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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人工智能与儿童生活世界

美国学前儿童使用技术的指导原则概述及启示

王善安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前教育学院$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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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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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美国教育部'人类与健康服务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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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联合发布的/早期教育和教育技术政策简报0中指出了学前儿童使用

技术的四条指导原则%使用得当的技术可以成为儿童学习的工具!应利用技术增加所有儿童获得学习的机会!技术可用于加

强家庭'学前教育机构与儿童之间的关系!有效的学习取决于成人与儿童的互动或共同使用技术&指导原则的发布启示我

们%应关注数字时代儿童的权利保护!加强从业人员的技术素养!加大对儿童技术使用的相关研究&

关键词!教育技术!儿童发展!儿童媒介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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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家长和早期教育工作者提供

了看似无穷无尽的新的教育选择&然而$并非所有

技术都以适合儿童的方式设计或导致有意义的学

习$成年人需要考虑儿童的技术使用&因此$有必要

为家长'早期教育工作者以及早期教育机构提供学

前儿童使用技术的指导原则$指导儿童如何使用技

术$以支持成人为所有的儿童在技术使用过程中做

出明智的选择&本研究所指的儿童使用的技术工具

包括广泛的数字设备$如计算机'平板电脑'智能手

机'智能机器人'交互式白板'数码相机'音乐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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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电子玩具'电子游戏机'电子阅读器以及其他各

类多点触摸屏设备等&

一"指导原则发布的政策背景

美国学前儿童使用技术的指导原则的发布主要

受到了几个重要文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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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全美幼

教协会"

6HXFd

#和弗雷德2罗杰斯早教与儿童媒

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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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发布了有关儿童使用技术的

立场声明%/作为工具为出生至
V

岁早期教育项目提

供服务的技术和互动媒体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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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

称/立场声明0#&/立场声明0为早期教育工作者提

供了使用技术和互动媒体的指导$以优化儿童在认

知'社会性'情感'身体和语言等方面的发展&它指

出教育者的责任是为
"AV

岁儿童在教育教学活动

中使用技术和互动媒体的时间'方式等方面做出明

智的选择&此外$早期教育工作者需要注意的是$技

术和互动媒体不应取代其他有益的教育活动$如创

造性游戏'户外体验以及儿童与同龄人和成年人之

间的社交互动&

美国健康与人类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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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发布了/利用技术支持早期教育实践%家长'家庭

和社区参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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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告$该报告认为在过去的

二十年中$人们认识到技术可用于改进学前教育实

践$并最终促进儿童的学习和发展&因此$技术在早

期保育和教育环境中的使用稳步增长&但遗憾的

是$人们对学前教育实践中可用的技术的有效性'功

能和要求知之甚少&为此$该报告探讨了学前教育

机构'家长和社区指导与评估儿童使用技术的方法!

家庭和社区参与儿童使用技术的策略!早期教育工

作者在技术使用方面的专业发展和非正式学习以及

促进早期教育工作者有效使用技术的障碍等方面的

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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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美国教育部教育技术办公室颁

布了第
&

个+美国教育技术规划,---/为未来做准

备的学习%重塑技术在教育中的角色0"

L);)*4

U4,O

<

Z4,*+2+

Q

%

U4̂27,

Q

2+2+

Q

;04U(-4(.S4N0+(-̂

(

Q<

2+ XO)N,;2(+

$以 下 简 称 为
6XSJ!"#B

#&

6XSJ!"#B

提出的目标是%+为所有学习者在正式

和非正式场合提供自主性和沉浸式学习的机会$让

学习者成为全球互联社会中有知识的'积极的'创造

的'合乎伦理的参与者&,

)

!

*此外$该计划还阐明了技

术公平的重要性$呼吁为所有学习者提供公平的技

术支持$帮助他们获得公平的学习体验&

以上三个文件的颁布$使得学前儿童的技术使

用更加受到美国各级政府和学界的关注&基于以上

三个重要文件的精神$美国教育部'人类与健康服务

部于
!"#B

年
#"

月联合发布了/早期教育和教育技

术政策简报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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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为/简报0#&/简

报0发布的主要目的是为管理人员'研究人员和技术

开发人员提供政策性指导$为儿童适应不断变化的

信息技术$实现终身教育奠定基础)

