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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技术在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中的应用是实现学前教育信息化的主要方式与重要途径之一。从信息技术相关设备安

装与使用频率、信息技术应用时长、信息技术使用环节、使用策略、多媒体元素、信息技术使用功能等维度对南充市主城区6个

省级示范幼儿园，共72个集体教学活动进行观察分析，结果发现当前信息技术在省级示范园集体教学活动中的应用仍存在一

定问题。幼儿教师在使用信息技术辅助教学时应遵循简单化、适宜性、交互性原则，提升幼儿教师信息化教学水平，同时提升

幼儿园信息化硬件配置，加强信息化教学资源共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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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n Collective
Teaching Activities in Provincial Model Kindergartens

XU Yi-ting，ZENG Bin
（The Preschool and Elementary Education College，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Nanchong 637000，China）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kindergarten collective teaching activities is one of the main and important
ways to realize the informatization of preschool education. The 72 collective teaching activities of six provincial model kindergartens in
city of Nanchong were observed and analyzed from the dimensions of installation and use frequenc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lated
equipment，application du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link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application strategies，multi⁃
media elements and function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informa⁃
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n collective teaching activities in provincial model kindergartens. When us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as⁃
sist teaching，preschool teachers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simplification，suitability and interactivity，improve the information-
based teaching level of preschool teachers，promote the information hardware configuration of kindergartens and strengthen the com⁃
monality of 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resources.
Key wor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kindergarten; collective teaching activities

随着全球信息化发展，信息技术与电子设备

的普及，各行各业为达成提升工作效率与质量的

目的，已将电子设备与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各个

工作领域。在教育领域中，信息技术已经成为促

进教育信息化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同时也为教

育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技术保障与支持。美国、

欧洲、新加坡等众多国家学者已对学前教育信息

化发展进行深入研究［1］。2012年全美幼教协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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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交互式媒体作为早期教育工具服务于0-

