如今，幼儿算得上是“数字原住民”，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享受着信息技术带来的便利。在幼儿园教学活动中应用信息技术有助于创设信息

环境，帮助幼儿适应当下的生活以及迎接未来生活的挑战。

(二)信息技术在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中应用存在的问题

1．优质的音乐教育资源匮乏

(1)音乐教育资源稀缺且质量较低

全媒体时代的发展，使得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大众已经习惯了在互联网

上看新闻、社交、购物、查阅资料和下载资料等等现代生活方式，笔者也自然而然

认为幼儿教师在设计音乐活动时能够通过网络搜集到活动所需要的音乐资源。然而，

笔者在实践过程中常常听到一些幼儿园教师反映资源库、资源平台太少；不知道如

何借助一定手段去搜集、获取音乐活动中需要的素材与资源；或者是寻找到的资源

需要付费购买。即使找到了音乐，依然有大部分教师不知道如何重新加工成自己需

要的、贴合活动内容的音乐。幼儿园教育活动的确需要丰富多样的素材与资源，但

极少数幼儿园拥有自己定期更新的资源库、资源平台。据笔者了解，大部分幼儿园

教师常用的资源平台有“幼师口袋”、“师乐汇”、“幼师宝典”等APP，还有“屈老师”、

“第1PPT绘本故事”、“宝宝吧”等网站，以及大量微信公众号。这些资源平台有免费

也有付费的，即便是付费，也充斥着许多制作粗糙、审美水平底下的资源，质量良

莠不齐。习惯使然，大多数人还是希望能够免费使用优质且精美的素材与资源。笔

者在对所观察活动的执教老师进行访谈时，问到“他们在准备音乐教育活动时经常

遇到的困难有哪些”的时候，不少人会提到这一点。部分访谈内容如下：

研究者：您认为在设计、组织和实施音乐教育活动时，遇到的困难有哪些?

教师A：“比如，在音乐教学(活动)备课时，活动准备还不够充分，有时候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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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很好的素材⋯⋯”(20190122．WHJHDXJCJ．FX)

教师B：“如何去寻找资源及运用。”(2019101 1-WHJHJJ．FG)

教师C：“经常都是在网上找到了音乐，但需要购买。”(20181011-WHJHDXJC—

FF)

教师D：“有时候觉得找的音乐与活动的契舍度不够口巴。”(20181031-WHJHHPJ．

FN)

教师E：“现在很多的软件都有知识产权了，都需要付费。我们老师如果真非这

个音乐不可的话购买一两次也不是不行，但是长期下来就⋯⋯而且幼儿园财务报销

里好像也没有这种情况。”(201901 17一WHHSJDK．FY)

教师F：“可能是我自己不太懂，对于我来说音乐资源寻找(的渠道或方式)较

为单一或困难，有些较好的资源因版权等问题难以方便应用。”(20181 128一

WHJHHPJ—FT)

教师G：“在课件资料准备与收集阶段吧，觉得资料库太少⋯⋯”(20181219．

WHHSJDK—FZ)

音乐是声音的艺术，如果优质的声音资源难以获取，音乐活动的效果也会受到

影响。例如，《买菜》这节活动中运用的儿歌《我和奶奶去买菜》，在网上搜集过多

种版本，音质都较差。就意味着歌曲中的音乐细节和音乐元素有所缺失，幼儿对其

音乐的感受和理解就会因此受到影响。若幼儿长期听着音乐细节不明显的、粗糙的、

刺耳的音乐，对其音乐听觉的发展有不利影响，也不利于提高其音乐感受能力和音

乐审美能力。

此外，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的物质条件准备不仅是在数量和种类上提高，也要

注意其质量的保证，音响器材应该尽可能具有准确、良好的音质。很多幼儿园的数

字音响、钢琴、节奏乐器的音色都不能令人满意，说明对“音乐是声音的艺术”这一

特殊性的认识还存在不足，由音响器材导致细节的丢失、音准差、音色难听的音乐

同样对幼儿音乐听觉能力的发展有所阻碍。

(2)资源的开发与整合程度不够

极少数幼儿园拥有丰富且经常更新的资源库、资源平台。也许是因为幼儿园日

常所需资源涉及面广、内容繁杂，定期更新和维护资源库、资源平台需要耗费不少

财力。幼儿园教师已经习惯在随时在网络上搜索需要的素材，然而常常面临的是粗

制滥造、审美水平低下的素材，或者是因版权问题无法下载使用。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原创资源产出者想要获取些微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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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报酬也是合理的。然而有购买资源意识的幼儿园较少，幼儿教师常用的资源平台

也少有提供面向园方的购买服务渠道，更多的是提供个人购买服务，使得幼儿教师

在这一点面临较为尴尬的处境。笔者认为，目前较多的学前教育服务提供商更多偏

向于教材、教具及配套资源包的开发与销售，而幼儿教师在面临实际教学活动时仅

使用教材配套的资源包是远远不够的，一些教材甚至连配套资源包也没有。在幼儿

园实际教学活动中，往往需要的素材和资源是零碎的。因此，如何开发丰富、多样

且精美的素材和资源，将其整合在一起，并融入“原创意识”、“版权意识”，再向园

方提供购买服务，这也许会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3)幼儿园教师的音乐资源积累不足

从幼儿园教师个体来说，某些情境下的“寻找不到合适的资源”体现的是平时积

累不够。幼儿教师应彩云曾在一节公开课分享环节说过大概这样的话：“做课件时，

如果需要临时想配什么音乐，去哪里找，‘就走远了’。说明平时音乐应伴随左右，积

累最重要。”

