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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幼儿教师教育信息化是学前教育信息化的重要内容$因为幼儿教师在学前教育信息化进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其态度

将影响学前教育信息化的进程&职前幼儿教师作为后备军亦是如此&本研究以武汉市两所培养院校的学前专业学生作为调

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形式了解职前幼儿教师教育信息化态度现状$运用
0M00#CA"

软件探讨不同变量对于职前幼儿教师教

育信息化态度差异分析$并根据结论提出改善职前幼儿教师教育信息化态度的对策与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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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李春良$韦积华$伍友艳%职前幼儿教师教育信息化态度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教师教育信息化既是教育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又是推动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

,

#D&

&按

照心理学的理论$-态度.是影响个体做出行为选择

的内部准备状态$经过接受)组织化)评价和性格化

等步骤$态度又可以进一步内化为个体的价值观念

体系$成为个体在面对外界事物和做出行为选择时

的一个基本观念参照物&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教

师信息化的第一个层面便是-态度和观念的信息

化.&只有当教师具备了适应信息社会发展所要求

的内在观念时$才有可能将这种观念外化为具体的

行为$即产生在教学过程中应用信息化的理论)方法

和手段来组织和实施教学活动的态度倾向+

!

,

#%

&学

前教育作为教育信息化的一部分$幼儿教师作为教

育信息化的重要力量$其态度将影响教育信息化的

行为&职前幼儿教师作为后备军同样起着重要作

用$也影响教育信息化的进程&通过问卷测量职前

幼儿教师教育信息化现状$分析职前幼儿教师在不

同变量的得分差异来了解其态度偏好!研究结果旨

在强化职前幼儿教师培养院校教师教育信息化意

识$提高其培养水平&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湖北武汉的
L

大学和
]

学院的职前

幼儿教师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其中包括专科

生)本科生)研究生三个层次&共发放
#&"

份问卷$

回收问卷
#!"

份$有效问卷
#!"

份$问卷有效率为

%!A&#a

&采用
0M00#CA"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问卷综合台湾地区陈儒晰)邱方'幼

儿保育人员的幼儿数位学习态度(以及河南大学现

代教育研究所蔡建东教授提供的幼儿教育信息化态

度量表对研究对象进行调查研究&该问卷分为两部

分$第一部分主要是被试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生

源地)院校)在读学历)参加信息技术培训频次)参加

教学实践的频率)拥有信息技术设备数量等&第二

部分为职前幼儿教师教育信息化态度问卷$包括六

个维度$分别为信息技术学习价值$个人信息素养$

园所行政部门态度$园所行政部门落实态度$学前教

育专业落实态度$未来就业影响&这六个维度分量

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A$D!

$

"AC'I

$

"A$%%

$

"A$'C

$

"A$D"

$

"A$$$

&而此部分全量表内部一致性

为
"A%&&

&由此说明这一量表的的信度和效度都比

较高&问卷共
&#

个题项$采用
D

级量表形式$在
#

Y

非常不同意$

!Y

不同意$

&Y

无意见$

'Y

同意$

DY

非常同意的选项中进行选择&

#三$资料整理与统计处理

本研究运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
0M00#CA"

对

收集到的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分析的方法主要

有因素分析$信度和效度分析$描述统计分析$

V

检

验$单因素方差分析以及相关分析等&

三"研究结果

#一$职前幼儿教师教育信息化总体状况

从表
#

中可以看出职前幼儿教师教育信息化态

度的总平均分为
#!&A"!

$高于中等临界值
%&

"

&#g

&

#分&以上数据说明职前幼儿教师教育信息化态度

处于较高水平&

表
#

!

职前幼儿教师各维度描述统计

维度 题数
_ 0G

教育信息技术学习价值
D #%A$% &AD$$

个人信息素养
D #%A'& DA#$!

园所行政部门态度
D !"A&% &A%%!

园所行政部门落实态度
D #%ACC &AI#D

学前专业落实态度
D !"AD! &A&'I

未来就业影响
I !&A"! 'AC%"

总分
&# #!&A"! !"A!!!

