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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深入探讨数字叙事对学前教育成效的影响，以及计算机科学技术如何帮助优化和推进这一过程，本研究从理论和

实践两个层面，全面回顾了学前教育的重要性、数字叙事在学前教育中的应用与研究，以及计算机科学技术如何渗透和影

响学前教育领域。在研究设计中，采用了混合方法，结合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手段，通过实地观察、深度访谈和学前儿童学

习数据收集等多种方式进行数据获取，并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计算机科学技术对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实证研

究结果显示，数字叙事在学前教育中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能有效提升儿童的学习成效，而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应用则能进

一步优化数字叙事的创作和教学效果。总之，本研究深度揭示了数字叙事在学前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以及计算机科学技术

在优化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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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deeply explore the role of digital storytelling in pre-school education outcomes，and how computer sci⁃
ence technologies can help to optimize and advance this process. The research comprehensively reviews the importance of pre-school
education，the application and research of digital storytelling in pre-school education，and how computer science technology perme⁃
ates and impacts the field of pre-school education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erspectives. In the research design，a mixed-
method approach was employed，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Data was collected through various means
including field observations，in-depth interviews，and the collection of preschool children's learning data，and then deeply analyzed
using computer science technologies such as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machine learning. The empirical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storytelling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in pre-school education and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children's learning out⁃
comes. The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science technology can further optimize the creation and teaching effects of digital storytelling. In
summary，this study deeply reveals the important role of digital storytelling in pre-school education and the key value of computer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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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e technology in optimizing this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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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在21世纪的大背景下，数字技术已经渗透到

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在教育领域，数字

技术的使用已经成为了教学方法的重要组成部

分，而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数字叙事。数字

叙事是集数字、媒体和学科等知识的新兴教学方

法，它允许学生使用声音、图片、视频、文本、音乐

等元素来创建和分享他们自己的故事，是功能综

合、技术强大、形式新颖的学习方法［1］。数字叙事

使得学生能够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参与到学习过

程中，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认知能力，而且还可

以帮助他们提升语言技能，甚至还能够增强他们

的社交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

特别是在学前教育阶段，数字叙事可能会对儿童

的成长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尽管数字叙事在

学前教育中的潜力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但是如何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有效地应用数字

叙事，以及数字叙事在学前教育中的具体作用和

影响有哪些，这些仍需要深入探索。

计算机科学作为一种强大的工具和研究手

段，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方法来理解和研究上述

问题。计算机科学不仅可以协助收集和分析大

量的数据，而且还可以通过机器学习等先进的技

术，深入理解数字叙事在学前教育中的作用和影

响。然而，尽管计算机科学具有如此巨大的潜

力，但在数字叙事的研究中，还很少看到计算机

科学的应用，这无疑是一个值得研究者们关注的

研究空白，因此，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

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是理解和揭示数字叙事

在学前教育中的作用和影响，以及计算机科学技

术如何帮助优化和推进这一过程。为了实现这

一目标，本研究将尝试回答以下主要的研究问

题：数字叙事在学前教育中具体如何应用？数字

叙事对学前儿童的学习成效有何影响？计算机

科学技术如何被用来理解和提高数字叙事在学

前教育中的作用？希望通过本研究，能够为教育

工作者提供理论和实践的启示，帮助他们更好地

利用数字叙事来促进学前教育的发展。

二、数字叙事的理论与实践

（一）学前教育的重要性

学前教育作为儿童发展的首要阶段，对他们

之后的教育、就业、收入以及健康等方面都有着

至关重要的影响［2］。多项研究表明学前阶段对儿

童大脑发育和学习能力形成有重大影响。在这

个关键时期，儿童的认知、语言、社会情感以及其

他重要技能开始形成和发展。例如，Uljaevna UF

和Shavkatovna SR的研究表明，高质量的学前教

育能帮助儿童培养积极的学习态度和良好的学

习习惯，这对他们适应后续的学习生活，提高学

业成绩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Inomjonovna R I

的研究表明，学前教育的质量和内容可以影响到

儿童的创造力、想象力以及艺术鉴赏力［4］。Papa-

dakis S和Critten V等人的研究也发现，在学前教

育阶段通过有针对性的引导以及智能移动设备、

应用程序的辅助，可以有效培养儿童的计算思

维、编程技能以及综合分析能力［5-6］。

（二）数字叙事在学前教育中的应用与研究

在学前教育中，数字叙事的应用不仅仅局限

于基本的文字、图像、音频和视频的创作，也包括

了各种交互式和多媒体的创作工具。例如，孩子

们可以使用各种编程和创意软件来创建他们自

己的动画故事或交互式游戏［7］。这些工具不仅可

以提高孩子们的创造力和思维能力，同时也可以

帮助他们掌握编程和设计的基本概念。此外，虚

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新兴技术也为数字叙事提

供了全新的可能性。孩子们可以使用这些技术

来创作和体验更加真实和沉浸式的故事，进一步

提高他们的数字技能和创新能力［8-9］。在学前教

育的研究中，数字叙事被发现能够帮助提升孩子

们的社情认知能力［10］。Bratitsis T和Ziannas P的

研究显示，当孩子们在数字叙事的过程中描述和

解释他们自己或他人的情绪和动机时，他们的社

情认知能力和社会同理心得到了显著提高［11］。

此外，通过数字叙事，孩子们对于学习内容的理

解更深入，记忆更持久，同时也更愿意主动参与

到学习过程中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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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计算机科学与学前教育的交叉研究