%

*

&

&该指导性政

策的发布$对于实施教育公平'缩小数字鸿沟'改变

传统教育方式'改善个性化教学$与其他阶段的教育

进行顺利衔接等有着重要的意义&/简报0中最重要

的内容就是明确提出了学前儿童使用技术的四大指

导原则&

二"指导原则概述

/简报0发布的指导原则一方面可以帮助家长更

好的指导儿童的技术使用$包括儿童玩电子游戏'使

用视频聊天或应用程序进行沟通$或使用数码工具

创作内容等!另一方面可以指导早期教育工作者在

学前教育机构'社区中引入和使用合适的技术作为

支持儿童学习的工具!此外$指导原则还可以帮助州

政府'地方政府等各级教育行政管理人员更好地了

解指导儿童技术使用的重要性$为早期教育工作者

提供合适的技术以及教育技术培训&以下为四大指

导原则的具体内容&

$一%使用得当的技术可以成为儿童学习的工具

全美幼教协会和弗雷德2罗杰斯早教与儿童媒

体中心联合发布的/立场声明0中指出%+技术和互动

媒体只有在使用得当时才是有效的工具&新的技术

和不断涌现的媒体设备可能会导致一些教育工作者

为了技术而使用技术$而不是把技术作为达到儿童

发展之目的的手段&,

)

C

*

C得当的技术使用可以有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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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帮助儿童学习和成长$尤其是家长和早期教育工

作者发挥积极作用时$这种效果更为明显&学前儿

童可以利用技术探索新世界'积极参与有趣和具有

挑战性的各种活动&他们可以通过学习技术和使用

技术工具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以及进行角色扮演活

动&在此过程中$需要遵循一些原则%

#@

在正式的早期学习环境中使用技术

早教工作者在使用技术时首先要考虑什么是最

有利于儿童健康发展的因素$然后再考虑如何使用

技术帮助儿童达成学习目的&技术的应用应该整合

到正式的儿童早期学习环境中$与其他学习工具"如

艺术材料'写作材料'游戏材料'书籍等#一起轮换使

用&此外$早教工作者在使用技术设备时还要考虑

这种技术或设备是否会影响教师与儿童或儿童间的

互动$是否会分散儿童的学习注意力&

!@

了解儿童主动和被动使用的区别

家长和早期教育工作者了解儿童主动和被动使

用技术的区别$是其指导儿童正确使用技术的关键

因素之一&儿童被动使用技术通常发生在其消费视

频内容时$如在电视'电脑'手机'平板等设备上观看

节目$这样的技术使用通常缺乏儿童相应的反思'想

象和参与&当儿童使用计算机'应用程序等技术进

行有意义的学习或讲故事时$才会出现主动使用技

术&此外$成人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儿童以身体接触

的方式使用技术就意味着积极的学习&虽然儿童在

电子设备上滑动或按压等动作似乎是交互式的$但

如果儿童不是有意从这些体验中学习$他依然是被

动的&只有当儿童接触的内容能够实现其深入的认

知处理$并能促进儿童在发展水平上进行有意识'有

目的的学习$这样的情况才被视为儿童主动的使用

技术&

%@

限制儿童使用数字媒体的时间

美国埃里克森研究所"

S04X*2T:(+_+:;2;);4

#

进行的一项针对全美
#"""

名父母的调查中发现$

B

岁以下儿童的技术使用几乎是普遍的&有高达

V&f

的父母报告说他们允许儿童使用技术$其中电

脑'电视'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是最受欢迎的&有超

过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每天与自己的孩子共

同使用技术长达两个小时)

&

*

#

&美国儿科协会"

Ĥ

74*2N,+HN,O47

<

(.J4O2,;*2N:

#在
!"#B

年发布的

政策声明---/媒体与儿童头脑0"

W4O2,,+O

F()+

Q

W2+O:

#中指出过度的技术使用可能会导致

儿童肥胖'睡眠不足'社交(情感迟钝等问题&因此$

美国儿科协会建议%不鼓励
!

岁以下的儿童在早期

学习环境中使用技术!

!