在全媒体时代，幼儿园教师接触音乐的方式和途径越来越多，例如手机音乐播

放软件、微信公众号、电脑、电视、广播、音乐剧等等。教师必须自己发自内心地

热爱艺术、喜欢音乐、喜欢歌唱，能够欣赏多种文化下的不同音乐类型。拓宽音乐

视野，在日常生活中渗透音乐，潜移默化地提升自己的音乐素养。聆听音乐的倾向

和习惯常常是出于个人喜好和审美取向，这无可厚非，但作为幼儿园教师，需要扩

大自己的审美取向，扩大聆听音乐的范围。不管是作为教材的音乐和不适合作为教

材的音乐，不管是声乐作品还是器乐作品，不管是国内作品还是国外作品，不管是

哪个流派的作品，不管是严肃的、浪漫的、流行的作品，还是儿童歌曲，都应该去

听，这样才能拓宽自身的音乐视野，提升自己的音乐鉴赏能力。

2．幼儿对音乐的感受和体验有限

幼儿对音乐的感受和体验有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幼儿主体”、“以幼儿

为本”的意识落实不到位，导致音乐教育活动中幼儿的自主性和主动性较弱，从属于

教师的行为。这对强调幼儿感受与欣赏、表现与创造的艺术领域学习产生了阻碍。

二是教师自身对音乐的理解都不够深入，如何去引导幼儿学习与理解音乐，鼓励他

们表达自己的想法呢?往往只能以标准化的答案与感受要求幼儿。

(1)幼儿主体的意识落实不到位

相对于要求幼儿掌握和认知音乐符号等音乐技能，《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艺术领域的学习更强调幼儿的感受与欣赏、表现与创造。在音乐活动中，教师要坚

持以幼儿为主体，努力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丰富幼儿对音乐的内心体验和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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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信息技术带来的多形式、多材质、多情境的体验有利于激发幼儿的热情，主

动去感受音乐的美，继而生出想要分享、表达和创造的欲望，教学关系得以改变。

况且，从音乐本身的联觉对应关系来说，声音的联觉属性能够激发幼儿的联想，比

如重音会使人有闷热的感受，而轻快的音使人有凉爽的感觉，这是触觉与听觉产生

的联觉；再比如低音也许会使人想起巧克力，而高音使人想起薄荷糖，这是味觉与

听觉产生的联觉。幼儿生活经验不足，而信息技术能够从声、形、画、色这些方面

促进幼儿的感觉器官与音乐产生相应的联觉和通感，从而每个幼儿都能进一步产生

各自的联想，继而对音乐有自己独特的感受与理解。因此，要以幼儿为主体，强调

和重视幼儿自身的感受与体验。

《指南》颁布至今，大部分幼儿园在《指南》的引领下，集体音乐教育活动从

机械记忆和练习一些不适合幼儿的音乐知识与技能，逐渐转变为强调幼儿感受和欣

赏音乐、勇于表现和创造的过程，教学关系上有不少转变。这在本次调查的活动视

频中也有所体现，尤其是以游戏的方式达成这些《指南》所要求的目标。不过，依

然有很多音乐教育活动在准备阶段设计教案时忽略了这一点，导致实际过程中常常

为了“走完流程”而“赶流程”，在结构化的音乐教学活动中，幼儿丧失了其主体地位，

高度受控于教师。幼儿充分感受和体验音乐的时间很少，自主创造和表达的机会也

少。音乐的各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能完全割裂某一部

分进行练习。即使是强调动作的韵律活动，与音乐的关系也极为密切，同样需要充

分感受音乐。例如《顶牛》这节音乐游戏活动，教师意在引导幼儿学会玩“顶牛”、

“斗牛”的游戏，掌握其动作。但教师只在一开始示范动作时用电脑播放过音乐，幼

儿感知音乐的机会很少，对音乐不熟悉，导致活动后期幼儿跟随音乐做动作时未能

达到教师的预期效果。

(2)幼儿园教师对音乐本身的理解不够深入

要促进幼儿对音乐有自己独特的感受与理解，首先教师自身要理解音乐。以往

准备活动时，教师很少认真分析音乐，很少自我内省或者反思。常常确定主题后就

想当然地沿着“如何教”这个思路去备课、去设计环节，甚至不考虑实际情况直接用

现成的教案开展活动。这样的教育是徒有其表的，不能深入人心的，因为教师自身

对音乐的理解都不够，不是发自教师个人内心的，又如何达到幼儿的内心深处。这

样的做法忽视了教师自身的情感体验，忽视了教师对自己所教内容的独特感受、理

解与思考。在集体教育活动中，教师的存在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教师的人格

和精神感染着每一个幼儿。如果忽视教师主导意识的发挥，忽视教师个人的审美感

受，如何去引导和感染幼儿呢?如何尊重并平等地与幼儿互相交流、沟通、分享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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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的美呢?