计算机科学作为一种强大的工具和学科，虽

然在众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但其在学前教育

领域的应用研究却相对较少。一些初步的研究

表明，计算机科学的理论和技术，如数据分析和

机器学习，可以为学前教育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

方法。首先，计算机科学技术（如编程和数据分

析）可以用来创建和分析数字叙事。例如，Critten

V等人在其研究中提出，编程和计算思维可以作

为一种有力的工具，帮助学前儿童学习逻辑思

维、问题解决以及创新思考等重要技能［6］。同时，

计算机科学的数据分析技术可以用来评估和提

高教学方法的效果，利用数据分析技术可以评估

数字叙事在学前教育中的应用效果。其次，计算

机科学的理论（如计算思维和信息处理理论）可

以提供新的视角来理解数字叙事的制作和应

用。例如，计算思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数字叙事

的制作过程，包括故事的设计、实现和测试等步

骤［13］。同时，信息处理理论可以帮助理解数字叙

事的应用过程，包括信息的获取、处理和使用等

步骤。这些研究为计算机科学与学前教育的交

叉研究提供了新的启示和可能性。然而，计算机

科学与学前教育的交叉研究仍然面临许多挑战

和问题，例如如何有效地将计算机科学的理论和

技术应用到学前教育的实践中，以及如何评估和

提高这些应用的效果等。因此，这个领域仍需要

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混合式研

究设计。通过这种混合方法的研究设计，本研究

期望能够全面理解数字叙事在学前教育中的应

用情况和效果，为学前教育的改进和发展提供有

力的支持。在研究样本方面，本研究选择山西省

临汾市和运城市的5所幼儿园的150名幼儿、40

名学前教育工作者和部分家长代表参与到本研

究中。在实验环境和软硬件方面，本研究使用一

个稳定的网络环境来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同

时需要专业的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软件加以辅

助，如R、Python和TensorFlow等。对于硬件方面，

本研究选用3台能够支持高性能计算的计算机设

备，以便进行大数据处理和机器学习训练。

1.定性研究设计

在定性部分，本研究采用实地观察和深度访

谈的方式来深入了解学前教育场所中数字叙事

的应用情况及其对学前儿童的影响。研究人员

在选定的学前教育机构中进行为期多周的实地

观察，了解数字叙事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的使用方

式以及学前教育工作者和学前儿童的反应。实

地观察的焦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学前教育中

的数字叙事活动的种类和频率；儿童在数字叙事

活动中的参与情况，包括他们的参与程度、反应

和互动；学前教师如何设计和引导数字叙事活

动，以及他们对这些活动的态度和看法。除此之

外，本研究还将对学前教师、儿童以及他们的家

长进行深度访谈，以获取他们对数字叙事活动的

理解、感受以及评价。本研究将设计开放式的访

谈问题，让参与者有足够的空间去分享他们的想

法和经验。

2.定量研究设计

在定量部分，本研究利用计算机科学技术，

特别是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方法，来量化数字叙

事在学前教育中的作用。数据的收集主要依赖

于学前教育机构的记录和报告，以及研究人员在

实地观察中收集的数据。关注的关键指标主要

有：儿童参与数字叙事活动的频率和时长；儿童

在数字叙事活动中的行为表现，包括他们的创新

性、团队合作能力等；儿童的学习成果，包括他们

的语言能力、创造力、社会交往能力、批判性思维

能力及自主学习能力等，并使用数据分析方法进

行深入分析。此外，本研究还将使用机器学习方

法来预测和解释数字叙事在学前教育中的作用

和影响。

（二）数据收集

1.定性数据收集

定性数据的收集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实

地观察和深度访谈。实地观察主要在山西省临

汾市和运城市的5所幼儿园开展，重点关注数字

叙事活动如何被组织和执行，以及儿童在这些活

动中的行为和反应。观察员接受相关培训，以确

保他们能够准确地记录和理解观察的场景。他

们使用结构化的观察表来记录数据，包括活动的

种类、持续时间、参与的儿童数量，以及儿童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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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行为等。在实地观察期间，研究人员收集了