至
&

岁儿童使用数字媒体

的时间每天不超过
#

小时$以便让儿童有充足的时

间参与对其健康和发展至关重要的其他活动)

B

*

%

&

$二%应利用技术增加所有儿童获得学习的机会

6XSJ!"#B

中呼吁为所有学习者提供可利用

的技术&技术支持的学习体验应为所有学习者使

用$包括低收入家庭的儿童'特殊儿童以及双语学习

者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于
!"#I

年发布的年度报

告%/

!"#I

年世界儿童状况%数字时代的儿童0"

d02-̂

O*4+2+,K2

Q

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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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X/SHSXYLSeX

[YUZKP/de_ZKUX6!"#I

#中也指出%+数字技术

如果能得到恰当运用并得以普及$则可以在很大程

度上改变许多儿童因贫困'种族'民族'性别'残障'

流离失所或地处偏远地区等因素而落后的现状$他

们将有机会接触到世界范围内的各种机遇$获得必

要的技能$从而在数字时代取得成功&,

)

I

*

B但事实

上$无论在具体的技术使用方面还是学术研究方面$

都缺乏对这些儿童的关注&比如美国弗雷德2罗杰

斯中心与埃里克森研究所对
!"##

年至
!"#B

年出版

的有关儿童使用技术和数字媒体的相关研究进行了

统计分析$一共得到了
&$&

个相关的研究条目$并随

机抽取了
#B&

个条目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不

到四分之一的条目涉及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特

殊儿童或双语学习者)

V

*

I

&

#@

消弭技术使用鸿沟

富裕家庭的儿童往往较为容易地获得技术使用

的机会$他们从小就开始接触各种技术设备$培养了

相对较高的技术使用技能&而贫困家庭的儿童获得

技术使用的机会较少$技术使用的技能相对较低$这

导致了儿童在较小年龄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技

术使用的鸿沟&此外$

6XSJ!"#B

指出$当一些儿

童有机会积极使用技术而其他儿童很少有机会或

者主要被动地使用技术时$儿童技术使用的鸿沟

会逐步扩大&有研究表明$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更

有可能在学习环境中通过被动使用技术完成任

务$而更富裕的同龄人更有可能主动地使用技术

完成活动任务)

$

*

C

&因此$有必要增加指导低收入

家庭儿童主动使用技术的机会$消弭儿童技术使

"%



!

总
%&

卷 王善安%美国学前儿童使用技术的指导原则概述及启示

用的鸿沟&

!@

关注特殊儿童

有效的技术使用可以帮助特殊儿童健康发展&

各种适应性和辅助性技术包括从简单开关的低科技

玩具到能够管理复杂环境的高科技系统$可以成为

提升儿童感官能力或降低感官干扰的工具&此外$

技术支持儿童认知处理或增强记忆和回忆&这些技

术的使用可以增加他们的独立性并支持他们与同龄

人一起进行教学活动&因此$教育工作者必须将技

术与每个儿童的独特需求'学习方式和个人偏好相

匹配&至关重要的是$所有教育工作者都应了解并

能够使用任何有助于特殊需要儿童的辅助技术$为

特殊需要儿童提供公平的使用技术的机会&

%@

支持双语学习者

研究表明$以母语获取信息有助于儿童在母语

和外语学习方面取得进步&数字技术使教师能够在

没有其他方法获得这些资源的情况下$为每个儿童

找到适合其文化和语言的故事'游戏'音乐和活动&

技术资源应该支持儿童的主动学习'对话'探索和自

我表达)

C

*

$

$满足双语学习者作为个体的需求$并增

加他们的学习机会&

$三%技术可用于加强家庭"学前教育机构与儿

童之间的关系

技术具有巨大的潜力$可以加强家庭和学前教

育机构之间的沟通和联系$使儿童受益&例如$通过

照片'音频和视频录制来记录儿童学习的数字档案

材料使教师能够更频繁地和非正式地与家长分享在

儿童学习方面的内容&这可以让父母跟踪儿童的进

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来体验儿童的努力和成

就&除此之外$使用电子邮件'短信和社交媒体使教

育工作者和家庭之间的交流更加容易&当无法进行

面对面会议时$基于互联网的通信工具为视频电话

和会议提供了新的机会&这些同样的技术工具可以

把儿童和住在远方的其他家庭成员联系起来&正如

教育工作者对儿童所做的那样$他们有责任为家庭

树立适当'有效和积极地使用安全'可靠'健康'可接

受'负责任和合乎道德的技术'媒体'传播方法和社

交媒体的榜样&当然$虽然技术有上述优点$但是技

术不应该被用于替代有意义的面对面交互&因此$

在使用技术时$要确保技术使用不妨碍儿童与同伴'