!!

注%

_Y_5-,

$

0GY0<QAG5:3-<3),

$下同&

#二$不同变量对职前幼儿教师教育信息化态度

差异分析

独立样本
V

检验和方差分析"

L7d@L

#主要用

来考察职前幼儿教师不同的变量性别)生源地)院

校)学历)经济状况)参加讲座培训状况及拥有信息

技术设备数量等与职前幼儿教师教育信息化态度的

差异性水平&当双尾
V

检验的概率
>%

"A"D

时$才

能符合达到显著性要求&

#A

不同性别职前幼儿教师教育信息化态度统计

分析

本部分的自变量为职前幼儿教师的性别$因变

量为职前幼儿教师教育信息化态度各因素$对两变

量进行
V

检验&当
>%

"A"D

时$才能达到显著性的

要求&从表
!

中可知$在职前幼儿教师教育信息化

各维度上$职前女教师的得分都略高于男教师$但均

无显著性差异&

!A

不同生源地职前幼儿教师教育信息化态度差

异分析

本部分的自变量为职前幼儿教师的生源地$因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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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为职前幼儿教师教育信息化态度各维度$对两

变量进行
V

检验&从表
&

中数据可知$六个态度维

度中的得分中$生源为城市职前幼儿教师的均分都

略高于生源为农村职前幼儿教师$且在园所行政部

门态度及未来就业影响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

"b"D

$其他维度则无显著性差异&

表
!

!

不同性别
V

检验

维度 性别
7 _ 0G

03

T

A

"

!W<-3.5Q

#

教育信息技术

学习价值

男
!# #%A$# !ACD" "A%"%

女
%% #%A%# &ACD&

个人信息素养
男

!# #%A#% !A&#I "A$#'

女
%% #%A'$ DAI#!

园所行政部门

态度

男
!# #%A!% !A#C# "A#I&

女
%% !"AI& 'A!D#

园所行政部门

落实态度

男
!# #$AIC #AC'! "A#!D

女
%% !"A"" &A$ID

学前专业落实

态度

男
!# #%A%" !A'I$ "A&D$

女
%% !"AID &AD""

未来就业影响
男

!# !&A"" &AIC' "A%$I

女
%% !&A"! DA"#"

表
&

!

不同生源
V

检验

维度 生源
7 _ 0G

03

T

A

"

!W<-3.5Q

#

教育信息技

术学习价值

农村
II #%AD" &A$!' "A#$C

城市
D' !"A&C &A!'I

个 人 信 息

素养

农村
II #%A&! IA!"" "AC$%

城市
D' #%ADC &AI!!

园所行政部

门态度

农村
II #%AC' 'A!ID

"A"'$

$

城市
D' !#A#% &AD"$

园所行政部

门落实态度

农村
II #%A'C &A%"C "A&!!

城市
D' !"A#& &A!!!

学前专业落

实态度

农村
II !"A"" &A&!' "A"I#

城市
D' !#A#D &A!%&

未 来 就 业

影响

农村
II !!A## 'A%!'

"A"!#

$

城市
D' !'A#& 'A'#&

!!

注%

$

>%

"A"D

$

$$

>%

"A"#

$

$$$

>%

"A""#

$下同&

&A

不同培养院校职前幼儿教师教育信息化态度

差异分析

本部分的自变量为培养院校$因变量为职前幼

儿教师教育信息化态度各维度$对两变量进行
V

检

验&从表
'

中可知$不同院校职前幼儿教师在各维

度"除了园所行政部门态度外#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且
]

学院在各维度的得分均高于
L

大学&从某种

程度上说明相比于
L

大学$

]

学院更加注重学生教

育信息技术相关能力的培养&

表
'

!

不同培养院校
V

检验

维度 院校
7 _ 0G

03

T

A

"

!W<-3.5Q

#

教育信息技

术学习价值

L

大学
C" #%A&& &A#D!

"A"'#

$

]

学院
D" !"AI$ 'A"!&

个 人 信 息

素养

L

大学
C" #$AI& DA%D!