8岁儿童》中从信息技术使用的角度出发，面向全

体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具有指导性的意见，并且明

确提出“技术与交互式媒体”的正确使用将成为

促进幼儿学习与发展的有效工具和重要手段［2］。

通过科学使用信息技术来提升幼儿园教育

教学活动质量，逐步达成信息技术与幼儿园教育

教学活动的深层交互是完善学前教育信息化的

内在核心［3］。信息技术与学前教育的科学结合不

仅能够提高教学效率，更加完整的呈现教育内

容，优化集体教学活动效果［4］，此外对幼儿认知、

情感、社会性等各方面能力的发展有促进作

用［5］。梅林晨对幼儿园信息化与教育教学质量之

间的关系展开实证研究并发现，信息技术在幼儿

园集体教学活动中的应用能够有效提升幼儿在

教学活动中的专注力与参与度，在一定程度上丰

富了幼儿在集体教学活动中的体验并提高整体

记忆效果［6］。哈佛大学儿童发展中心的研究发

现，信息技术具备现代交互功能，其与教育领域

相结合，符合幼儿发展阶段中的具体形象思维，

能够在建构生动的教育与学习环境的基础上，进

一步使幼儿难以理解的内容更具直观性，运用科

学的方法帮助幼儿理解学习内容［7］。吴兰岸对数

字媒体的使用对幼儿发展的影响进行调查，其结

果证明数字媒体的使用对幼儿身体、社会、情绪、

认知以及语言的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但数字媒体

的使用对幼儿发展影响的外在决定因素主要指

能够为幼儿提供适宜帮助的成年人，突出家长与

教师对信息技术的使用质量将直接对幼儿的发

展产生直接影响［8］。

教育部于2018年印发的《教育信息化2.0行

动计划》中指出，以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的紧密

结合为主要任务，将提升教育信息化应用水平与

促进师生信息化素养发展作为基本目标，来保障

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9］。由此可见，我国学前教

育信息化的发展方向顺应全球学前教育发展的

总体趋势，符合我国推动教育教学信息化发展的

基本要求与总体目标。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是

幼儿一日生活中所接受的系统性、组织性、计划

性较强的教育活动，能够依据具体目标，有针对

性的促进幼儿某一领域发展的活动，在集体教学

活动中添加信息技术的支持，不仅符合学前儿童

前运算阶段的特点，而且能充盈集体教学活动内

容与其呈现方式，有效提升教学效果，促进教学

目标的达成。孟红芳通过分析实际教学案例的

方式，强调信息技术在幼儿园集教活动中使用的

基本原则，以达到教育效果的最优化［10］。吴倢在

分析了幼儿园教学与信息技术整合的基本情况

的基础上，提出了使两者能有效融合的策略［11］。

薛飞通过分析实际幼儿园教学与信息技术整合

情况的普遍问题，设计了对幼儿教学起辅助作用

的电子教案白板平台，并展开了相应的教学实

验［12］。郝兆杰等人通过观察《学前教育教师研修

课程资源》中教学比赛案例的信息技术运用情

况，分析了在幼儿园教学活动中使用信息技术应

遵循的基本原则及其必要条件［13］。钱慧与袁慧

以“幼儿园信息化教学能力比赛”中的教学活动

作为观察样本，对信息技术与幼儿园教学活动的

整合情况展开研究［14］。高宏钰与周游将北京市

某一所幼儿园的教学活动作为观察对象来进行

相关内容的研究［15］。但是，已有文献对幼儿园集

体教学活动中信息技术使用情况的调查研究较

少。本文主要以南充市主城区6所省级示范性幼

儿园为研究样本，调查研究集体教学活动中信息

技术应用的“实然”情况，发现其应用过程中存在

的具体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以期早日达成国

家所要求学前教育信息化的“应然”状态。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抽样选取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嘉陵区、高

坪区，各区选择2所四川省省级示范幼儿园，共6

所幼儿园为例，对省级示范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

中信息技术使用现状进行观察，为保证样本代表

性，在一个省级示范幼儿园中，有计划地选择大、

中、小班各2个班（共6个班），每班观察2个集体

教学活动（共12个集体教学活动），6个幼儿园共

72个集体教学活动作为观察样本进行观察。

（二）研究方法

采用非参与式观察法，对72个集体教学活动

开展过程中使用信息技术的情况展开现场观察，

经教师本人准许后，用拍照以及手机计时的方式

加以辅助。为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与严谨性，采用

自编的《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信息技术应用情况

48



总38卷 徐怡婷 ，曾 彬：省级示范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信息技术应用调查研究

观察表》进行调查，观察过程采用打勾、填写的方

式，记录信息技术的使用情况，进一步收集观察

数据，依据观察维度展开具体分析。观察的主要

内容为：信息技术设备安装情况、教学过程是否

使用信息技术、信息技术使用时长、使用环节、使

用策略、多媒体元素以及信息技术在集体教学活

动中的使用功能，共7个维度对四川省省级示范

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中信息技术使用情况展开

观察。观察时间为2021年10月11日—11月19

日，为期6周，共30天，一所幼儿园观察时间为1

周。非结构访谈在集体教学活动结束后，与实施

此次活动幼儿园教师进行，以补充相应观察与研

究内容。

二、省级示范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中信

息技术使用现状

（一）省级示范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中信息

技术使用整体情况

从信息技术设备安装情况、信息技术使用总时

长、信息技术使用环节、信息技术使用策略、多媒体

元素与信息技术使用功能等维度，对上述观察的共

72个集体教学活动进行分析，获得信息技术在幼儿

园集体教学活动中使用的总体情况，由于观察样本

数量较多，因此选取其中24个较为具有代表性的集

体教学活动进行展现，如表1所示。

表1 省级示范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信息技术应用的总体情况

1

2

3

4

5

6

7

8

9

我的周
末生活

袜子和
鞋子

勇敢

勇敢者
的奖杯

大茶
壶、小
茶杯

仙人球

游戏安
全我知

道

我的
本领

美味
红薯

小班

小班

大班

中班

小班

大班

小班

中班

中班

语言类

健康类

社会类

健康类

艺术类

艺术类

健康类

社会类

健康类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电视/手机/无
线网络/微信

电视/电脑/PPT/
抖音/无线网络

电视/电脑/PPT/
flash

电视/电脑/PPT

电视/电脑/PPT/
无线网络

音响/电脑

电视/电脑/PPT/
flash/无线网络

电视/电脑/PPT

5

7

19

15

16

19

13

8

基本
环节

导入/
结束
环节

基本/
结束
环节

导入/
基本
环节

基本
环节

基本
环节

导入/
基本
环节

导入
环节

视频/音频/
图片

视频/音频/
图片

图片/动画

音频/图片

音频/图片

音频

图片/动画

图片/动画

直观演示

直观演示

创设情景

直观演示

直观演示

创设情景

直观演示

创设情景

辅助
功能

辅助
功能

主要
功能

主要
功能

辅助
功能

辅助
功能

主要
功能

辅助
功能

序
号

活动
名称

班级
活动
领域

是否安
装信息
技术
设备

是否
使用
信息
技术

使用设备
（软件）名称

信息技
术使用
总时长
（分钟）

信息
技术
使用
环节

多媒体
元素

信息技术
使用策略

信息
技术
使用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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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勇敢小
火车