成年人之间健康的真实互动)

#"

*

&

$四%有效的学习取决于成人与儿童的互动或共

同使用技术

大量关于儿童媒体使用的研究表明$当家长或

早期教育工作者与儿童共同使用技术并进行有效互

动时$儿童的学习更为有效)

&

*

%

&比如$

!"#B

年
%

月

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准备学习计划%

!"#"A!"#&

政策简报0"

U4,O

<

;(Z4,*+J*(

Q

*,7

%

!"#"A!"#&

J(-2N

<

G*24.

#$该报告对美国教育部+通过电视准备

学习项目,"

U4,O

<

;(Z4,*+S4-492:2(+J*(

Q

*,7

#自

!"#"

年至
!"#&

年
&

年间实施的效果进行了评估&

研究发现$父母接受干预措施$比如对儿童进行内容

指导'活动建议$积极参与儿童通过电视节目进行数

学学习的家庭$儿童的数学学习效果优于对

照组)

%

*

#&

&

但遗憾的是$弗雷德2罗杰斯早教与儿童媒体

中心的研究发现%家长和早期教育工作者对儿童的

技术使用提供的支持不够$他们通常只是引导儿童

设置技术设备$而没有为儿童与技术设备或数字媒

体的互动提供额外的支持)

V

*

&C

&有很多方法可以有

效增强成人与儿童在共同使用技术时的互动&比如

儿童在使用技术观看学习内容时$成人可以与儿童

讨论所学习的内容$并建议一些需要观看或特别注

意的元素!在儿童观看内容过程中$成人可以与儿童

一同参与并即时互动!儿童观看完内容后$成人可以

让儿童参与一些拓展性学习的活动$比如边看内容

边唱他们学过的儿歌$或者引导儿童把所观看的内

容与真实的世界联系起来)

#"

*

&

在成人与儿童进行技术互动时$还应该注意以

下几点%第一$注意保护儿童的隐私和安全&家长和

教育工作者需要了解/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0"

S04

d02-O*4+P:Y+-2+4J*29,N

<

J*(;4N;2(+HN;

#'/家庭教

育权和隐私权法案0"

S04L,72-

<

XO)N,;2(+,-

U2

Q

0;:,+OJ*29,N

<

HN;

#的相关规定$随时注意保护

儿童的隐私和安全$比如在使用应用程序之前应先

评估该应用程序的隐私政策!第二$除了确保儿童隐

私和安全外$家庭和教育工作者还要评估该应用程

序是否提供应用内购买服务或广告&许多应用程

序$特别是免费的应用程序都提供广告或应用内购

买服务$这两者都不适合儿童!第三$成人一定要注

意$并非所有的技术都适合儿童$并非所有基于技术

的经验都有利于儿童的发展&为了确保技术对儿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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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积极的影响$成人一定要不断的更新知识并装

备自己$以便更好地指导儿童有效使用技术&

三"启示

$一%关注数字时代儿童的权利保护

#$V$

年$蒂姆2伯纳斯2李"

S27G4*+4*:̂-44

#

发布了构成万维网基础的代码$现在万维网在全球

拥有超过
%"

亿的用户&同年$联合国通过了/儿童

权利公约0$这是联合国历史上批准的最被广泛接受

的人权条约&在过去的近
%"

年里$这种巧合很少被

注意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利文斯顿"

/(+2,Z29̂

2+

Q

:;(+4

#等人认为%+尽管儿童和年轻人被誉为数

字时代的重要参与者$但在数字时代$我们往往忽略

对儿童在技术使用方面的权利保护&..打开一本

关于互联网管理的手册$除了涉及网络上的非法性

虐待$儿童很少会出现在这本手册中&打开一本关

于童年的手册$互联网不太可能成为索引&,

)

##

*这种

对儿童权利的漠视造成了严重后果&+如今$拜互联

网所赐$欺凌'性侵'贩卖和侵害儿童行为的实施者

能够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容易地在全球范围内

接触到潜在的儿童受害者'分享儿童性侵图像$并相

互挑唆继续犯罪&数字互联为作案者提供了在未经

保护的社交媒体和网络游戏论坛上接触儿童的便利

条件&网上的匿名状态也降低了他们被发现和控告

的风险&此外$他们还可以通过互联网扩张犯罪网

络'牟取更高利润$并同时对多名儿童施害&,

)

