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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技术系统方法在幼儿教育中的应用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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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教育技术系统方法开展教学活动，对于幼儿教育同样适用，在幼儿教育中使用系统

方法，整合信息技术，让幼儿从小接受多角度、全方位的思维训练。现以一次成功运用系统方法的幼教

实践活动作为案例，提取其中的主要步骤进行分析，抛出幼儿教育推广系统方法之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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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有此选题，理论上是受张祖忻教授 “教育技

术的目的是解决教育问题”命题的影响；实践上

主 要 来 自 以 下 事 件 启 发 ： 其 一 ， 有 这 样 一 个 机

缘，为一位学前教育教师制作配合课程使用的动

画课件，而且，这位老师还希望能够在课件制作

软件使用方面补补课，以便今后的高频率使用。

可见，在实施幼儿教育的过程中，媒体开发使用

已经作为教师关注的焦点，在系统教学中辅助教

学，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二，据笔者了解，有关

学前教育领域颇有成效的信息化课题、项目几乎

没有，而信息技术使用是系统方法的环节之一，

是教育现代化的体现之一。如何让信息技术有效

整 合 在 幼 教 过 程 中 ， 是 系 统 方 法 需 要 考 虑 的 问

题。

幼儿教育担负着启蒙幼儿健全心志发展的重

任，幼儿经验有限，建构的基础不足，这个阶段

的教育，需要提供丰富的客观知识。教师运用系

统方法来组织引导直接影响教育结果，应该充分

了解幼儿的个性特征，让幼儿养成多感官、视角去

观察事物、发现生活的习惯，而不要只提供单一素

材限制幼儿的个性、发散性思维发展。因此，幼儿

教师应该从系统方法出发设计自己的教学活动，营

造出幼儿能够充分获取有用信息的环境。幼儿教育

不同于中小学教育的是，它不受升学压力的影响，

开展素质教育、活动教学更加出自教师的内心，也

不是为了什么突击检查、公开课，笔者认为分析这

种常态的、自然的系统教学活动有一定的意义。

笔者作为研究者兼参与者 （制作动画课件），

采用行动研究法，希望通过本文的个案分析，能够

为幼儿教育的开展提供一个系统的通法雏形，尽可

能使过程考虑周全，避免短板效应。

教育技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它是一种根据具

体目标设计，实施和评价整个学与教的过程的系统

方法。它以人类学习和传播理论为基础，结合应用

人力和物力资源，来促进更有效的教学。 1 ! 2

尽管技术手段在变化，但教育技术作为一种解

决问题的系统方法的基本原理没有变化。 1 " 2

教育技术解决教育问题的系统方法图示如下：

管理 /协调各方面工作以产生整体效应 0
图 ! 教育技术解决问题的系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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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教育技术解决问题的系统方法