对不
起，没
关系

中班

大班

健康类

社会类

是

是

是

是

电视/电脑/PPT/
flash

电视/电脑/PPT

14

26

导入/
基本/
过渡
环节
导入/
基本/
过渡
环节

音频/图片/
动画

音频/图片

创设
情景

创设
情景

辅助
功能

辅助/
主要
功能

序
号

活动
名称

班级
活动
领域

是否安
装信息
技术
设备

是否
使用
信息
技术

使用设备
（软件）名称

信息技
术使用
总时长
（分钟）

信息
技术
使用
环节

多媒体
元素

信息技术
使用策略

信息
技术
使用
功能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好玩的
纸杯

迷路
了，怎
么办

我的
勇气

笑话

身体的
小秘密

祖国山
河我
知道

我想对
您说

危险的
东西我
不动

小熊不
刷牙

我很棒

自己的
事情自
己做

叠格子

文明小
市民

大
班

大
班

中
班

中
班

中
班

大
班

大
班

中
班

小
班

小
班

小
班

大
班

小
班

艺术类

社会类

语言类

语言类

健康类

艺术类

语言类

社会类

健康类

社会类

健康类

艺术类

社会类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电视/手机/音
响/抖音

电视/电脑/PPT

电视/电脑/PPT

电视/手机/百
度/无线网络

电视/电脑/PPT

电视/电脑/PPT

电视/电脑/
PPT/抖音

电视/电脑/PPT

电视/电脑/音
响/PPT

电视/电脑/PPT

21

25

18

16

24

21

16

12

8

9

基本
环节

导入/
基本
环节

导入/
基本
环节

基本
环节

基本/
结束
环节

导入/
基本/
结束
环节

基本
环节

导入/
基本
环节

基本/
过渡
环节

基本
环节

音频/视频

音频/图片

音频/图片

视频

音频/图片

音频/图片

视频/音频/
图片

图片

音频/图片

图片

直观
演示

创设
情景

创设情
景/直观
演示

直观
演示

直观演
示

创设情
景

直观演
示/创设
情景

直观演
示

创设情
景

直观演
示

主要
功能

主要
功能

辅助/
主要
功能

主要
功能

辅助
功能

辅助/
主要
功能

辅助/
主要
功能

主要
功能

辅助
功能

主要
功能

补充说明，在为期6周，所采集的共72个观

察样本中，并未收集到科学领域的集体教学活

动，故缺失幼儿园科学领域的集体教学活动信息

技术使用情况。

（二）省级示范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中信息

技术使用具体情况分析

1.信息技术使用频率较高

信息技术是指通过电子设施使用或软件安

装等技术媒介，来辅助完成相应工作的有效手

段，在教育领域信息技术主要是用于更高质量的

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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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教学活动的一类现代技术［16］。信息技术相