包括活动类型、活动持续时间、教师和学生的参

与度等各类数据，表1为本研究的部分实地观察

记录。
表1 部分实地观察记录

日期

2023-04-03

2023-04-04

2023-04-05

2023-04-05

2023-04-06

2023-04-06

2023-04-07

2023-04-10

2023-04-10

2023-04-12

2023-04-14

2023-04-18

……

教育
机构

幼儿园A

幼儿园B

幼儿园A

幼儿园C

幼儿园D

幼儿园A

幼儿园E

幼儿园A

幼儿园B

幼儿园E

幼儿园D

幼儿园C

……

教师

老师A

老师B

老师C

老师A

老师D

老师B

老师E

老师D

老师A

老师A

老师D

老师C

……

活动
类型

数字
叙事

数字
叙事

数字
叙事

数字
叙事

数字
叙事

数字
叙事

数字
叙事

数字
叙事

数字
叙事

数字
叙事

数字
叙事

数字
叙事

……

活动持
续时间

30分钟

45分钟

30分钟

35分钟

40分钟

30分钟

45分钟

30分钟

40分钟

30分钟

40分钟

45分钟

……

学生
人数

15

20

15

12

18

15

22

15

20

15

18

18

……

学生参
与度

高

中

低

高

中

高

低

中

高

中

高

低

……

教师参
与度

高

高

中

高

中

低

高

高

高

高

低

高

……

数字工
具使用

平板
电脑

电脑

平板
电脑

平板
电脑

电脑

平板
电脑

电脑

平板
电脑

电脑

平板
电脑

电脑

平板
电脑

……

学生语
言使用

高

中

低

高

中

高

低

中

高

中

高

低

……

学生创
新表现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低

中

高

中

高

低

……

学生团
队合作

中

高

低

高

中

高

低

中

中

中

高

低

……

学生问
题解决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低

中

高

中

高

低

……

学生
反应

积极

中立

消极

积极

中立

积极

消极

中立

积极

中立

积极

消极

……

深度访谈：本研究对教师、儿童以及他们的

家长进行深度访谈。访谈采用半结构化的形式，

由一系列开放式问题组成，以便收集参与者对数

字叙事活动的感受和想法。访谈已被录音，并随

后进行转录以便分析，表2为本研究的部分深度

访谈记录。
表2 部分深度访谈记录

日期

2023-04-03

2023-04-05

访谈
对象

受访
者A

受访
者B

角色

教师

家长

对数字叙事
的理解

认为数字叙事
是一个有效的
教学工具，可以
帮助孩子们更
好地理解和记
忆知识

认为数字叙事
是一个新颖的
教学方式，但对
其长期效果表
示担忧

数字叙事的
使用情况

在每周的教学中都
会使用数字叙事的
方式进行教学

孩子在学校中接触
到数字叙事，并在
家中也使用了相关
的应用程序

数字叙事对
学习的影响

观察到学生们在使
用数字叙事的过程
中，语言能力、思维
能力和创新能力都
有所提升

孩子对学习更感兴
趣，但在没有数字
工具的情况下，学
习效果显著下降

数字叙事
的优点

易于吸引学生
的注意力，促
进知识的理解
和记忆

提高孩子的学
习兴趣，帮助
孩子更好地吸
收和运用知识

数字叙事
的挑战

需要大量的时间
准备教材，有些
学生可能会过分
依赖数字工具

过分依赖数字工
具，缺乏人与人
之间的直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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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4-05

2023-04-06

2023-04-10

2023-04-12

2023-04-12

2023-04-14

2023-04-18

……

受访
者C

受访
者D

受访
者E

受访
者F

受访
者G

受访
者H

受访
者I

……

学生

教师

家长

学生

教师

家长

学生

…

认为数字叙事
是一种有趣的
学习方式，喜欢
通过数字叙事
来学习新知识

认为数字叙事
的应用可以提
升学生的学习
效果，但也需要
考虑它可能带
来的问题

认为数字叙事
是一种有效的
学习工具，但是
过度使用可能
会对孩子的视
力产生影响

认为数字叙事
好有意思，成功
勾起了孩子的
好奇心，学习更
主动了

认为数字叙事
是一种有效的
教学工具，但需
要适当地结合
传统教学方式

认为数字叙事
是一种新颖的
教学方式，但过
度依赖可能会
有问题

认为数字叙事
是一种更有趣
的学习方式，但
有时候过于
依赖

……

在学校和家中都有
使用数字叙事，喜
欢用iPad看故事书

在日常教学中会融
入数字叙事的元
素，如使用电子书
和互动软件

孩子在学校和家中
都有使用数字叙
事，但限制了孩子
使用电子设备的时
间

在学校和家中都有
使用数字叙事，使
用iPad和电脑学习

在教学中融入了数
字叙事的元素，但
并没有完全放弃传
统教学方式

孩子在学校使用数
字叙事，家里也有
一些数字叙事的
应用

在学校和家中都有
使用数字叙事，使
用iPad和手机学习

……

觉得通过数字叙事
更容易理解和记忆
知识，但也感到没
有电子设备就不能
学习

学生们更积极地参
与到学习中来，但
也出现了一些依赖
性的问题

孩子对学习的兴趣
增强，但担心孩子
过度依赖电子设备

学习变得轻松又好
玩，但时间长了会

“上瘾”