"A"''

$

]

学院
D" !"ADI &AI!#

园所行政部

门态度

L

大学
C" #%A$C &AICD "A"%#

]

学院
D" !#A#! 'A&&#

园所行政部

门落实态度

L

大学
C" #$A%# &AD"D

"A""!

$$

]

学院
D" !"A%I &A'D$

学前专业落

实态度

L

大学
C" #%AI% !A%'C

"A""#

$$

]

学院
D" !#AI$ &AD'$

未 来 就 业

影响

L

大学
C" !#A"& &AD#$

"A"""

$$$

]

学院
D" !DA$" 'A%C&

'A

不同在读学历职前幼儿教师教育信息化态度

差异分析

此部分的自变量是学历$有三个层面%专科)本

科和硕士&采用单因素变量的方差分析检验不同学

历对态度的差异显著性$并测出各维度的平均值&

从表
D

可知$不同学历在未来就业影响有显著性差

异$且大专学历得分高于本科)硕士学历$其他维度

无显著差异&

表
D

!

不同在读学历单因素变量的方差分析

维度
在读

学历
7 _ 0G N [0G

教育信息技

术学习价值

专科
D" !"AI$'A"!& &A"$#

本科
'$ #$A%'&ADCD

硕士
!! !"A#$#AC"$

个 人 信 息

素养

专科
D" !"ADI&AI!# !A"I'

本科
'$ #$AI"CA"IC

硕士
!! #$AI$!A#'C

园 所 行 政

部门态度

专科
D" !#A#!'A&&# !A"D#

本科
'$ #%AD!'A"&!

硕士
!! !"AI'!AIID

园 所 行 政

部 门 落 实

态度

专科
D" !"A%I&A'D$ DADC!

本科
'$ #%A!#&A&&!

硕士
!! #$A!C&A$DC

学 前 专 业

落实态度

专科
D" !#AI$&AD'$ DAD%I

本科
'$ #%AC&&A!"C

硕士
!! #%AD%!A&'&

未 来 就 业

影响

专科
D" !DA$"'A%C&

#$A$D"

$$

本科
'$ !"A%'&A%&!

专科
#

本科

硕士
!! !#A!&!A''$

专科
#

硕士

DA

拥有信息技术设备数量对职前幼儿教师教育

信息化态度差异分析

此部分的自变量是拥有设备数量$包含五个层

面%无)一种)两种)三种)三种以上&采用单因素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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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方差分析法$来检验拥有不同设备数量对职前

幼儿教师教育信息化态度的差异显著性并测出其各

维度的平均值&所收集
#!"

份有效问卷中$职前幼

儿教师选择-无.这一项的对象为
"

人$故不将其作

为拥有设备数量的组别$仅对后四项进行比较分析&

从表
I

中可知$职前幼儿教师教育信息化态度各维

度会因拥有设备数量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经事后

检验发现$在教育信息技术学习价值维度)园所行政

部门态度维度)园所行政部门落实态度维度上$拥有

两种)三种及三种以上信息技术设备组均高于拥有

一种信息技术设备组的得分!在个人信息素养维度)

学前专业落实态度维度及未来就业影响维度上$拥

有两种)三种信息技术设备组高于拥有一种信息技

术设备组的得分&

表
I

!

信息技术设备拥有数量单因素变量的方差分析

维度 设备数量
7 _ 0G N [0G

教育信息技术学习价值

一种
#D #DA$" DA#C#

%A"!!

$$$

两种
$D !"AD& !A%#"

三种
#' !"A"C !ADDI

三种以上
I !"AIC &ACCC

两种)三种)三种以上
#

一种

个人信息素养

一种
#D #DA"" !A%"&

DA&#!

$$$

两种
$D !"A!$ DAD#$

三种
#' #%A%& !ACD%

三种以上
I #CA&& !AID$

两种)三种
#

一种

园所行政部门态度

一种
#D #'A$C DA!I&

#DA&'D

$$$

两种
$D !#A"# &A#&"

三种
#' !!A#' !A'CI

三种以上
I !#A&& &AIC"

两种)三种)三种以上
#

一种

园所行政部门落实态度

一种
#D #IA"" &AD"D

CAD'C

$$$

两种
$D !"A&D &A&$C

三种
#' #%AI' &A!'%

三种以上
I !#A#C !A'"#

两种)三种)三种以上
#

一种

学前专业落实态度

一种
#D #CAIC &AC%!