强调教师个人对音乐本身的理解和内心体验不意味着教师的理解和感受就是

绝对权威的、标准的答案，忽视每个幼儿各自不同的感受，而是能够尊重幼儿主体

地位，尊重幼儿的想法，能够与幼儿平等交流、对话，发现人与人之间对于音乐理

解和音乐感受的相通、交融与和谐之处。

3．信息技术在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中的应用手段单一

信息技术应用覆盖率高不意味着这个活动就好，覆盖率低也不意味着这个活动

就是失败的，不能根据一两个维度就片面地判断一个活动的好坏。笔者认真观摩本

次调查所有收集到的活动视频后，发现在信息技术覆盖率不算低的活动中，大部分

音乐教育活动的信息技术应用的方式和手段单一，带着“粗放式”、“表面化”、“低效

化”的特点，并未真正推动幼儿的发展。从第二章呈现的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中信息

技术应用整体情况表也可以直观地看到，有些音乐教育活动视频中信息技术应用时

长和覆盖率不低，却从始至终都是应用单一的媒体元素和策略。

(1)媒体元素应用单一

小班《小木匠》、中班《三只猴子》、大班《海盗与船长》三个活动的信息技术

应用覆盖率分别是62．7％、76．2％和57．5％，都超过活动总时长的一半，但在实际教

学过程中却只是反复播放音乐，仅应用“声音”这一媒体元素。让幼儿一遍一遍又一

遍地跟着音乐做动作、听歌词。《海盗与船长》中重复练习的形式倒略有不同，其他

类似的活动也都往往是简单重复，本质上依然和传统、低效的音乐教学活动一样，

只不过幼儿从跟随教师范唱变成了跟随多媒体播放音乐来不断重复。

(2)信息技术应用策略单一

在媒体元素与应用策略的关系上，极大部分活动中的图像对应着直观演示策略，

声音对应着创设情境策略。媒体元素的应用失去了多样性。只有再极少部分的活动

中，声音涉及到直观演示策略，图像涉及到自主探究策略。例如，《非洲欢迎你》这

节活动中幼儿跟随非洲鼓点的声音学习打非洲鼓，模仿音乐节奏，其“声音”的应用

策略就不再是创设情境，而是直观演示。《买菜》这节活动中幼儿自主操作电子白板

和平板，拖动食材，其“图像”的应用策略就不是直观演示而是自主探究。

总的来说，信息技术在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中的应用手段较为单一，体现在媒

体元素单一和应用策略单一。应用的深度和广度也不够，缺乏创新性，各种媒体元

素多样化的应用策略还有待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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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幼儿园教师整体的信息素养和音乐素养有待提升

(1)幼儿园教师整体信息素养有待提升

当前，很多幼儿园的硬件设施和信息技术设备逐渐完善，年轻幼儿教师们越来

越意识到信息技术的优势，也习惯在开展活动时应用它们。笔者在不同等级和性质

的幼儿园的实践过程或调研过程中发现，很多幼儿园老师职后参与过有关信息技术、

多媒体技术、电教化的培训，也有部分教师参加过电教化公开课比赛，开展过不少

有关信息技术的课题研究并结题，有的幼儿园从“十五”规划至今都陆续开展了相关

课题研究。然而，通过以往的调研，以及观察本研究中的活动和分析活动录像，发

现当前幼儿园教师的信息素养依然有待提升。

应用信息技术的教学效果可以说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幼儿教师的信息素养，信息

素养大致分为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和信息道德四方面。具体来说，目前

幼儿园教师在信息意识方面有所进步，但在其他三个方面仍需加强。对此，笔者认

为导致此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三点：第一，幼儿园教师对在活动中应用信息技术的认

识不深；第二，职后培训的有效性和发展性不强；第三，可能是幼儿园教师应用信

息技术的愿望与现实困境相矛盾所致。

①幼儿园教师对应用信息技术的认识不深

首先在信息意识方面，很多幼儿教师的确重视信息技术应用在教育活动中的作

用以及知道其促进幼儿的发展的优势，但也只知道到信息技术的应用包括电脑播放

音乐，投影仪、幕布和电子白板展示图片、视频和多花这类简单的应用。笔者认为，

这些功能的应用并非不对，是基础也是必要的应用。多媒体工具本身具有多样性和

丰富性，不只是如此单一性的常态化应用，而应创新。在设计活动时，也要避免“重

技术”而轻“系统设计”，避免华而不实。需要真正思考背后的内涵：是否遵循幼儿主

体；是否真正有利于幼儿的发展；是否促进了教学关系的转变；是否创设了真正有

益于幼儿发展的信息环境等等。需要将活动目标、内容和信息技术掰开、揉碎了在

重新整合在一起。就目前来看，幼儿园内的教育活动与信息技术整合、融合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

其次在信息能力方面，课例视频中体现出许多幼儿教师对设备的操作并不熟悉

的情况，需要额外寻求帮助，浪费时间，妨碍幼儿进行有意义的活动。例如《大猫

小猫》这节活动，两名教师不会将外接U盘中的音频用电视机播放，调试许久未果，

最终放弃应用信息技术，通过刻币清唱和钢琴伴奏来完成教学活动。再比如《大雨

小雨》这节活动，设想幼儿通过聆听声音去体验大雨和小雨的区别，而PPT中的声

音却无论如何也播放不出来，幼儿等待的时间有一分多钟。视频中很明显看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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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幼儿注意力分散，出现了吵闹和教师口头制止现象。视频中的幼儿教师反复

点击PPT中的声音链接尝试播放，并未寻找和提取己存储的声音文件。这说明一方

面幼儿教师本身的信息能力需要提升，另一方面也说明活动准备不够充分。长久的

等待容易导致幼儿做出不当的行为，招致教师的责备，产生不愉快的心理氛围。①此

外，针对幼儿园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笔者在对观察活动的执教老师进行访谈

时，有问到“您觉得自己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怎么样”的问题，在此摘录部分访谈

内容：

研究者：您觉得自己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怎么样?