关设备主要分为硬件设备与软件安装，硬件设施

主要包括电视、电脑、音响、多媒体、交互式电子

白板、投影仪以及网络路由器等；软件安装主要

指电子设备上应用程序的下载与使用，如qq，微

信，抖音，qq/酷狗音乐等社交软件以及PowerPoint

（PPT），Flash，WPS，腾讯视频，百度等其他软件。

信息技术使用率主要指使用信息技术的集体教

学活动数量占所观察的全部集体教学活动总数

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能呈现信息技术在幼儿园

集体教学活动中的使用现状。

从观察情况来看，6 个省级示范幼儿园均

安装了教学中常用的电子信息硬件设施，主要

由无线路由器、触摸式电视、音响以及电脑四

个部分组成。在72个集体教学活动中仅12个

活动未使用此类技术来辅助教学，信息技术使

用率达到83.3%，其中，电视为使用频率最高的

硬件设施，在60个运用了信息技术的集体教学

活动中电视的使用次数为53次，占比88.3%，电

脑使用次数为 51 次，所占比例为 85%；在使用

的软件中，PPT的使用率最高，使用次数达到48

次，占比为80%。由表2可知，在五大领域活动

中，属于健康领域的集体教学活动信息技术运

用率最高，达到87.5%，而语言类集体教学活动

使用率较低，占比为75%。

表2 省级示范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中信息

技术的使用频率

活动
领域

健康
领域

语言
领域

社会
领域

艺术
领域

科学
领域

总数

观察集体教学
活动数量

24

12

21

15

0

72

使用信息技术的
集体教学活动数量

21

9

18

12

0

60

百分比
（%）

87.5

75

85.7

80

0

83.3

2.信息技术使用时间较长

信息技术使用时长是指在单位集体教学活

动中，运用信息技术辅助集体教学活动开展的总

时长，它从时间维度出发，反应信息技术在幼儿

园集体教学活动中的运用程度与重要程度。所

观察的集教活动中，小班教学时长均在10-20分

钟；中班教学时长为15-25分钟；大班为25-35分

钟以内，根据所选取的较为具有代表性的24个集

体教学活动，计算其信息技术使用时长，可知小、

中、大班信息技术的平均使用时长分别为10'，14'

30"，22'14"，均占整个集体教学活动时间的一半

左右，具体情况见表3。
表3 省级示范幼儿园单个集体教学活动信息

技术使用时长

班级

小班

中班

大班

信息技术使用时长（分钟）

5

15

19

7

8

19

16

14

26

13

18

21

12

16

25

8

16

24

9

21

平均使用时
长（分钟）

10

14.5

22.8

3.基本环节使用信息技术的集体教学活动数

量最高

信息技术使用环节主要是指在幼儿园集体

教学活动开展过程中，幼儿教师使用信息技术

的具体位置，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信息技术在

整个教学活动过程中的作用。根据幼儿园集体

教学活动过程所包含的主要环节，将信息技术

使用环节划分为导入环节、基本环节、结束环节

与过渡环节四个部分。导入环节是集体教学活

动的起始阶段，在集体教学活动中的主要作用

为引发幼儿兴趣，帮助幼儿明确活动的大致主

题，帮助幼儿产生学习迁移，启发幼儿思考与情

绪调节等，能使幼儿快速进入学习状态的教学

环节［17］；基本环节是帮助幼儿掌握并理解知识

的中心环节，也是实现教学目标，完成教学任务

的关键一步；结束环节主要指教学活动的收尾

阶段，是对集体教学活动所学的总结概括与延

伸，也为接下来的学习内容打好基础，在此环节

中能更好明确活动主题、厘清活动逻辑以及升

华活动意义［18］。过渡环节主要指在幼儿园一日

生活中两个活动相互衔接的中间阶段，主要发

生在教学活动开始前或结束后，起到过渡作

用。在60个使用了信息技术的集体教学活动

中，有54个活动在基本环节使用了信息技术，占

总数的90%；有30个活动在导入环节使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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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占比为50%；在结束环节与过渡环节运用