'ADDI

$$$

两种
$D !"A%D &A#'C

三种
#' !"A%& !A$%D

三种以上
I !"AD" &A#'I

两种)三种
#

一种

未来就业影响

一种
#D #$A!" 'AD"C

$A!"%

$$$

两种
$D !'A"% 'A'I&

三种
#' !!ADC 'A"#'

三种以上
I !"A$& 'A##%

两种)三种
#

一种

!!

IA

参加信息技术培训频率对职前幼儿教师教育

信息化态度差异分析

本部分以参加信息技术培训频次为自变量$分

为从不)偶尔)经常三个层次$采用单因素变量的方

差分析检验参加培训频次对职前幼儿教师教育信息

化态度的显著差异&从表
C

中可知$个人信息素养

会因参加信息技术培训频次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

其他维度则无显著差异&经事后检验发现$经常组

的得分高于偶尔组与从不组&

CA

不同参加教学实践频率的职前幼儿教师教育

信息化态度差异分析

本部分以参加教学实践频次为自变量$分为从

不)偶尔)经常三个层次$采用单因素变量的方差分

析检验教学实践频率对职前幼儿教师教育信息化态

度的显著差异&从表
$

中可知$个人信息素养会因

教学实践频率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其他维度则无

显著差异&经事后检验发现$经常组的得分高于偶

尔组与从不组&

$A

职前幼儿教师教育信息化态度不同维度之间

的相关分析

通过皮尔逊积差相关进行分析可知$教育信息

技术学习价值与个人信息素养)园所行政部门态度)

园所行政部门落实态度)学前专业落实态度)未来就

业影响六个维度之间均成显著的正相关$均在
"A"#

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见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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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

!

参加信息技术教学实践培训单因素变量的方差分析

维度 频次
7 _ 0G N [0G

教育信息

技术学习

价值

从不
&% #%A%D&AC!" "A''#

偶尔
CC #%AC$&ADC%

经常
' !#AD"!AI'I

个人信息

素养

从不
&% #$AD%'AD!%

#'AD%D

$$$

偶尔
CC #%A!!&A"&$

经常
' &#ACD#$A%'D

经 常
#

从不$

经 常
#

偶尔

园所行政

部门态度

从不
&% #%AC'&A%#$ !A"!"

偶尔
CC !"ADD'A"''

经常
' !&ACD#AD""

园所行政

部门落实

态度

从不
&% #$A%C'A"&I !A&!%

偶尔
CC !"A"&&A&C!

经常
' !!AD"!A"$!

学前专业

落实态度

从不
&% !"A#$&A'#" !A#"'

偶尔
CC !"AD!&A&&#

经常
' !&ACD"AD""

未来就业

影响

从不
&% !#A$!'A'$& !A%I#

偶尔
CC !&A'!'A$'"

经常
' !CA""'A!'&

表
$

!

参加信息技术教学实践单因素变量的方差分析

维度 频率
7 _ 0G N [0G

教育信息

技术学习

价值

从不
#' #%A#'&A%"" "AD&D

偶尔
%$ #%A%&&A''C

经常
$ !"ACD'A$%!

个人信息

素养

从不
#' #CA'&'AI!"

CA"!

$$$

偶尔
%$ #%A!&&A'CD

经常
$ !DA&$#'A#I!

经 常
#

偶尔$

经 常
#

从不

园所行政

部门态度

从不
#' #%AC%&ACII "AD&%

偶尔
%$ !"A&$'A"CD

经常
$ !#AI&&A'I!