教师A：“我觉得不是很好，对于信息技术在音乐教学中的用法，我了解到的、

熟练掌握的挺单一的⋯．．比如我刚刚这节活动里，基本上就是反复播放音乐，稍微

用了一下PPT。”(20190117-WHJHJJ—FQ)

教师B：“我觉得现在信息技术发展太快了，有些跟不上速度，很多新的技术我

都不是很懂，确实需要多培训学习，加强自学能力，增强业务水平。”(20181211一

WHJHDⅪC—FD)

教师C-“主要是在技术方面，我不是很会制作课件，做PPT勉强还行，像Flash

之类的就不太会，还有一些新的设备、工具也不是很熟练，需要我们园的电教老师

来帮忙。”(20190122．WHJHHPJ—FS)

教师D：“我有时候没法根据活动需要剪辑制作音乐和动画，那些剪辑软件要么

不会用，要么剪出来的效果很不好，会丢失一段音乐或者某一段音乐速度变了。如

果按下载的进行教学有时不能很好的达到预期目标，我需要去掐点暂停音乐，或者

自己去拖音乐的进度条，找准时间点，感觉有点浪费时间。”(20181129一WHHSJDK—

FZ)

教师E：“我觉得我应用能力还行吧，基本上的应用都会。但是在活动过程中偶

尔会遇到设备出现故障的时候，就影响了活动的进程和氛围，会影响到我的心情。

所以需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我在这方面还要加强吧。”(2019017一WHJHJJ—FZ)

结合活动录像，信息素养方面的教师教育毫无疑问需要加强。然而，笔者通过

活动后的访谈了解到大部分执教老师参与职后培训和竞赛的机会并不少，这或多或

少有些出人意料，说明职后培训的有效性和发展性没有得到体现。这也能促使我们

思考如何改进现有的职后培训模式，寻求更有效并且能够切身考虑幼儿教师处境的

①冯晓霞．幼儿园课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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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后培训方式。

②职后培训的有效性和发展性不强

幼儿园教师确实存在对信息技术在幼儿园教学活动的应用认识不深刻、不到位，

甚至有所偏差的问题，需要加强理论深度。但如果职后培训很多时候主要是理论方

面的灌输，幼儿园教师也会有枯燥、无聊的感受。大多幼儿园教师认为信息技术方

面的理论晦涩、难懂，很容易陷入理论听不懂、技术不会用的局面。从培训者的角

度来说，因为很多时候培训者是遵照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指示安排的外部培训，常常

是培训者滔滔不绝地灌输理论，却很少将理论与教学实际相结合。也不考虑接受培

训的幼儿园教师岗位、水平、需求各有不同的现实情况。因此，培训者首先要非常

熟悉幼儿园教师的需求，要拥有丰富的一线实践经验，将理论结合幼儿园实践用通

俗易懂的方式讲授；其次，信息技术方面的培训更强调实践性和操作性，所以培训

的内容要切实可行，幼儿园教师才会愿意在日常活动中去应用；再有，培训的方式

要灵活多样，除了师生授受的传统专题讲座，也可以有案例分析与讨论、参观考察、

合作探究、工作坊式探究、经验分享等方式。提高幼儿园教师参与培训的积极性，

能够真正学到知识，获得提升。

另外，从幼儿园教师的角度来说，要报以积极学习的心态。不要有畏难情绪，

克服“很难学好，担心弄坏”的心理，树立自信心，大胆尝试。况且，所谓的信息技

术应用其实并不难，以利用电子白板软件制作课件为例，市面上有免费的电子白板

软件，操作简便。例如，《买菜》这节活动应用的是“希沃白板”，功能丰富，且能多

平台同步。如图4．1所示，备课界面左方是课件页面缩略图，上方是功能菜单，能

够添加文字、形状、多媒体文件、表格、课堂活动(即交互类小游戏)、思维导图、

学科工具等，右方是上方菜单功能各自的属性设置。作为免费软件来说，能满足日

常备课需求，同时也提供付费服务。

皇 冀嚣露：：豢 j 曼 ；≥ 妻蠢k；：毛。置。 墨 童

基．≯II纛毒i囊蠹。i鬈幺
图3．3应用“希沃白板”的《买菜》备课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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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当前很多教师会在公开课上利用手机进行投屏，将幼儿自主探究的情