二 个案调查

（一） 个案基本情况

个案教师有着十余年的幼儿教育从教经验，

对幼儿心理、行为都有深入的了解。在对这位教

师的教学设计活动方案初稿进行分析时，充分感

受到：就幼儿活动教学的开展而言，个案教师可

谓专家。但是，其意识到幼儿的好奇心，喜欢探

寻新鲜事物的特点，再有就是受到身边教师大都

以多媒体辅助教学的影响，个案教师认为有必要

对自己的教学设计进行一定的补充，使整个系统

方法更加完善。于是在任务驱动下，有了想法，

即 是 利 用 多 媒 体 引 入 教 学 内 容 。 根 据 自 己 的 构

想，勾勒了大致需要表现的课件场景。由于是第

一次有心开发使用课件资源，个案教师并没有提

供成文的制作脚本，这也为后来课件的实现及功

能埋下了些许隐患。

下面就结合教育技术解决问题的系统方法和

个案实施课堂活动教学 《小鸡找朋友》中的关键

步骤做出详细的分析。

（二）个案教师运用系统方法的关键步骤分析

!$ 分析幼儿学习需要。幼儿们已经玩过 “躲

猫 猫 ” 的 游 戏 ， 对 此 类 游 戏 活 动 很 感 兴 趣 。 因

此，认知方面，在活动中，通过不同的动物叫声

为小鸡找到动物朋友，从而让小朋友认识动物的

叫声，并且通过小动物拟人发声，学习儿歌；在

活动中融入对颜色 （红黄绿）和数 （!、"、%）的

相关认识；另外，情感方面，体验友爱帮助给大

家带来的快乐，从小培养与人协作的能力。

"$ 设计教学活动过程。在 “小鸡找朋友”的

教学课程中，首先，交代角色，引出故事情节。

个案教师在没决定使用课件前，还苦于此步骤，

怕用语言引入，不能吸引幼儿。加入课件后，这

部分交由动画课件来完成，展示与活动场景相同

的虚拟场景 （红黄绿三种颜色房子），并且利用

软件先进行一个模拟的帮小鸡寻找朋友的游戏，

一则可以介绍游戏规则，二则可以调动小朋友进

一步完成活动的积极性。

接着，进入真实活动环节。请大班幼儿扮演

小动物 （小鸡、猫、狗、牛），佩戴相应的小动

物头饰，在已经布置好的活动场地中开展活动，

温习在课件中学习过的动物叫声、儿歌、颜色、数

等内容，观察、评估幼儿的认识情况。

然后，总结活动教学的结果，升华活动主题。

询问幼儿帮助小鸡找到朋友是不是开心，引导小朋

友感受互助的好处跟乐趣。

最后，反思教学活动的收效及欠缺。

%$ 开发课程的动画课件。由于没有现成可用

的软件资源，只能自主开发。在制作课件的过程

中，笔者与个案教师通过 &’( 进行交流，个案教

师对 “脚本”没有概念，需要达到的制作效果也是

通过在线聊天工具传达。通过个案教师描述，制作

者将个案教师提供的基本图片素材在动画制作软件

中进行集成，并及时地将阶段性的制作成果与个案

教师进行协商、修改。正如前面提到的，缺少脚本

的隐患是存在的。如：个案教师希望将绿色与牛搭

配，且放到最后来讲，一是考虑到这两种内容都是

幼儿不太熟悉的，讲授时一起加重强调力度，实施

显性干预；二是可以用后摄对幼儿实施隐性干预。

到课件完成，不能满足教师需要时才提出，加大了

开发的时间成本。另外，由于幼儿教师没有参加过

系统的教育技术培训，相应的信息搜集、筛选能力

也有欠缺，不能充分运用基本的课件资源库，导致

某些原素材还要笔者来查找，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开发的进度。

)$ 实施活动教学。个案教师运用前期设计开

发的活动方案和课件组织幼儿的活动教学。个案教

师非常注意用语言配合课件来传授计划的客观知

识。如说到 “小朋友们注意第一间红色的房子”，

随后将鼠标移动到房间上予以引导，其中包括的内

容有数字 “!”、 “红色”。幼儿的自制力不如成

人学习者，整个教学过程中，个案教师都以极具耐

心的口吻和抑扬顿挫的语气进行陈述，还配以使用

动作手势和幼儿们一起比划，拉近他们的心理距

离。就在这样一个毫无压力、师生平等的环境中，

幼儿们开心地回答着个案教师的问题，一遍一遍地

念着儿歌。然后，不同年级的幼儿在教师组织下开

展活动， “大带小”实践找朋友的活动，巩固课件

中学到的基础知识。

#$ 评价。无论是在分析中对幼儿初始情况的

了解，在设计中从运用语言引入改为用课件引入，

还是在开发中个案教师与笔者协商修改，在实施中

配合幼儿进行动作，都要通过形成性评价，持续地

判断是否合适，从而协调各种可以用于改进教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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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因素，选择最佳的方案。