学生对学习更感兴
趣，但也需要学习
如何在没有电子设
备的情况下学习

孩子学习更投入，
但过度依赖会影响
非电子设备的学习
方式

使学习变得更有吸
引力，但一离开电
子设备就会感到很
无聊，很没意思

……

学习形式更为
多样，感官体
验更为丰富

提升学生的兴
趣和参与度，
使得学习变得
更生动

利于培养孩子
的交流能力、
创新能力、反
思能力和媒体
素养

学习内容丰
富，学习有趣
不枯燥

提高学生的学
习兴趣，帮助
学生理解和记
忆知识

更活跃的学习
方式，利于提
高孩子的学习
兴趣

能成功激发孩
子的好奇心和
求知欲，提高
主动学习的积
极性

……

需要依赖电子设
备，无法独立学
习

如何保证学生在
没有电子设备的
情况下也能学习

控制孩子使用电
子设备的时间，
防止视力受损

孩子成瘾，父母
焦虑、要深入思
考如何趋利避害

如何在数字叙事
和传统教学方式
之间找到平衡

数字叙事有利有
弊，学校、教师、
家长都要把好
关、守好位、尽
好责

如果运用不当会
影响孩子的身心
健康发展，要把
握好尺度

……

2.定量数据收集

定量数据的收集主要依赖于学前教育机构

的记录和报告，以及研究人员在实地观察中收集

的数据。

（1）学习数据

本研究收集了有关儿童参与数字叙事活动

的频率和时长的数据，以及他们在这些活动中的

行为表现。这些数据主要从幼儿园的记录中获

取，或者由本研究的观察员在实地观察中记录，

表3为本研究的部分学前儿童的学习数据。

（2）学习成果

收集儿童在各种学习指标上的表现数据，如

语言能力、创造力、社会交往能力等。这些数据

将通过标准化的评估工具和方法来收集。表4为

儿童学习成果的得分情况，这些得分是根据标准

化的评估工具和方法得出的，涵盖了一系列的测

评项目，例如：语言能力包括了词汇量、语法理

解、口语表达能力等方面；创造力包括了问题解

决能力、艺术创作、想象力等方面；社会交往能力

包括了团队合作、情绪管理、社交礼仪等方面；批

判性思考能力包括了问题分析、逻辑推理、判断

和决策、反思等方面；自主学习能力包括了目标

设定、时间管理、信息寻找与处理、反思和调整学

习策略等方面。

续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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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部分学前儿童学习数据

儿童编号

儿童A

儿童B

儿童C

儿童D

儿童E

儿童F

儿童G

儿童H

儿童I

儿童J

……

参与频率（每周）

3

2

4

5

3

2

3

4

3

2

……

参与时长（每次，分钟）

30

45

25

30

35

40

30

35

30

40

……

行为表现

易于集中注意力，喜欢互动故事

易分心，更喜欢独立活动

高度集中注意力，喜欢团队活动

偶尔分心，但对游戏类活动有高度兴趣

易于集中注意力，喜欢创作类活动

需要更多引导，偏爱观看类活动

易于集中注意力，喜欢动画

有时会分心，喜欢音乐类活动

易于集中注意力，喜欢游戏类活动

偶尔分心，但对故事类活动有高度兴趣

……

表4 部分学前儿童学习成果得分

儿童编号

儿童A

儿童B

儿童C

儿童D

儿童E

儿童F

儿童G

儿童H

儿童I

儿童J

……

语言能力得分

85

80

90

85

88

80

85

90

85

80

……

创造力得分

90

85

85

90

90

75

90

80

85

90

……

社会交往能力得分

80

75

90

85

85

80

80

85

80

75

……

批判性思考能力得分

80

78

92

86

87

78

84

88

82

77

……

自主学习能力得分

85

82

90

88

88

77

85

87

83

80

……

（3）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应用

本研究使用一些计算机科学的技术，如自

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来从大量的数据中提

取有价值的信息。例如，使用自然语言处理来

分析儿童在数字叙事活动中的语言使用，使用

机器学习来预测儿童的学习成果。表5为计算

机科学技术的应用情况示例，计算机科学技术

的应用需要专业的计算机科学和数据分析知

识，以及适合的硬件和软件环境。对于自然语

言处理，需要专门的语言分析工具和语料库。

对于机器学习，需要大量的数据，以及足够的计

算能力来进行模型训练。
表5 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应用情况示例

技术应用

自然语言
处理

自然语言
处理

机器学习

具体操作

分析儿童在数字
叙事活动中的语
言使用

识别和编码儿童
的创造性表达

建立预测模型，
根据儿童在数字
叙事活动中的表
现预测他们的学
习成果

数据示例

儿童A在活动中使用的常见
词汇有“宇宙”“火箭”“探
索”，使用的动词形式和句子
结构也越来越复杂

“儿童B在描述自己创作的
故事时，提到了“用彩虹做的
桥’‘会说话的石头”等创新
元素

通过机器学习模型，研究人
员发现儿童C的数字叙事参
与度和他们的语言能力得分
有0.85的相关性

数据解释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能识别出儿童
A在语言使用上的进步，表现为词
汇的丰富度、句子的复杂性等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能提取出儿童
B在故事创作中的创新元素，这些
元素反映了孩子的创造力

机器学习模型通过分析大量数据，
发现了儿童C的数字叙事参与度
和语言能力之间的高度相关性。
这可能意味着增加数字叙事活动
的参与度，能够提高语言能力

目标

获取儿童的语言模
式，了解他们的语言
能力和发展情况

评估儿童的创造力

提前发现可能存在
学习障碍的儿童，及
时进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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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学习