况投放至大屏幕，便于幼儿分享各自的成果，也有利于其他教师观摩。另外，还有

许多教学软件能够将幼儿在移动设备上的练习过程实时同步在屏幕上，教师可以时

时关注幼儿的操作进程，便于教师、幼儿查看与交流。这些软件都没有想象中的难

以操作，或许在此举例说明的功能比较适合公开课展示，但这只是用法之一，还有

许多功能待幼儿园教师去发掘。

③幼儿园教师应用信息技术的愿望与现实困境

由于幼儿园教师平时工作繁琐，除了正常开展活动还需要面对许多其他的事物，

这使得即便幼儿园教师意识上知道信息技术的优势，但在设计活动时往往选择他们

认为更方便、更熟悉的教学方式。这也会导致参加过职后培训的教师疏于应用信息

技术，反而觉得应用信息技术“很麻烦”、“费时费力”，通常只在公开课上应用。

笔者在幼儿园实习时跟班的一名幼儿园老师毕业于音乐学院，对于组织和实施

音乐教育活动比较得心应手，她认为在音乐教育活动中应用信息技术的优势和长处

非常明显，也曾多次参加过幼儿园电教化公开课比赛，写过不少有关信息技术应用

在幼儿园教育活动中的教育笔记和反思。然而，即便这位幼儿教师非常认同信息技

术能优化音乐教育活动的教学效果，但在平时交谈时仍然表示日常工作太忙，除了

日常开展活动、与幼儿互动，她还表示“经常突然被叫去开会，或者填很多表格、撰

写文章之类的事情”，或者是回复家长信息，没有太多时间精心设计教学活动，往往

是选择了最省时省力的传统教学方式。从长远来看，这不利于幼儿的发展，也不利

于教师的专业成长。培训了却没有时间用，最后陷入“疏于应用，便认为信息技术难

以应用、不想花时间”的不良循环中，导致幼儿园教师的信息素养水平和教学水平没

有提升，教师专业化成长受到阻碍。

在活动后对执教老师的访谈中，针对“您经常在集体的音乐教育活动中应用信

息技术吗7．：’这一问题，不少老师提到他们经常使用的大多是播放音乐、视频和图

片，因为这些可以减少准备活动材料、教具的时间，但其他的用法和功能不会主动

去探索。他们认为本来事情就很多很杂，没有时间去研究和学习。可见，信息技术

的应用大多起到的是辅助作用，对于如何利用信息技术去设计系统化的教学方法，

很少有老师主动去研究。

因此，需要幼儿园管理信息化，减轻幼儿园教师的案头工作，让幼儿园教师把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幼儿和教学上，去学习、研究如何应用信息技术将活动上得

更好，真正有助于幼儿音乐素养的培养。

(2)幼儿园教师整体音乐素养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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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教师在音准、节奏等基本音乐素养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在应用信息

技术时便会随意关停或剪辑音乐，忽略了音乐段落结构的完整性，不利于幼儿形成

良好的音乐感觉和心理氛围。

另一方面，教师在自身音乐素养方面的不足和局限也会影响其审美能力、审美

趣味和审美境界，在音乐教学活动时就不能给幼儿带来良好的审美传导。陈泽铭认

为：“审美传导是指教师的标签和抽象化的肢体动作。表情就是那种全身心投入音乐、

和音乐意境相一致的面部表情。抽象化的肢体动作指的是类似指挥的肢体语言，哪

怕是随着音乐的节拍轻轻地摆动身体，也比什么都不做好多了。①’’信息技术的应用，

则可以减轻幼儿教师一人身负多角色的负担，用计算机和音响设备播放音乐，师幼

一起感受音乐，沉浸音乐，教师进行审美传导。就不再是传统音乐教学活动种幼儿

园教师一边顾着弹钢琴，一边注意与幼儿的眼神互动。减轻教师的教学负担。

综上，虽然本章仅从活动准备、活动过程、幼儿的发展、教师整体信息素养和

音乐素养这几个方面指出存在的不足，并不代表没有其他问题，而是这些方面最能

体现本次研究的主要结果。希望通过今后进一步的研究，能解决这些问题，使得信

息技术在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中的应用恰如其分，真正优化教学效果，达到更有利

于培养幼儿音乐素养的目的。尽管本文主要是从音乐教育活动入手进行研究与讨论，

但也希望能对其他领域的教育活动有所启示，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陈泽铭．幼儿园音乐有效教学六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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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结

四、总结与建议

当前，信息技术与教育领域相结合的研究逐渐丰富与深入，信息技术与幼儿园

教育教学方面的相关研究也不断细化，由整体向五大领域转变。传统幼儿园音乐教

学活动中“教师弹唱”、“幼儿跟唱”的基本教学形式对调动幼儿的积极性和发展幼儿

的自主性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够增强幼儿对音乐的感受性，也

能弥补一部分的不足。因此，本研究主要是了解幼儿园音乐领域的集体教育活动中

信息技术的应用情况，并分析在不同信息化系统环境下应用信息技术的活动案例。研

究结论如下：

1．信息技术在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中应用的优势

(1)信息技术的应用能优化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的教学效果。主要是创设丰富

的教学环境、提升师幼互动的质量和提高教师的教学效率这三个方面的优化，进而

推动整个活动过程的最优化。

(2)信息技术的应用能提高幼儿的主体地位。主要是激发幼儿学习的兴趣和积

极性、提升幼儿在活动中的注意力和促进幼儿对音乐的学习和理解，促进幼儿积极

主动地学习。

(3)信息技术的应用能促进幼儿园教师信息素养的提升。在幼儿园组织于实施

信息化的教育活动，能够锻炼和提高幼儿园教师应用信息技术的意识和能力，进而

促使幼儿园教师能力结构的转变、教育理念的更新和学习途径的多样化，成为推动

教师专业化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2．信息技术在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中应用存在的问题

(1)优质的音乐教学资源匮乏，体现在音乐教学资源稀缺且质量较低、资源的

开发与整合程度不够、幼儿园教师的音乐资源积累不足。

(2)幼儿对音乐的感受和体验有限，体现在幼儿主体的意识落实不到位和幼儿

园教师对音乐本身的理解不够深入。

(3)信息技术在幼儿园音乐教学活动中的应用手段单一，体现在媒体元素单一

和信息技术应用策略单一。 ．

(4)幼儿园教师整体信息素养和音乐素养有待提升。其中信息素养有待提升体

现在幼儿园教师对应用信息技术的认识不够；职后培训的有效性和发展性不强：幼

儿园教师应用信息技术的愿望和现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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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议