信息技术的教学活动较少，分别为12个和9个，

所占比例仅为20%与15%。

4.运用直观演示策略的集体教学活动数量

较多

信息技术使用策略是指在集体教学活动开

展过程中使用信息技术的具体方式，以更好的呈

现教学内容，完成教学活动任务为主要目的，为

达成教学活动目标而采取的运用信息技术的方

法。主要包括直观演示与情境创设两个方面，直

观演示策略主要是通过直接呈现物体或具体事

件，形象的反映出物体的特征、用途、使用方法、

操作步骤等；以及帮助幼儿了解具体事件发生的

原因、经过以及结果，以最直观的方式展示学习

内容的一种策略。创设情景主要是激发幼儿求

知欲，调节幼儿情绪，创造良好的教学氛围等，以

保障集体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从调查结果得

知，单独使用直观演示策略的集体教学活动有30

个，占比50%；单独使用创设情景的活动24个，所

占比例为40%，而两种策略都使用的教学活动仅

6个，占比10%。

5.图片、音频运用频率较高，使用两个多媒体

元素的集教活动数量最多

多媒体元素是指使用不同的信息媒介来呈

现具体内容的方式，在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中最

常运用的多媒体元素有文本、图片、动画、音频与

视频等，不同的元素具有不同的信息储存与传递

的特征。文本主要具有描述性特征，是用抽象的

文字符号传达信息的方式；图片通过最直接的展

示事物的具体形象来呈现事物特征及其背后的

意义；动画是一系列运动的图像，能够增加原有

图片的丰富性与趣味性；音频按照表达形式分

类，主要包括讲解类音频、音乐类音频以及效果

类音频；视频中包含最为丰富的内涵，能够清晰

的交代事物的发展过程与事件的起因、经过与结

果。“多媒体元素应用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能反应

幼儿教师在集体教学活动中运用信息技术手段

展现与传达内容的习惯与偏好。如表4所示，幼

儿园集体教学活动中使用最多的多媒体元素为

图片，其次为音频，使用次数分别为51次与42

次，所占比例分别为85%、70%；视频与动画使用

次数较少，两者使用次数均为12次，占20%；而文

本使用次数为0。
表4 四川省省级示范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

多媒体元素使用情况

多媒体元素

图片

视频

音频

动画

使用总数量

51

12

42

12

百分比（%）

85

20

70

20

在集体教学活动中，多数幼儿教师选择使

用2个多媒体元素来提升集体教学活动整体效

果，如表 5 所示，有 36 个集体教学活动运用了

两个多媒体元素，占比为60%；选择运用1个或

3个多媒体元素的集教活动数量均为12个，所

占比例为 20%；尚无选择将 4 个及以上的多媒

体元素应用于一个集教活动的情形。
表5 多媒体元素交叉使用情况

不同多媒体元素使用数量

一个元素

两个元素

三个元素

四个元素

数量

12

36

12

0

百分比（%）

20

60

20

0

6.信息技术在集体教学活动中发挥主要功能

与辅助功能数量总体相当

信息技术功能是指信息技术的使用在幼儿

园集体教学活动中所起作用，主要可分为主要

功能与辅助功能两类，其中主要功能是指幼儿

教师运用信息技术，能直接反映集体教学活动

中的核心内容与中心环节，借助信息技术可直

接使本次集体教学活动教学目标达成，若不使

用信息技术将无法完成教学任务；辅助功能是

指信息技术在教学过程中的使用对教学目标

的达成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与教学目标的达

成并无直接关系，包括帮助调整班级幼儿情

绪，加强幼儿对教学内容的认识程度以及创设

教学氛围等。信息技术在幼儿园集体教学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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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所起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能看出幼儿教师

在进行集教活动时对信息技术的依赖程度。

根据观察结果显示，集体教学活动中信息技术

的应用仅限于起到单一功能（主要功能或辅助

功能）的数量为48个，主要功能与辅助功能均

为24个，信息技术在教学过程中两种功能均发

挥作用的教学活动有12个。

三、省级示范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中信

息技术使用存在问题

信息技术在幼儿园集教活动中的有效运用，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幼儿教师化解教学过程