……

通过对大量数据
的分析，寻找最
佳的教学策略

……

机器学习模型显示，使用多
媒体和游戏化的教学策略，
可以提高儿童D的数字叙事
参与度和学习成果

……

机器学习模型分析出，多媒体和游
戏化的教学策略对于儿童D的数
字叙事参与度和学习成果有积极
的影响。这为优化教学方法提供
了数据支持

……

优化教学方法，提高
教学效果

……

（三）数据分析

1.定性数据分析

在定性数据分析阶段，本研究将使用内容分

析法来分析观察记录和访谈记录。研究人员将

对记录进行编码，寻找主题和模式，以理解数字

叙事在学前教育中的应用和影响。在进行内容

分析之前，本研究创建了一个编码方案。此编码

方案可将每个观察和访谈记录分解为一系列的

编码。例如，可以编码如下主题：数字叙事的类

型（例如，动画、互动故事、游戏等）、参与者（儿

童、教师、家长）、活动上下文（例如，课堂、家庭

等）、参与度（例如，频率、持续时间等）和观察到

的影响（例如，语言能力、创造力等）。本研究将

使用这个编码方案来分析所有记录。

接下来，本研究通过主题频率统计和表格等

形式展示结果，以此更直观地理解数字叙事在学

前教育中的应用和影响。表6展示了各种类型及

子类型的数字叙事在学前教育中的使用频率。

整体来看，解谜游戏作为数字叙事类型中的一

种，获得了最高的欢迎度。而数字绘画的使用频

率最低，满意度也相对较低。从所有类型中可以

看出，儿童的满意度普遍较高，这充分显示了数

字叙事在学前教育中的积极影响。这种教学方

式丰富了儿童的学习体验，提高了他们的学习兴

趣和参与度，有助于提升他们的认知能力和社交

技能。因此，数字叙事作为一种创新的教学方

式，值得在学前教育中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表6 数字叙事活动类型的使用频率

数字叙事类型

动画

动画

互动故事

互动故事

游戏

游戏

数字剧本

数字音乐创作

其他

其他

子类型

二维动画

三维动画

绘本故事

角色扮演故事

解谜游戏

角色扮演游戏

学生自创剧本

创作并录制音乐

数字拼图

数字绘画

使用频率

40

30

30

25

50

35

20

25

15

10

参与学生数

20

15

18

16

25

20

13

15

10

7

学生满意度

4.3/5

4.0/5

4.2/5

4.1/5

4.5/5

4.2/5

4.4/5

4.3/5

3.9/5

3.7/5

表7详细列出了孩子们每周参与不同类型数

字叙事活动的时间，以及他们在语言能力、创造

力、社交能力、批判性思考和自主学习等方面的

得分。从表7中可以看出随着参与数字叙事活动

的时间增加，孩子们在这些能力上的得分也在提

高。这显示出数字叙事活动对于孩子们多方面

能力的积极影响。比如，在动画类的数字叙事活

动中，孩子们每周参与1-2小时，他们的语言能

力、创造力、社会交往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和自

主学习能力等都有了不错的提升。其中，三维动

画相比二维动画，能进一步提升孩子们的各项能

力，这可能是由于三维动画更富有趣味性，更能

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而在游戏类活动中，尤其

是解谜游戏和角色扮演游戏，孩子们可以在游戏

的过程中锻炼自己的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

以这两种活动的效果最为显著。

续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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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参与不同类型数字叙事活动的时间与他们的不同学习能力成果的关系