本文针对信息技术在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今后

还需进一步开展深入、完善的研究。

1．从信息技术的角度来说，整合优质的教育资源，加快构建资源共享平台

幼儿园各类教育资源琐碎、涉及面广，因此需要整合优质的教育资源，构建资

源共享平台。而幼儿园教师们习惯使用免费且优质的教学资源，由于其公益性质，

可能需要政府牵头、社会参与建立资源共享平台。现有的一些平台由用户自发上传

教学资源，质量参差不齐，不少图片像素低、音乐音质差。因此需要整合优质的教

学资源，并进行筛选，整理分类，方便幼儿教师搜索。此外，也要加强知识产权与

版权意识的宣传，对于原创作品，资源平台可以向幼儿园提供购买服务。

首先，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资源共享平台的构想落地，确保幼儿园教师

有资源可用。其次，地方教育局统筹管理，加大宣传力度，促使幼儿园教师积极主

动地去使用，避免资源平台的构建成为表面文章，使用率低下。再次，争取打通各

个信息渠道，加大资源共享力度，使地区与地区、幼儿园与幼儿园、幼儿园与其他

教育阶段、幼儿园与其他行业之间建立一定程度的信息共享机制，进一步确保幼儿

园教育资源的多样性。

2．从幼儿的角度来说，强调幼儿对音乐的感受和体验及其主体地位

音乐是幼儿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音乐有着独特的情感教育功能，能够促进幼

儿的健全人格。《指南》认为幼儿艺术领域的学习关键是“引导幼儿学会用心灵去感

受和发现美，用自己的方式去表现和创造美”。因此，首要前提是需要幼儿教师创造

各种条件让幼儿充分感受和体验音乐，在感受和体验中激发幼儿表现和创造的欲望，

在这个过程中由教师引导幼儿自然而然地掌握其中的音乐知识和技能。

“体验为先”的前提是“幼儿为本”的人学理念和教学关系的转变。在高度结构化

的幼儿音乐教学活动中，幼儿对于自己“想学什么”、“怎么学”、“和谁一起学”很少

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再者，现代工具理性使得幼儿艺术教育越来越追求技能技

巧的精确，阻碍了幼儿心中那颗“美的种子”的茁壮成长。例如，《母鸡萝丝去散步》

中教师只是象征性询问幼儿的想法，创编的动作主要来自教师的示范，活动成为了

教师“表演的舞台”。教师带领幼儿反复熟悉动作，幼儿积极参与的情绪却不高，一

些幼儿的脸上面无表情，看不到投入活动、享受音乐的神情。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

决定了他们需要依靠具体形象和直接经验来理解事物和解决问题。音乐作为声音的

艺术，自身所蕴涵的独特的美挖掘还不够。因此，需要反复强调“以人为本”和“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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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重视幼儿对音乐的内心体验和审美感受。思考如何运用音乐自身的美来体现

音乐活动的教育价值，用音乐本身去打动人、教育人，引导幼儿积极主动地去学习，

而不仅仅依靠教师的语言来解说音乐，教学关系才会得以转变。

在信息技术方面，要以重视幼儿对音乐的感受和体验为前提，合理使用信息技

术，借助信息设备和工具提供形式多样的声、形、画等方面的刺激，激发幼儿积极

的心理因素，促进幼儿多方面音乐素养的提升。此外，还应注重发展幼儿的自主性

和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信息技术设备具有可操作、可交互的特点，音乐教学活动虽

没有科学教学活动的操作性强，但不是完全不具备操作、交互的可能性，此次调查

中就有较优秀的应用案例，幼儿在自主操作和探究时兴趣浓厚、积极投入。

3．从教师的角度来说，加强教师信息素养和音乐素养培训的有效性

教师应用信息技术的水平直接影响到活动效果，也可以说影响到幼儿学习与能

力的发展。因此，要落实教师信息技术培训的有效性。“具有一定的现代信息技术知

识”是《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中对幼儿园教师通识性知识所作出的要求，较为笼统。

而在《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幼儿园、中职参考执行)中则详细提出

了教师应具备何种程度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为幼儿园教师提升自身的信息素养提

供了参照标准。根据《能力标准》，教育部还颁布了相应的《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培训课程标准》指导教师进行信息技术的相关培训。《教育信息化行动计划

2．0》也强调加强精准测评，提高培训实效性。除了信息技术应用于幼儿园教育的理

论基础，还需加强针对诸如电子白板、一体机等新型教学工具的培训。提供优秀的

教学案例，学习各种信息化教学设备的多元化使用方式。不仅要适应常态化的应用

方式，更要勇于创新。这不仅能丰富幼儿的多方面、多层次的感性经验，也减轻教

师的部分教学负担。

提高培训的有效性，培训者首先要非常熟悉幼儿园教师的需求，要拥有丰富的

一线实践经验，将理论结合幼儿园实践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授；其次，信息技术方

面的培训更强调实践性和操作性，所以培训的内容要切实可行，幼儿园教师才会克

服畏难情绪，才会愿意在日常活动中去应用；再有，培训的方式要灵活多样，除了

师生授受的传统专题讲座，也可以有案例分析与讨论、参观考察、合作探究、工作

坊式探究、经验分享等方式。提高幼儿园教师参与培训的积极性，才能够真正学到

知识，获得提升。

对于音乐教育活动，教师在提升信息素养的同时，还需要关注自身的音乐素养

和审美感受，不断寻求两者的契合点，利用信息技术帮助幼儿更深层次地感受和体

验音乐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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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信息技术在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中应用的整体情况