中的难点问题，有利于调动幼儿多感官共同参

与，吸引幼儿的注意力，激发幼儿对教学内容的

兴趣以及加强幼儿对学习内容的理解程度，充分

利用该技术为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构建理想的

教学活动环境。但通过对60个教学案例具体情

况的分析发现，省级示范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中

信息技术的应用仍然存在一定问题。

（一）信息技术的使用多以幼儿教师为主体

现代信息化教学模式的关键要素由教师、学

生、教材与信息技术四部分组成，在集体教学活

动中这几个因素并不是各自独立，而是需要相互

配合，构建发挥教师主导，又能体现学生主体的

现代信息化教学模式［19］。通过调查发现，一方

面，所观察的集体教学活动中信息技术使用策略

为直观演示的教学活动有36个，占比60%，这说

明在集体教学过程中幼儿教师多是采用直接呈

现与活动主题相关的图片、视频等，并对其进行

辅助讲解。典型案例如：《鞋子和袜子》中，幼儿

教师通过展示图片让幼儿了解袜子的组成部分，

通过播放视频让幼儿学习穿袜子和鞋子的主要

方法与步骤，但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授课教师并

未引导幼儿尝试自己穿袜子与鞋子。

另一方面，在多数集体教学活动中，“流水

型”模式较多，互动性较少，信息技术完全由幼儿

教师一人掌控，根据不同的教学阶段呈现不同教

学内容，而幼儿与信息技术之间互动的次数极

少，根据观察情况发现，幼儿能对信息技术中所

呈现内容进行选择、操作的教学案例仅有3例，在

《勇敢小火车》这一教学案例中，教师为幼儿提供

了与电子屏幕互动的空间，引导幼儿在屏幕上用

点、按的方式对自己喜爱的图案进行选择，并根

据选择的不同内容引出幼儿所需要完成的课堂

任务。在 其余57个集体教学活动，均为教师单

方面使用信息技术的教学模式，教学过程中幼

儿与信息技术的互动性和参与性极少，在这种

情况下，幼儿主要扮演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角色，

信息技术作为幼儿教师传达教学内容的主要工

具，操控着集体教学活动的整体走向，一味的信

息输出，却忽视了幼儿的主体性与幼儿发展的

实际需求。

（二）教学过程存在过度依赖信息技术的倾

向，教学主次地位颠倒

信息技术在教学过程中与学生和教师相比

应处于从属地位，工具性是信息技术的主要特

征之一，其主要功能是表达内容与事物的特点，

是用来传递信息的载体，是辅助教学活动开展

的一种手段［20］。第一，教师过渡依赖信息技术

的主要表现为信息技术使用时间过长。根据调

查结果发现，共72个集体教学活动中有60个活

动运用了信息技术手段，比例高达83.3%，信息

技术使用时间均占教学活动时间的一半以上，

例如《对不起，没关系》以及《迷路了，怎么办》两

个大班集教活动在不到35分钟的教学总时长

中，信息技术使用时长分别为26和 25分钟，占

整个教学时长的2/3。

第二，教学主次地位颠倒的主要表现为课件

信息量偏大，信息技术的使用与集体教学活动目

标的达成联系程度较低，不使用信息技术亦能达

到预期的教学效果，例如小班音乐活动《大茶壶，

小茶杯》，其目标是使幼儿掌握茶壶与茶杯的特

点及其相互关系，并学会相应歌曲，但在教学活

动开展过程中幼儿教师运用信息技术仅展示了

茶壶与茶杯的图片，运用图片向幼儿讲解其特

点，在此活动中用实物代替使用信息技术展示图

片，更具直观性与简洁性。此外，《大茶壶，小茶

杯》运用信息技术的时长达到16分钟，导致幼儿

产生疲劳现象，学习歌曲的时间不足4分钟，幼儿

对歌曲的掌握程度较差。在此集体教学活动中，

运用传统教具与实物展示的方式亦能达到较好

的教学效果，但幼儿教师选择使用信息技术展开

教学，导致教学过程拖沓、教学时间分配不合理，

主次颠倒，未能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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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幼儿教师信息技术应用水平普遍不高