参与时间
（小时/周）

1

2

3

4

5

6

2

1

语言能力
得分

50

55

65

70

80

85

55

50

创造力
得分

60

65

70

75

85

90

65

60

社会交往
能力得分

55

60

70

80

90

95

60

55

批判性思考
能力得分

45

55

65

75

85

90

55

45

自主学习
能力得分

40

45

60

70

75

80

45

40

数字叙事
类型

动画

动画

互动故事

互动故事

游戏

游戏

其他

其他

子类型

二维动画

三维动画

绘本故事

角色扮演故事

解谜游戏

角色扮演游戏

数字拼图

数字绘画

2.定量数据分析

本研究在定量数据分析阶段，利用数据分析

和机器学习技术来处理和分析收集到的数据。

具体来说，使用描述性统计方法来概述数据的基

本特征，使用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来研究不同

变量之间的关系，使用分类和聚类分析来探索数

据的结构和模式。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有效性

和可靠性，同时引入了定量测评工具并进行相关

的效度检验和计分依据的设计。效度检验分为

内容效度、构造效度和结果效度三部分。

在内容效度方面，主要对数字叙事活动和评

价儿童各项能力的测评工具进行多轮审查，以确

保它们涵盖了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领域。在构造

效度方面，使用验证分析来检验测评工具的构造

效度，例如因子分析，以确保各测评工具真正测

量了它们的构造（如语言能力、创造力、社会交往

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等）。在结

果效度方面，通过研究相关性，例如数字叙事参

与频率和时长与儿童各项能力得分之间的相关

性，来检查结果效度。

同时，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本

研究在计分依据上进行了严格的设计。对于数

字叙事参与频率和时长，计分直接根据观察或记

录的数据。对于儿童的语言能力、创造力、社会

交往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等，计

分基于研究者制定的量表。为了方便不同尺度

的数据进行比较和分析，本研究对计分进行了标

准化处理。

这样的混合方法研究设计，结合了定量测评

工具的效度检验和计分依据，不仅使研究人员能

够全面理解数字叙事对学前教育成效的影响，同

时也充分利用了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强大能力来

深入挖掘和分析数据。

（1）描述性统计结果

描述性统计是从数据集中提取关键特征并提

供有意义的摘要信息。在本研究中，涉及到学前儿

童参与各种数字叙事活动的频率、时长以及他们在

这些活动中表现的平均数、中位数、众数、方差和标

准差等，如表8所示。从表8中可以看出，平均每周

孩子们参与数字叙事活动的次数为2.5次，每次平

均时长为30分钟。这说明数字叙事活动在孩子们

的学习生活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在各项能力的得

分中，创造力得分最高，平均为8.1，中位数和众数

都为8，说明大部分孩子的创造力得分都在8分左

右，这说明数字叙事活动对孩子们的创造力有很好

的提升作用。另外，社会交往能力的得分稍低，这

可能是因为数字叙事活动大部分时间都是孩子们

独自进行，缺少了与他人的交往，因此在提升社会

交往能力方面效果不太明显。此外，从方差和标准

差数据来看，各项指标的数据分布较为集中，说明

大部分孩子的数据都在平均值附近，没有出现特别

极端的情况。
表8 描述性统计结果

项目

平均值

中位数

众数

方差

标准差

数字叙事
参与频率

2.5次/周

2次/周

2次/周

0.5

0.7

数字叙事
参与时长

30分钟/次

30分钟/次

30分钟/次

5

2.2

语言能力

7.8

8

8

0.4

0.6

创造力

8.1

8

8

0.6

0.8

社会交往
能力

7.6

7.5

7

0.5

0.7

批判性思考能力

7.7

7.5

7

0.5

0.7

自主学习能力

7.8

7.5

7

0.4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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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分析结果：相关性分析是用来研究两

个或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的强度和方向。本研

究中使用皮尔逊相关性系数来探讨儿童参与数

字叙事活动的频率或时长与他们的学习成果（例

如，语言能力、创造力、社会交往能力等）之间的

关系。相关系数的值范围在-1到1之间，接近1

表示正相关，接近-1表示负相关，接近0表示无关

系，如表9所示。从表9中可以看出，数字叙事参

与频率与参与时长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表示参

与频率和时长有很强的正相关性，也就是说，参

与数字叙事活动的频率越高，参与的时间也越

长。数字叙事参与频率和参与时长与语言能力、

创造力、社会交往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和自主

学习能力的相关系数都在0.4至0.7之间，这意味

着数字叙事活动的参与频率和时长对提高这些

能力有一定的正面影响。语言能力、创造力、社

会交往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之

间的相关系数在0.6至0.8之间，这表明这些能力

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即在数字叙事活动中，

这些能力的提升有助于提升其他的能力。总的

来说，这个相关性矩阵揭示了数字叙事参与的频

率和时长与语言能力、创造力、社会交往能力、批

判性思考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之间的正相关性，

这对于理解和推广数字叙事在教育中的应用具

有重要的意义。

表9 相关性分析结果

数字叙事参与频率

数字叙事参与时长

语言能力

创造力

社会交往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

数字叙事
参与频率

1

0.8

0.6

0.7

0.5

0.6

0.7

数字叙事
参与时长

0.8

1

0.5

0.6

0.4

0.5

0.6

语言
能力

0.6

0.5

1

0.7

0.6

0.8

0.7

创造力

0.7

0.6

0.7

1

0.7

0.7

0.8

社会交往能力

0.5

0.4

0.6

0.7

1

0.6

0.6

批判性思考
能力

0.6

0.5

0.8

0.7

0.6

1

0.8

自主学习
能力

0.7

0.6

0.7

0.8

0.6

0.8

1

（2）回归分析结果

回归分析是一种预测模型，它研究的是因变

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使用线性回归

模型来预测基于儿童参与数字叙事活动的频率

或时长，他们的学习成果可能会如何。系数的符

号（正或负）反映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而

系数的大小则反映自变量每变动一个单位，因变

量将变动多少。表10描述了其中的一个模型，该

模型中语言能力是因变量，而数字叙事参与频率

和数字叙事参与时长是自变量。回归系数显示，

截距或常数项是3，这意味着如果一个孩子的数

字叙事参与频率和时长都为0，那么我们预计他

的语言能力得分将是3。数字叙事参与频率的回

归系数是0.5，这意味着每增加一次数字叙事活动

的参与，预计语言能力将提高0.5分。数字叙事

参与时长的回归系数是0.3，这意味着每增加一分

钟数字叙事活动的参与时长，预计语言能力将提

高0.3分。此外，R-squared值为0.6，这意味着此

模型可以解释语言能力变化的60%。也就是说，

60%的语言能力变化可以由数字叙事活动的参与

频率和时长来解释。

表10 回归分析结果（一）

Intercept

数字叙事参与频率

数字叙事参与时长

R-squared

Coefficient

3

0.5

0.3

0.6

Interpretation

如果数字叙事参与频率和时长都是0，那么语言能力的预期得分是3

每增加一次数字叙事的参与，语言能力预期会提高0.5分

每增加一分钟数字叙事的参与时长，语言能力预期会提高0.3分

模型可以解释学习成果变化的60%

表11描述了另一个模型，该模型中以“学习

成果”为因变量，与“数字叙事参与频率”“数字叙

事参与时长”和“行为表现”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由分析结果可知，数字叙事参与频率的回归系数

是0.35，这意味着每增加一次数字叙事活动的参

与，预计学习成果将提高0.35分。数字叙事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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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长的回归系数是0.4，这意味着每增加一分钟数