园所行政

部门落实

态度

从不
#' #%A$I&AD"D #A&&"

偶尔
%$ #%AD%&AI!#

经常
$ !#ACD&ADCI

学前专业

落实态度

从不
#' !"AI'&ACCD "A&"'

偶尔
%$ !"A'&&A!&I

经常
$ !#A&$'A!"C

未来就业

影响

从不
#' !!A!%DA"CD "A!#"

偶尔
%$ !&A"$'A$&C

经常
$ !&AD"'A"C#

表
%

!

不同维度的皮尔逊积距相关系数

维度
L ] E G ` N

总分

教育信息技术学习价值
# "AD"$

$$$

"ACDD

$$$

"ACDC

$$$

"AC#"

$$$

"AI&I

$$$

"A$I"

$$$

个人信息素养
"AD"$

$$$

# "A'I"

$$$

"AD!'

$$$

"AD&"

$$$

"A&%%

$$$

"AC#&

$$$

园所行政部门态度
"ACDD

$$$

"A'I"

$$$

#

"AC&#

$$$

"A$""

$$$

"AI&$

$$$

"A$I&

$$$

园所行政部门落实态度
"ACDC

$$$

"AD!'

$$$

"AC&#

$$$

# "ACCD

$$$

"AI"C

$$$

"A$I'

$$$

学前专业落实态度
"AC#"

$$$

"AD&"

$$$

"A$""

$$$

"ACCD

$$$

#

"AC&&

$$$

"A$%C

$$$

未来就业影响
"AI&I

$$$

"A&%%

$$$

"AI&$

$$$

"AI"C

$$$

"AC&&

$$$

# "A$"$

$$$

总分
"A$I"

$$$

"AC#&

$$$

"A$I&

$$$

"A$I'

$$$

"A$%C

$$$

"A$"$

$$$

#

!!

注%

LY

教育信息技术学习价值$

]Y

个人信息素养$

EY

园所行政部门态度$

GY

园所行政部门落实态度$

Ỳ

学前专业落

实态度$

NY

未来就业影响&

四"讨论与分析

在信息化教育背景下$幼儿教师对信息化的态

度直接决定了信息化教学实践的进程与实效&经过

研究发现$职前幼儿教师教育信息化态度属于中上

水平!职前幼儿教师信息化态度受不同背景变量的

影响&因此$分析与讨论这些影响与差异能为信息

化态度进行积极)正向导向$促进幼儿教育信息化的

进程&

#一$职前幼儿教师对信息化的态度是积极"正

向的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职前幼儿教师也意识

到了信息化所能带来的快捷与便利$并能充分体会

到信息技术提供的多渠道)多元学习对于幼儿的影

响&因此$对教师教育信息化持正向)积极的态度&

在六个维度中均值最高的是未来就业影响"

!&b"!

#$

表明职前幼儿教师认为教育信息化能力有利于提高

他们将来的就业竞争力!学前专业落实态度次之

"

!"bD!

#$表明职前幼儿教师认为学前教育专业院校

应提供教育信息化相关的课程与技能培训及教学实

践机会帮助其提高信息化操作能力!第三高分是园

所行政部门态度"

!"A&%

#$说明职前幼儿教师认为学

前教育信息化的落实受园所行政部门的影响!得分

最低的是个人信息素养"

#%A'&

#$说明职前幼儿教师

对于自我信息素养评价不高&

#二$不同背景职前幼儿教师对信息化的态度

不同

依据-幼儿教育信息化态度量表.

V

检验和单因

素变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职前幼儿教师在园所行

政部门和未来就业影响这两个维度上$会因不同生

源地存在显著性差异!在教育信息技术学习价值)个

人信息素养)园所行政部门落实态度)学前专业落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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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及未来就业影响这五个维度上$会因不同培养