幼儿教师使用信息技术水平的高低程度将

对教学效果产生直接影响，通过调查研究发现，

幼儿教师信息技术应用水平不高主要表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

第一，使用软件种类单一。目前软件的种类

繁多，用途甚广，根据不同教学内容选择不同软

件进行辅助，有益于提升教学效果与教学质量。

幼儿教师使用的软件主要为PPT，Flash，抖音以及

百度，而其他日常使用的软件，如：音乐播放软

件、绘图软件、课堂助手、P图软件等，均未应用于

集体教学活动中。如大班美术集体教学活动《仙

人球》，其主要教学内容为引导幼儿运用各类线

条，绘画出多种仙人球形状并对其进行装饰，教

师直接运用纸笔，向幼儿进行简单的示范，由于

白纸无法固定，教师在示范过程中只能在桌上进

行作画，幼儿无法了解绘画步骤与过程；并且纸

张尺寸较小，教师向幼儿展示“范画”时只能让幼

儿走近观察，若教师使用绘画软件，在电视上展

示绘画过程与更多线条相互组合的可能性，将能

够使幼儿清晰的了解和直观感受教师的绘画思

路与学习线条组合方法。

第二，软件功能使用程度低。PPT的使用率

最高，使用次数达到48次，占比为80%，PPT的主

要使用功能包括图片放映、音乐播放、视频播放、

音效插入、图片切换效果、动画效果以及设计模

板等。但多数幼儿教师仅使用了该软件的图片

放映以及基础音效功能，在播放视频时会切换至

其他软件打开视频、图片切换之间无效果、动画

效果使用甚少，并且在教学过程中普遍出现了图

片切换不顺利、音效播放出错等现象，出现此类

现象后，教师需要立即对其进行调整，致使教学

过程出现停顿现象，缺乏流畅性，整体教学效果

受到影响。使用Flash动画制作的教学活动为9

个，占比仅15%，Flash是使用各个图片元素建构

快速动画的软件。具有多媒体动画制作、音频播

放、文字展现、以及交互式接口等功能，但三位幼

儿教师都仅在集教活动中体现了flash的简短动

画制作。

第三，课件制作较为简单。通过课后对幼儿

教师进行非结构访谈，探清幼儿教师在集体教学

活动中所使用的课件来源与制作的基本情况，根

据访谈结果了解到，90%以上的幼儿教师课件均

来源于幼儿园主题教材、幼儿园绘本馆以及网络

下载，将所收集到的绘本、图片内容未经二次制

作直接插入PPT中进行播放，所下载的视频也均

未经过二次剪辑。如小班《游戏安全我知道》中，

教师直接将教材中的图片照下来，再导入PPT中

进行放映；《身体的小秘密》活动中，教师在上课

前在百度上对相关主题进行搜索后，直接将视频

投送至屏幕，进行播放，未对视频内容进行筛选

与思考，没有突破原有课件资源本身，并且没有

根据班级幼儿情况以及具体内容进行改编。

四、提升信息技术在幼儿园集体教学活

动中应用效果的建议

（一）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中信息技术应用

应遵守简洁化、适宜性、交互性原则

1.简洁化原则

简洁化原则主要是指幼儿教师在集体教学

活动中运用信息技术辅助教学时，不论是从多

媒体元素的选择、课件的呈现，设备的使用还

是信息技术使用时长的设计上，都应遵循“简

单”的应用原则。在小班语言活动《我的周末

生活》中，教师播放自己拍的简短视频并用语

言进行补充，用最短的时间，达到更好的教学

效果，直接将幼儿带入到活动主题中。已有研

究表明，在集体教学活动中遵循简洁化原则与

幼儿认知水平的发展程度相契合，3-6 岁幼儿

感知觉发展具有直观性思维、具体形象性思维

的特点，这个阶段的幼儿感知事物的方式通常

是停留在对事物表面形象的理解，往往无法掌

握事物的本质特征［21］。因此，幼儿园在集体教

学活动中对信息技术的使用应采取最直接、直

观的展示策略，突出重点内容，舍去与教学主

题相关度较低的多余内容，防止输出信息过

多，导致幼儿感知觉负荷。因此，在集体教学

活动中，信息技术的使用应以高效促进相应教

学目标的达成为基本前提，尽量使信息技术的

使用更加直观、简洁、清晰。

2.适宜性原则

所谓适宜性，主要强调两个方面的内容，一

是信息技术在集体教学中的运用需与幼儿的

年龄特征和认知发展规律相适宜，二是信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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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在集体教学活动中的运用应与教学活动具

体内容和教学目标的达成相适宜。如在《仙人

球》这一教学活动中，幼儿教师在幼儿进行绘

画创作时，全程运用音响播放音乐，其目的是

为幼儿创设安静的创作氛围，但在其过程中，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幼儿注意力的分配，部