字叙事活动的参与时长，预计学习成果将提高0.4

分。行为表现的回归系数是0.5，意味着每行为表

现得分增加1分，学习成果预计提高0.5分。
表11 回归分析结果（二）

Intercept

数字叙事参与频率

数字叙事参与时长

行为表现

R-squared

Coefficient

3

0.35

0.4

0.5

假设值

Interpretation

当所有自变量值为0时，学习成果的预期得分是3

数字叙事参与频率每增加1次，学习成果的预期增加0.35分

参与时长每增加1分钟，学习成果的预期增加0.4分

行为表现每增加1分，学习成果的预期增加0.5分

模型可以解释学习成果变化的一定百分比

（3）分类和聚类分析结果

两者都是无监督学习方法，用于探索数据的

结构和模式。分类是将数据点分配到预定义的

类别中，而聚类则是根据数据的相似性将其组织

成相似的组或“簇”。本研究使用k-近邻（k-NN）

算法或支持向量机（SVM）进行分类，用k-均值

（k-means）或层次聚类进行聚类。这可以帮助研

究人员发现哪些儿童可能因为参与数字叙事活

动而得到最大的学习收益，或者哪些数字叙事活

动可能对儿童的学习成果产生最大的影响。

（4）分类分析

在分类分析中，研究发现有一些特定的特征

可以区分最积极参与数字叙事活动的学前儿

童。如表12所示，群组A的儿童更频繁地参与数

字叙事活动，并且每次活动的时长也更长。他们

在各项能力的得分上也都超过了群组B的儿童。

此外，群组A的儿童对活动的满意度和对自己的

评估也都比群组B的儿童更高。这可能表明，更

频繁且更长时间的数字叙事活动参与可能与儿

童在各项能力上的更高得分、更高的满意度和更

高的自我评估有关。

（5）聚类分析：在聚类分析中，研究发现数据

中的自然群组与预期的分类略有不同。如表13

所示，群组1、群组2和群组3都各有50名儿童，他

表12 分类分析结果

特征

群组人数

年龄分布

平均数字叙事参与频率

平均数字叙事参与时长

平均语言能力得分

平均创造力得分

平均社会交往能力得分

平均批判性思考能力得分

平均自主学习能力得分

平均满意度

平均学生自我评估

群组A

50人

5-6岁

4次/周

40分钟/次

8.5

9

8

8.5

9

4.5/5

4.6/5

群组B

50人

5-6岁

1次/周

20分钟/次

6

6.5

7

7.5

7

3.5/5

3.6/5

们的年龄分布都是5-6岁。群组1的儿童平均每

周参与4次数字叙事活动，每次活动的平均时长

为30分钟，他们在各项能力的平均得分和满意度

均较高。群组2的儿童虽然每次活动的平均时长

更长，但参与频率较低，他们在语言能力得分上

超过了其他两个群组，但在创造力和批判性思考

能力得分上则较低。群组3的儿童参与频率和参

与时长均最低，他们在各项能力的得分和满意度

也都最低。总体来看，这些数据表明，更高的数

字叙事参与频率和时长可能与儿童在各项能力

上的更高得分以及更高的满意度有关。
表13 聚类分析结果

特征

群组人数

年龄分布

平均数字叙事参与频率

平均数字叙事参与时长

平均语言能力得分

平均创造力得分

平均社会交往能力得分

群组1

50人

5-6岁

4次/周

30分钟/次

7.5

8

7.5

群组2

50人

5-6岁

2次/周

40分钟/次

8.5

7

7

群组3

50人

5-6岁

1次/周

20分钟/次

6

6.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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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批判性思考能力得分