院校存在显著性差异!在未来就业影响的维度上$会

因不同学历而存在显著性差异!在教育信息技术学

习价值)个人信息素养)园所行政部门态度)园所行

政部门落实态度)学前专业落实态度及未来就业影

响六个维度上$会因拥有信息技术设备数量不同而

存在显著性差异!在个人信息素养这个维度上$会因

参加信息技术培训频率与参与信息技术教学实践的

频率存在显著性差异&

职前幼儿教师信息化态度不因性别存在显著性

差异&这可能源于国家出台的各项法律和法规保障

男女公民平等的教育权$男女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

是趋向平等的$接受教育信息化的机会与条件亦是

如此&此外$高校提供的信息化资源是无性别歧视

的共享!信息技术对于不同性别的职前幼儿教师未

来就业是同样重要的&因此$不存在男女职前幼儿

教师教育信息化态度差异的情况&

不同生源职前幼儿教师在行政部门态度及未来

就业上存在显著性差异&生源为城市的职前幼儿教

师的均分都略高于生源为农村的职前幼儿教师$且

在园所行政部门态度及未来就业影响上存在显著性

差异&这可能源于城市的信息化发展相对于农村更

高)更早)更普遍$深知信息技术对于他们未来就业

有重要影响$而园所行政部门的态度又是影响其是

否需要掌握信息技术的能力的重要因素$因而城市

的职前幼儿教师信息化的态度的得分比农村的职前

幼儿教师更高&

不同院校职前幼儿教师在各维度"除了园所行

政部门态度外#均存在显著性差异$且
]

学院在各

维度的得分均高于
L

大学&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

相比于
L

大学$

]

学院更加注重学生教育信息技术

相关能力的培养&

不同学历职前幼儿教师的信息化态度在未来就

业影响上存在显著性差异$且大专学历得分高于本

科)硕士学历$其他维度无显著差异&这说明专科生

认为信息技术对于他们将来的就业有着更为重要的

影响&一般来说专科生更注重技能和实践能力的培

养$而本科生)硕士生更多关注的是理论科研$所以

专科生在未来就业影响维度上的得分均高于本科生

和硕士生&

不同信息技术设备拥有数量上$拥有两种)三种

及三种以上信息技术设备组在教育信息技术学习价

值维度)园所行政部门态度维度)园所行政部门落实

态度维度的得分均高于拥有一种信息技术设备组!

拥有两种)三种信息技术设备组在个人信息素养维

度)学前专业落实态度维度及未来就业影响维度上

的得分高于拥有一种信息技术设备组&这说明拥有

的信息技术设备数量越多$接触关于信息技术的机

会更多$对于信息技术重要性的体验更强烈$因而对

于教师教育信息化态度也就更强烈&

不同参与培训与教学实践的频率会影响职前幼

儿教师对个人信息素养的态度$参加培训及教学实

践的频率越高$对学前准教师个人信息素养的培养

越有利&因为相关信息技术的培训和教学实践可以

增强职前幼儿教师将信息技术和幼儿园课程整合的

能力$强化职前幼儿教师教育信息化意识&

#三$教育信息化态度各维度之间相关性高

从六个维度的相关性分析中可以看出$个人信

息素养与其他维度的相关性较低$说明职前幼儿教

师的个人信息素养只是稍微影响对其他维度态度&

学前专业落实态度和教育信息技术学习价值外的其

他四个维度的相关性很高$说明职前幼儿教师期望

在所在高校提供必要的信息化设备)课程和实践的

基础上$希望幼儿园行政部门能有较好的教育信息

化观念并能落实&

五"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知$职前幼儿教师对教育信息化

的态度是积极)正向的$但未达理想状态$主要表现

在因不同背景而存在显著性差异&因此$要引导不

同背景职前幼儿教师积极)正向的信息化态度$需从

以下四个方面做努力&

#一$缩小城乡职前幼儿教师教育信息化差距

不同生源的职前幼儿教师在教育信息化态度上

存在差异&生源为农村的职前幼儿教师对于幼儿教

育信息化的态度相对较弱&因此$国家)社会及学校

应注意加大对农村职前幼儿教师教育信息化的投

入&如提供针对性培训$政策上给予倾斜$努力提高

城乡职前幼儿教师教育信息化的能力&而作为不同

生源的职前幼儿教师$尤其是农村的职前幼儿教师$

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教育信息化素养$利用学校)社

会提供的条件)机会及资源等提高教育信息化的能

力&通过社会与个人的努力$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

乡教育公平$推进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学前专业院校*量身定做+与专业相关的信

息技术课程

-提高教师信息素质是教师教育信息化的核心

目标.