分幼儿对音乐较为敏感，听见音乐便停止绘

画，这说明在该集体教学活动中对多媒体元素

的选择不具适宜性与使用时间的不恰当性。

当前部分学者认为，信息技术的使用与幼儿发

展之间存在的利弊关系仍然具有一定争议，需

要进一步深入探究［1］。因此，幼儿教师对集体

教学活动进行设计时需要思考，不使用信息技

术辅助教学是否能也能高效完成教学目标，若

回答肯定，则在集体教学活动中应采用传统教

学模式，以此来规避信息技术手段可能对幼儿

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

3.交互性原则

在信息技术支持的交互性教学环境下，幼儿

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喜好、先前获得的经验来选

择不同内容，换句话说，在具有交互性的环境下，

为幼儿提供了主动参与的条件与可能。幼儿园

集体教学活动中交互性原则主要体现在，幼儿根

据教师的基本要求，对信息技术媒体展开互动，

使展示界面随着幼儿的不同操作与选择而发生

相应改变。依据认知理论的观点，人的认知行为

是外部刺激与内部心理过程相互作用的产物［19］，

因此，在认知过程中，尤其是对于仍处在直观思

维与具体形象思维的幼儿时期，外部的刺激非常

必要。在所观察的集体教学活动《我的勇气》中，

幼儿教师运用不同水果形象来设置不同选项，幼

儿依据自己喜好对水果进行选择，并在屏幕上点

进行点按，紧接着屏幕上就会呈现幼儿需要自己

完成的挑战任务，因为任务都是由幼儿自己进行

选择，因此，在完成任务时非常积极主动，并很好

的完成了挑战。信息技术使用的交互性原则是

尊重幼儿学习主体性的重要体现，幼儿教师应明

确意识到信息技术不仅是教师教学过程中演示

和讲解的辅助工具与教学内容传递的载体，更重

要的是幼儿教师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激发与维

持幼儿的动机，调动幼儿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积

极性，引导幼儿积极思考主动探究，挖掘幼儿发

展潜能。

（二）提升幼儿教师信息化教学水平

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整体效果的成功与否，

与幼儿教师的专业化水平直接相关，信息技术在

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中的应用是否恰到好处，则

与幼儿教师的信息化教学水平密不可分，有效提

升幼儿教师信息化教学水平，主要可以从信息化

教学活动设计与实施、信息技术应用、课件改编

与制作、软件应用四个维度着手。

1.信息化教学活动设计与实施能力

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的设计与实施，是幼儿

园与幼儿教师以具体的教育目标作为依据，有目

的、有计划地对五大领域集体教学活动展开的对

具体教学内容的编排与预设［22］。信息化教学活

动则是指在信息化教学环境中，通过应用信息技

术相关媒介对五大领域集体教学活动的编排与

预设，以达到高效完成教学目标，提升教学效果

的目的。其中主要包括对幼儿已有知识经验以

及年龄特征的分析、对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分

析，对信息技术中软件的选择，多媒体元素的选

择以及使用环节与应用策略的设计等方面。信

息化教学效果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往往取决于

教师对信息技术的应用是否应用得当。信息化

教学是近十几年兴起的新型教学模式，对于幼儿

教师来说，信息技术方面的相关培训接受较少，

学前教育专业信息技术相关课程开设欠缺，幼儿

教师多是通过自己摸索与练习，获得信息技术相

关设备的使用方法与经验，没有经过专业信息化

教学模式学习与训练。因此，不论是学前教育专

业课程设置，还是幼儿园在职培训都应将信息化

教学活动设计与实施能力作为重要培训内容［13］。

2.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已有研究提出，信息技术与教学的整合可分

为浅层次整合与深层次整合，浅层次整合主要指

以促进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双向互动为主要

目标，而在教学活动与学科课程中将信息技术作

为一种教学辅助工具；深层次整合主要出现在课

程开发中，使用信息技术对课程的基本框架、主

要内容、资源利用与开发以及方法的选择进行设

计与融合［23］。在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中，主要将

信息技术作为直观展示内容的工具，而较少利用

信息技术开展互动式教学，以及为幼儿创设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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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学习的空间，由此可见，信息技术在幼儿园集

体教学活动中的应用潜能还有待幼儿教师展开

进一步挖掘与突破。

3.课件改编和制作能力

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普及一方面有利于课

程资源的共通性，使集体教学内容多样化，课

件来源多途径，为幼儿教师教学工作开展提供

便利，但部分幼儿教师在对相关课件进行使用

时，并未对原有课件进行处理就直接运用于教

学活动中，从而出现课件内容繁琐复杂，部分

信息与教学内容不符等情况出现。幼儿教师

应根据幼儿自身学习经验与认知特点、教学具

体内容、信息呈现方式对原有课件进行改编与

调整，使集体教学活动更加流畅自然，符合教

学主题。

4.软件应用能力

软件应用能力主要指对不同类型软件的掌

握程度以及软件相关功能的运用水平。通过调

查结果发现，幼儿教师在集体教学活动中软件使

用类型较为单一，并且对软件的掌握程度较低，

使用过程时常出现卡顿，音乐自动播放等问题，

这是幼儿教师对不同教学软件种类的学习较为

欠缺的重要标志，以及对所使用的软件功能不熟

练的主要表现。幼儿教师应顺应信息化时代潮

流，及时更新与学习在教学过程中所必须具备各

种类型的软件，并灵活应用其基础功能，一个软

件中通常有多个媒体功能，幼儿教师须充分了解

软件与软件之间功能的异同，在使用软件时应注

重软件功能之间的差异性与互补性，避免运用不

同软件的相同功能，造成教学负担。

（三）完善硬件配置与加强信息化教学资源

共通性

首先，信息技术硬件设施是幼儿园开展信息

化教学活动的关键条件。当前幼儿园信息技术

设备仍处于以教师作为使用主体来进行配置，

因此，在硬件配置方面需更加注重与幼儿之间

的互动性，如电子白板、可触摸式屏幕等，使幼

儿在活动过程中能够自行操作与示范，以此提

升幼儿在集体教学活动中的主动参与性与积

极性。其次，信息化教学资源的互通性是不同

地域、不同等级、不同性质的幼儿园达到与维

护教学公平的基本前提与保障。幼儿园信息

化教学资源是指在学前教育领域，能够有效促

进幼儿认知、情感、行为发展的各种信息化课

件、教学材料、电子绘本等内容，其具有共通

性、便捷性、多样性等特征。应当通过搭建学

前教育教学网络资源库［24］，整合优质学前教育

信息化教学资源，加强信息化教学资源的共通

性与流通性，有助于优异的幼儿园教学资源与

课程资源得到广泛传播。幼儿教师应依据幼

儿发展水平、教学内容与文化环境，有针对性

的选择与改编其资源内容，提升信息化教学资

源的适宜性，以达到提升各地区幼儿园教学质

量，促进学前教育公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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