(一)第一次观察记录

小班音乐教育活动中的应用情况(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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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次观察记录

小班音乐教育活动中的应用情况(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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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班音乐教育活动中的应用情况(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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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音乐教育活动中的应用情况(8个)

万方数据



⑧ 硕士学位论文
MAS下ER’STHESlS

(三)观察者一致性(IoA)

由于ICT应用总时长等于ICT应用单次时长之和，在此仅分别计算两次观察到

的活动ICT应用总时长之和。

第一次观察记录的所有ICT应用总时长之和记为Tl，第=次观察记录的所有

ICT应用总时长之和记为T2。经计算可得Tl=243’34”，T2=243'41”。根据公式：
S

10A 2

Z×100％

在这里，S是最小的总和；三是最大的总和。

即，IOA=_Ls
x 100％=百T2×100％=等卷×100％≈99．7％

可知IOA为99．7％>80％，说明两次观察记录的一致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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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母鸡萝丝去散步》活动教案

活动目标：

1．体会游戏的乐趣。

2．会根据生活经验创编动作。

3．胄邕用完整的动作随乐进行律动。

活动准备：

1．知识经验准备：听过《母鸡萝丝去散步》这个故事。

2．物质材料准备：故事场景图、图谱卡片、节奏卡片、母鸡和狐狸的头饰。

活动过程：

活动过程 信息技术手段 技术手段目的

一、导入，回忆故事情节。

幼儿说出故事中涉及的地点和主

要事件。

二、母鸡散步，出示场景图。 创设故事情境，幼儿熟悉

1．‘‘今天母鸡又去了那些地方?” 播放音乐。 音乐。

2．“狐狸发生了什么事?” PPT。 帮助幼儿回忆故事情节。

3．幼儿模仿狐狸的动作。 播放音乐。 创设情境，通过音乐感受

4．幼儿自己做动作，教师出示图谱 播放音乐。 节奏。

验证节奏。 创设情境。

三、多种形式熟悉音乐和动作。

1．幼儿原地完整地做动作。

2．教师和幼儿扮作狐狸，另一教师 播放音乐。 创设情境。

扮作母鸡，进行律动。 播放音乐。 创设情境。

3．幼儿独自尝试随乐做律动。 播放音乐。 创设情境。

4．一名幼儿扮作母鸡宝宝，其余幼 播放音乐。 创设情境。

儿和教师角色不变，再次进行律动。 播放音乐。 创设情境。

5．幼儿分别扮演母鸡和狐狸独立

进行律动。

四、结束。 创设被一群蜜蜂追赶的情

加入蜜蜂的角色，幼儿再次独立 播放音乐。 境。师幼跑出活动室，结束

进行律动。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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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非洲欢迎你》活动教案

活动目标：
1．结合非洲人的生活习惯，模仿非洲人生活场景，感受非洲文化。
2．自由创编4个舞蹈动作。
3动作组合，有节奏地舞动。
活动准备：
1．知识经验准备：认识非洲人。
2．物质材料准备；非洲鼓、草裙、头饰、油彩。
活动过程：

活动过程 信息技术手段 技术手段目的

一、导入。

师幼随乐舞动。 播放音乐。 创设非洲舞会的情境。

二、介绍非洲人及其语言。

幼儿看图说非洲人的特征；学
展示图片。 创设情境，幼儿能随乐做动

播放声音。 作。
非洲人的语言。

幼儿通过视频直观地看到非

三、介绍非洲人的生活习惯。
洲人是如何生活的，他们平时

1．“想一想刚刚看到的，他们喜
播放视频。 做什么。

欢做什么事情?”幼儿提出自己的
交互式教学一体机 教师在一体机上记录幼儿的

想法，教师记录动作。
绘图。 想法，以更加形象生动的方式

播放音乐。 帮助幼儿记住并回忆动作。
2．练习动作。

创设情境，帮助幼儿熟练动

作。

幼儿能够直观地观察非洲人
四、观看非洲人的舞蹈。

播放视频。 的舞蹈。
将看到的动作加入幼儿自己创

播放音乐。 创设情境，帮助幼儿熟悉动
编的动作中，完成间奏部分的动作。

作。

创设“鼓手”和“学打鼓”的情
五、引出“鼓手”，介绍非洲音乐

展示图片。 境。
和乐器。

播放音乐。 幼儿直观地感受鼓声，跟着鼓
非洲鼓练习。

声学习打鼓。

创设情境，营造热闹的装扮氛
六、观察非洲人的服饰，幼儿

播放音乐。 围。
扮成非洲人。

完整展示舞蹈。
播放音乐+动画。 创设情境，营造出篝火晚会的

氛围。

七、结束。
播放音乐。 创设情境。

邀请其他老师一起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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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买菜》活动教案