+

&

,

&从研究可知参加信息技术培训与教学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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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的频率会影响信息素养的提高&所以$院校可以

增加参加相关信息技术培训与教学实践的机会&信

息素养的提升除了提高职前幼儿教师的信息技术层

面的素养外$更应注重提高其信息意识素养和信息

策略素养&注重开设与专业相结合的信息应用课

程$加强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能力$培养未来就业信

息素养的应用能力&要培养具有信息素养的新型教

师$必须依托教师教育的课程体系+

'

,

&因此$除了开

设计算机文化基础)信息技术)教育技术等课程之

外$还应该设置与学前专业相关的信息技术课程$如

幼儿园课件制作)电脑绘图等$让职前幼儿教师看到

成功应用技术促进教学的案例$提供参与网络学习

的机会$使信息技术在学科教学活动中有机整合&

同时$建立职前幼儿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来规范

学前专业院校的教育技术课程$并将其作为教师资

格考试内容的依据之一&目前$我国有'中小学教师

教育技术能力标准($但仍未制定和颁布幼儿教师的

相关标准&信息技术教育专家是先进理念的传输

者$在培训中通过专家传授信息技术应用的先进理

念+

D

,

&因此$学前专业院校可以要求教育信息化专

家给学生做相关培训$引起学生对幼儿教育信息化

的关注$改变和优化其信息化态度&调查中发现不

少的职前幼儿教师培养院校没有专门的学前教育专

业的信息技术课程教师$很多都是计算机学院的或

是美术学院的教师教授相关课程$能把学前专业课

程与信息技术课程有效整合的教师少之又少&学前

专业院校应该争取聘请高水平的专业教师$帮助职

前幼儿教师有效整合信息技术与学前课程!同时给

学前专业院系教师提供接受信息素养培训$制定相

关信息素养标准$激励其在教学中多利用现代信息

技术$学会利用教学软件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以及教

学研究$让职前幼儿教师耳濡目染&

#三$保障信息化教学环境'优化信息资源建设

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领域的不断渗透$引起了

教学环境的重大变革+

I

,

&从目前我国教师教育的基

础设施来看$在推进教师教育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加

强教师教育信息化所需要的以信息技术为特征的基

础设施建设是非常重要和十分必要的+

C

,

&C

&硬件的

不足是阻碍学前准教师教育信息化的因素之一&学

前专业院校需要重视配置学校信息化所需要的硬件

设备$为职前幼儿教师信息能力的培养提供物质基

础&可以匹配多样化的信息化教室环境"如多媒体

教室)计算机教室)移动网络教室)数字化语言实验

室)远程教学型教室等#与优质的数字化资源"如图

书馆信息资源)学前教育教学资源)学前教师培训资

源)主题教育资源)亲子教育资源)实习-虚拟现场.

等#&同时提供符合职前幼儿教师学习规律)全面覆

盖培养方案的教学内容$适应个性化学习需求$有效

利用优质的教育资源&此外$学前专业师范院校可

以开展校内和校际间的协作$创建资源共享$充分利

用各高校各项软硬件的资源优势$实现校园信息化&

#四$建立与学前教育机构合作的实习场'增加

信息技术实践机会

学前教育信息化在学前教育实践教学活动中研

究的比重加大+

$

,

&目前师范生的教育实习一般为
'

BI

周$并且主要是专业实习$大多数学校没有提供

额外的时间开展信息技术的教育实践运用+

%

,

&所

以$职前幼儿教师的实习基地应该选择学前教育信

息化开展较好的学前教育机构$使职前幼儿教师能

在真实的学前教育机构中运用信息技术&同时$可

以聘请学前教育机构信息技术能力强的教师指导职

前幼儿教师信息化教学实践的尝试&为职前幼儿教

师创建学习信息技术的进入式环境$从而使职前幼

儿教师在教学中灵活运用信息技术$实现技术与课

程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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