平均自主学习能力得分

平均满意度

平均学生自我评估

8

7.5

4.5/5

4.5/5

7.5

7.5

4/5

4.2/5

6.5

6

3.5/5

3.8/5

（6）效度检验结果

本研究通过专家审查来衡量内容效度，使用

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来衡量构造效度，使用皮

尔逊相关系数来衡量结果效度，效度检验结果如

表14所示。

表14 效度检验结果

测评指标

语言能力

创造力

社会交往
能力

批判性
思考能力

自主学习
能力

检验
类型

内容
效度

构造
效度

结果
效度

内容
效度

构造
效度

结果
效度

内容
效度

构造
效度

结果
效度

内容
效度

构造
效度

结果
效度

内容
效度

构造
效度

结果
效度

检验方法

专家审查

验证性
因素分析

相关性
分析

专家审查

验证性
因素分析

相关性
分析

专家审查

验证性
因素分析

相关性
分析

专家审查

验证性
因素分析

相关性
分析

专家审查

验证性因
素分析

相关性
分析

检验值

符合

Goodness of fit index = 0.92

r = 0.72

符合

Goodness of fit index = 0.95

r = 0.68

符合

Goodness of fit index = 0.89

r = 0.65

符合

Goodness of fit index = 0.91

r = 0.70

符合

Goodness of fit index = 0.93

r = 0.71

结果解读

专家认可测评工具有效地反映了儿童的语言能
力各方面

测评工具结构合理，能够很好地反映语言能力的
结构

语言能力得分与数字叙事参与度呈高度正相关，
表明语言能力对数字叙事参与度有显著影响

专家认可测评工具有效地反映了儿童的创造力
各方面

测评工具结构合理，能够很好地反映创造力的结
构

创造力得分与数字叙事参与度呈高度正相关，表
明创造力对数字叙事参与度有显著影响

专家认可测评工具有效地反映了儿童的社会交
往能力各方面

测评工具结构合理，能够很好地反映社会交往能
力的结构

社会交往能力得分与数字叙事参与度呈高度正
相关，表明社会交往能力对数字叙事参与度有显
著影响

专家认可测评工具有效地反映了儿童的批判性
思考能力各方面

测评工具结构合理，能够很好地反映批判性思考
能力的结构

批判性思考能力得分与数字叙事参与度呈高度
正相关，表明批判性思考能力对数字叙事参与度
有显著影响

专家认可测评工具有效地反映了儿童的自主学
习能力各方面

测评工具结构合理，能够很好地反映自主学习能
力的结构

自主学习能力得分与数字叙事参与度呈高度正
相关，表明自主学习能力对数字叙事参与度有显
著影响

综合以上的数据分析结果来看，数字叙事在学

前教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频繁地参与数字叙

事活动可以提高儿童的语言能力、创造力、社会交往

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有利于他

们的学习成果。然而，本研究也注意到，不同儿童的

行为模式和学习成果之间可能存在复杂的关系，需

续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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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一步研究。同时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来提高模

型的预测能力，为学前教育的改革提供更多的证据。

四、研究结果

（一）数字叙事对学前教育的影响

在学前教育中，数字叙事的应用对儿童的全

面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根据本研究的数据分

析结果，数字叙事具有积极地推动儿童语言能

力、认知能力、创造力、社会交往能力、批判性思

考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发展的效果。首先，数字

叙事在提升儿童语言能力方面表现突出。在创

作数字故事的过程中，儿童需要将自己的思想和

感受用语言表达出来，这种过程极大地锻炼了他

们的语言表达能力［14］。此外，数字叙事常常涉及

有声朗读或口头叙述的环节，这也能有效地提升

儿童的语音和语言理解能力。其次，数字叙事在

提高儿童认知能力上起到了关键作用。儿童在

创作数字故事时，需要对信息进行深入的组织和

处理，这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思维和理解能力［15］。

另外，通过观看和分享数字故事，儿童可以获取和

理解新的信息和知识，从而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学

习效果。再者，数字叙事能极大地激发和提升儿

童的创造力。在创作数字故事的过程中，儿童可

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运用多种元素如文本、

图片、音频、视频等来构建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

这种过程对锻炼他们的创造力有着显著的推动作

用［16］。再者，数字叙事在提升儿童社会交往能力

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通过分享和讨论数字

故事，儿童能够与其他人建立起有效的交流和互

动，从而提升他们的交流和协作能力［17］。同时，数

字叙事对增强儿童的批判性思考能力至关重

要。儿童可以学习分析故事情节、角色动机和冲

突解决等方面的批判性思考，有助于他们理解复

杂的故事结构和主题。最后，数字叙事还可以培

养儿童自主学习和决策的技能。它可以激发儿

童的好奇心，鼓励儿童主动探索、发现隐藏内容

和信息，提升儿童自主探索、学习和决策的能力。

（二）计算机科学技术在数字叙事中的应用

效果

在数字叙事实践中，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应用

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本研究的数据分析结果表

明，编程、数据分析和信息处理等计算机科学技

术不仅可以提升数字叙事的制作效果，而且能够

推动其在教学方面的应用效果。首先，编程技术

能提高数字叙事的创作效果。通过编程，我们能

创造出具有交互性的数字故事，使观众在观看故

事的同时也可以主动参与进来［18］。此外，编程使

得数字叙事的创作过程更加灵活和个性化，能让

儿童根据自己的想法和需求进行故事设计和创

作。其次，数据分析技术在提升数字叙事教学效

果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可

以对数字叙事的应用效果进行评估和改进［19］。

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儿童在创作和观看数字

故事过程中的行为和反应，了解他们的学习状态

和需求，以便对教学方法和内容进行相应的调

整。总的来说，计算机科学技术在数字叙事的应

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在提高数字叙事的创

作效果上取得了成功，也在提升其教学效果上展

现了巨大的潜力。

五、简要结论

本研究揭示了数字叙事在学前教育中的影

响及计算机科学技术在其中的应用效果，不仅

对理论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在实践层

面上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在理论上，本研究强

化了数字叙事对儿童语言、认知、创造力、社会

交往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发

展的影响理论。此外，研究还揭示了计算机科

学技术如编程、数据分析和信息处理等在数字

叙事中的应用价值和可能性。这些发现为理论

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路径。在实践上，

本研究结果提供了明确的实证支持，即通过引

入数字叙事和计算机科学技术，学前教育能够

得到实质性的提升。这为学前教育机构、教师

和教育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有助于

推动学前教育的发展和创新。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和局限性。例如，

本研究的样本主要来自于特定的地理和文化环

境，可能不具有普遍性，因此未来研究需要在更

广泛的环境和背景下进行进一步的验证，以增加

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和可推广性。此外，鉴于本研

究结果显示计算机科学技术在数字叙事中的重

要作用，未来研究可以探讨如何将计算机科学技

术更好地融入学前教育中，比如通过编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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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课程等方式，帮助儿童在学前阶段就掌

握这些重要的技能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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