活动目标：

1．体验创编歌曲《买菜》的乐趣。

2．初步感知“说唱”形式歌曲的特点。

3．能用不同的菜名替换歌曲中的“说词”。

活动准备：

1．知识经验准备：会唱《买菜》这首歌；认识常见的菜；认识图谱。

2．物质材料准备：图谱、平板、头巾、篮子。

活动过程：

活动过程 信息技术手段 技术手段目的

一、导入：创设买菜情境 播放音乐和PPT。 创设情境，引起幼儿兴趣。

教师扮作奶奶和小朋友们一起去买

菜，幼儿通过歌唱、动作表现歌曲。

二、再次体验愉悦地歌唱 播放音乐。 创设情境，幼儿充分感受音

教师强调“好听的声音”、“有表情 乐。

地”。

三、引出“说唱” 交互式教学一体机呈现 直观演示图谱，强调“说唱”及

男生表演“唱”的部分，女生表演“说” 图谱。 其节奏，为改编“说”的部分打

的部分。教师根据分组唱的形式提出疑 好基础。

问，引出“说唱”这一歌曲的表现形式。

四、替换菜名，创编歌词 一体机呈现示范图谱和 将图谱直观展示，给幼儿提供

1．创设“挑战“隋境。巩固原来的说词， 未完成图谱。 范例。

再提出挑战的要求。 幼儿与一体机交互，拖 幼儿能够亲自与多媒体进行交

2．幼儿尝试将选好的菜用说的方式有 动图片完成新的图谱。 互，能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探

节奏地说出来。 播放音乐，幼儿完整说 究。体验游戏的乐趣，感受信

3．将创编好的新词融入原曲中，完整 唱歌曲。 息技术给活动来带的趣味性。

说唱。

五、利用平板自主创作并分享 幼儿分组使用平板自主 每个幼儿都有机会进行自主创

1．音乐停止后幼儿停止操作。 创作，完成新的图谱。 作，并促进同伴之间的合作，

2．请幼儿上台分享小组创作的成果， 播放节奏音乐，提示自 分享合作成果。

强调跟着音乐有节奏地说。 主创作的时间。

手机投屏展示创作过程 手机投屏用于观察幼儿自主创

和成果。 作进程，便于教师之间的交

流，也有利于幼儿分享创作成

果，激发幼儿的成就感。

六、结束

总结活动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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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活动观察记录表

幼儿园名称： 观察时间：

活动名称

洁嗾型型 年龄班

活动过程 信息技术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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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持续时间记录表

活动名称 活动时长

序号 起始 结束 持续时间 媒体元素 IT应用策略

单次1

单次2

单次3

单次4

单次5

单次6

单次7

IT应用频次 IT应用总时长 IT应用覆盖率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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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七幼儿园教师访谈提纲

1．您经常在集体的音乐教育活动中应用信息技术吗?您认为应用了信息技术的音

乐教育活动和传统音乐教学活动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2．您对信息技术在音乐教育活动中的定位是什么?

3．您在制定这节活动的活动目标时，会考虑到幼儿的信息素养吗?

4．您在设计这节活动的活动过程时，应用信息技术的考量或者说判断是否应用信息

技术的依据是怎样的?

5．能否说说您在这节活动中具体是如何应用信息技术的?它们的作用和目的是什

么?

6．您觉得实际每次应用信息技术都达到了您的预期吗?

7．除了这些应用形式，您平时还会如何应用信息技术?您觉得自己的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怎么样?

8．您认为在设计、组织和实施音乐教育活动时，遇到的困难有哪些?

9．您认为您所在的幼儿园对信息化教育教学重视吗?您是否参加过相关的培训和

学习?您是否参加过区级、市级电教化公开课比赛?

79

万方数据



⑧ 硕士学位论文
MASTER’S THESIS

后记

定稿之际，向在论文写作过程和收集资料过程中给予过帮助的人们表示真诚

的感谢!

感谢导师王鹊老师带领我深入幼儿园，让我有机会观察到幼儿园的一线实

践，我的论文选题正是来源于此。在论文调研和写作过程中，王老师都给予了极

大的帮助，我有任何论文方面的想法都能同她交流和探讨，为我解答疑惑，启发

我的思路，肯定我的想法。在忙碌的教学和工作中不厌其烦地帮助我一次又一次

修改论文。也感谢导师组所有老师，从开题到预答辩为我的论文提出建议，使我

认识到论文的不足，帮助我将论文趋于完善。

感谢帮助我收集实证资料的同学和老师们，包括问卷调查和活动观察。调查

问卷结果虽未在论文中呈现，但为我论文初期了解应用现状和幼儿园教师的态度

提供了很大帮助。参与调查的数十所幼儿园来自湖北和江西二省，在此感谢为我

发放问卷的大学同学们，以及允许我观察活动的四所幼儿园。

感谢同学和室友们一一王冉、张庆、姚静宜等人，在自我否定的时候一直肯

定、鼓励和帮助我。感谢实习单位一一街道口幼儿园的宗老师、胡老师和李老

师，还有中三班可爱的孩子们，实习虽辛苦却也是我所有实践经历中最开心难忘

的一次。感谢家人和朋友在我情绪不稳定的时候给我安慰与鼓励。

感谢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让困顿无助的我在网络上找到许

许多多的慰籍与同道。想是同行，吾道不孤。

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我也真诚地希望信息技术能给学前教育带来新的活力和

可能性。在中小学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信息技术与课程正逐渐走向整合，而学

前教育的特殊性使得目前幼儿园中信息技术的应用大多处在辅助阶段。因此我的

论文也从最初的“整合”改为“应用”，希望能丰富相关研究，为今后进一步的整

合、融合提供研究经验。

论文依然还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在分析具体案例的时候，虽然有部分教学片

段和访谈片段呈现，但大多分析段落以研究者视角为主。力求客观描述，却也难

免出现主观评价，希望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能够找到适宜的评价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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