I

*

I#

因此$成人在指导儿童使用技术的过程中$首先

要考虑儿童的权利保护问题$要明确的一点是+整个

儿童的健康'认知'社交'情感和语言的发展与数字

时代同样重要&获取技术工具和交互式媒体不应减

少儿童的自由游戏和其他适合其发展的活动&技术

和媒体不应成为对儿童造成情感伤害'身体伤害'侮

辱'剥削或恐吓的方式&,

)

C

*

&成人有责任以安全'健

康'可接受'负责任和积极的方式让儿童接触并使用

合适的技术$以促进儿童健康和谐的发展&因此$首

先政府要加快制定基于本土情况的儿童互联网保护

法律$维护儿童获取信息的权利$为儿童建立一个安

全'良好的信息环境)

#!

*

!其次$我们还可以利用私营

部门的能力与影响力$推动建立数据及隐私行业伦

理标准及其他旨在维护上网儿童权益'推动儿童上

网保护的行为准则$防止犯罪分子利用其网络与服

务收集'传播儿童性侵图像$或对儿童实施其他类型

的侵犯行为&

$二%加强早期教育工作者的技术素养

美国健康与人类服务部发布的/利用技术支持

早期教育实践%家长'家庭和社区参与0的报告中指

出%+早期儿童教育项目在有效利用技术支持教学'

评估'家园合作'社区合作'教师专业发展等诸多方

面面临共同的障碍&其中$最常见的障碍是早期教

育工作者技术素养的缺乏&其他的障碍包括学前教

育机构缺乏获得技术资源的机会$资金投入有限$员

工缺乏相应的技术支持和培训)

#

*

%

&因此$加强早期

教育工作者在技术使用方面的培训$提升早期教育

工作者的技术素养$对其更有效的指导儿童的技术

使用至关重要&教育工作者的技术素养是指他们拥

有与技术使用相关的知识'经验和能力$能够批判性

地思考儿童对技术和媒体的选择'分析'使用和评

价$从而评估技术对儿童学习和发展的影响&

职前培养阶段$必须有意识地培养学前教育专

业学生的技术素养$将幼儿园教师的技术使用和指

导能力视为其必备的专业能力之一&比如将/现代

教育技术0课程列为必修公共基础课$确保每位学前

教育专业学生学习关于技术使用的相关知识!此外$

还应该设置与学前教育相关的信息技术课程$如幼

儿园课件制作'电脑绘图等$让职前幼儿园教师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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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有条件的学院可以建立相关的实训室$让学

生在亲身实践中提升自身的技术使用和指导能力&

职后阶段$政府和教育机构要有意识地向幼儿园教

师提供多种技术设备和资源$加大在线教学资源库

的建设&在+国培,'+省培,等教师培训项目中开设

专门的以技术使用和指导为主题的培训课程$进一

步提升幼儿园教师的技术素养&

$三%加大对儿童技术使用的相关研究

家长和幼儿园教师对儿童技术使用的有效指导

必须基于科学'合理的研究成果&目前$无论是美国

还是在我国$有关儿童技术使用的相关研究较少$这

些研究并没有充分告知家长和幼儿园教师各种技术

设备和应用程序的使用对儿童的各种影响&因此$

我们亟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研究%第一$需要进行

纵向研究$以更好地了解儿童使用各种技术设备"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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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王善安%美国学前儿童使用技术的指导原则概述及启示

其是有关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数字机器人等新兴

技术设备#'应用程序的短期和长期影响&这包括研

究儿童在不同年龄段使用技术的发展变化$并绘制

儿童学习和技术使用随时间推移的轨迹$以及技术

使用与健康相关行为"包括饮食和身体活动#之间的

相互作用!第二$应研究早期教育工作者如何利用技

术更好地为儿童提供教育经验&这包括使用基于技

术的评估工具来评估儿童的学习和发展$并使用这

些评估中的数据来为师幼互动和教学实践提供信

息!第三$需要对父母的指导进行研究&包括父母有

效指导儿童使用技术的相关策略$父母和儿童在获

得和使用技术方面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如何与儿童

的学习和发展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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