此外，从幼儿与个案教师的交互 （数数、问

答、念儿歌）情况、幼儿之间的互帮互助来看，

也即是对教育结果进行评价，幼儿掌握了对数、

颜色的认识，会朗诵儿歌，能够在同伴有困难时

伸出援手，个案教师这种将信息技术融入到活动

教学的方法能够发挥效用。

三 反思

通过访谈和观察，虽说笔者看到了一个运用

教育技术解决幼教问题的成功实例，但是，不应

该驻足于蜻蜓点水般的现象体察，其中对幼儿教

育实施、改革的暗示也值得思考。

（一） 研究者角度

!$ 发自内心需要 （为了解决问题）去应用教

育 技 术 。 个 案 教 师 并 不 知 道 “教 育 技 术 ” 这 个

词，但是，在一线教学中，却在身体力行去运用

这样一种系统方法改进教学。不要为了用而用，

一旦运用教育技术，就该立足于解决问题。

"$ 以乐观心态看待教育技术的发展。作为研

究者，当听到调查案例并不清楚自己的研究领域

时，的确是很受打击，但是不要被表面现象遮住

眼睛，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慢慢的接

触中，发现其实自己的研究领域已经探入到调查

对象的生活、工作状态中，教育技术领域发展是

有生命力的。

%$ 利用幼儿教育的特征，从小培养信息素养。

幼儿探究的能力有限，倾向于学习客观知识，一线

幼儿教师如果能够利用好信息技术的支持，提供给

幼儿一个信息化的学习环境，让幼儿从小就有搜

集、开发、利用身边的信息资源的思想，对于日益发

展他们的信息素养是很有帮助的。

&$ 内容实质 ’ 媒体辅助 ( 实效。如果一线教

师只是硬性拼凑着信息化媒体支持教学内容，那

么媒体运用是不能够发挥其实效的。媒体与内容

处在一个双赢的地位。媒体发挥效用，促进内容

最真实的传达；内容配合媒体来呈现，帮助媒体

最大化其效果。

)$ 教育回归自然、平等，不为考试的指挥棒。

幼儿教育是没有升学压力的，幼教目的就是让幼

儿开心快乐地成长，在适当约束力下，体验集体

生活、学习的乐趣。在个案调查时的课堂活动交

互中，师生、生生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更有利于

幼儿个性自由发展。

#$ 教育培训的启示。对幼儿教师开展媒体开

发制作方面的培训，旨在提升幼儿教师的教育技术

能力，使其平时实践的教学方法更加系统化。培训

中，可以采用任务驱动的方法，增强动力。当然，

也可参照提升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的项目，适

当变通，加以运用。

*$ 系统思维 ’ 技术支持 ( 成功教学。个案教

师富有条理性的系统思维是完成教学的支柱和前

提，先有了利用技术支持的设想，再想办法实现，

真的可谓 “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在实践道

路上，一定要敢想、敢做，大胆创新、践行，才有

机会迈向成功。

（二） 参与者角度

!$ 现 存 软 件 的 适 用 性 及 教 育 技 术 产 业 化 空

间。幼儿教育的一次活动涉及的内容有数学、美

术、音乐、语文，可能包含得更多，能够符合幼儿

教师要求、拿来就用的幼教软件很少，这也是教育

信息化产业有待拓展的空间。

"$ 注重开发者与使用者的沟通、脚本的重要

性。教学中使用媒体，如果有现成可用的最好，若

需要重新开发，一定要注意开发人员与使用者、开

发人员间的沟通，如：媒体需要实现的功能；素材

开发的先后次序、命名标准，不要给集成人员带来

困扰。最好能够在制作前协商决定出大家都认同的

制作脚本，预先设计好再开工，比做到一半返工更

能节约成本。要遵循 “小成本、大成效”的理念。

%$ 开发者的绩效。制作脚本中，可以规定好

各人、各小组需要完成的任务，分派最擅长人员分

别负责开发媒体的图、文、声、像、集成。还可以

签订任务契约促进绩效改进。

总之行动研究的结论应该尽可能覆盖全面，但

是在研究实践中，反思结果有的是在研究前预想过

的，有的是在研究中慢慢发现的，可能研究还没覆

盖该主题的全部内容。另外，在一次成功案例中探

寻适用于所有幼教实践的教育技术系统方法，解决

幼教问题，难免以偏概全。甚至，笔者的某些反

思，还提升到了所有层次的教育实践，是显不足。

旨在提出一些问题，大家一起商讨；提出 “利用教

育技术系统方法解决幼儿层次的教育、教学”的这

样一个思路，以便阅读本文的一线教师在教学中一

边实践，一边修改。 +下转 !%& 页 ,



·!"#· 第 !" 卷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注释及参考文献：

$ ! %美国教育技术委员会 & 改进学习：给总统和国会的报告 $’% & !()*&
$+ %张祖忻 & 教育技术是一项解决教育问题的系统技术——— 论我国教育技术的定位 （一） $ , % & 现代教育技术 & +**-& +&
$" % 张祖忻，章伟民 & 绩效技术概论 $’ % &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 "#$% & ’#$%( )*+(, -. !//0,123 4(+5#*1-2#0 6%572-0-315#0
),$*%8#*15 9%*7-( 12 :;% & )57--0 4(+5#*1-2

/012 34 5 6478!9 ’:1 ;< 5 =4+

（!& ><6?@AB<7A CD EFGH?A4C7 I7DC@B?A4C7 J<HK7CLC8M9 E?NA OK47? PC@B?L 274Q<@N4AM9 RK?78K?4 +***-+；

+& S4HK?78 OCLL<8<9 S4HK?789 R4HKG?7 -!.*!"）

!"#$%&’$( IA 4N NG4A?TL< AC GN< <FGH?A4C7?L A<HK7CLC84H?L NMNA<B?A4H B<AKCF AC UC@V CGA <FGH?A4C7?L ?HA4Q4AM
DC@ 6@< 5 NHKCCL <FGH?A4C7& :7F U< NKCGLF 47A<8@?A< 47DC@B?A4C7 A<HK7CLC8M AC B?V< HK4LF@<7 L<?@7 D@CB BGLA4 5
?78L<N& PCU AK4N ?@A4HL< ?7?LMN<N 47 AK< DC@B CD H?N< ?66LM478 NMNA<B?A4H B<AKCF NGHH<NNDGLLM AC NGBB?@4W< B?47
NA<6N 47 4A9 ?N ? 8G4F?7H< AC 6@CBCA< NMNA<B4H B<AKCF 47 6@< 5 NHKCCL <FGH?A4C7&

)*+ ,-%.#( EFGH?A4C7?L J<HK7CLC8MX RMNA<B4H ’<AKCFX Y@< 5 RHKCCL EFGH?A4C7X Z<NCLQ< Y@CTL<BN

""""""""""""""""""""""""""""""""""""""""""""

[上接 !+- 页 \

!责任编辑：周锦鹤 "

!责任编辑：周锦鹤 "

<2"#;%%;:0#22123-. "-00%3%)*+(%2*$

J:1,4 5 K<789 3:P]S47 5 HK<78

[S4HK?78OCLL<8<9 S4HK?789 N4HKG?7-!.*!" \

!"#$%&’$( Z<H<7ALM AK< 4NNG< CD NAGF<7AN ^ <B6LCMB<7A K?N T<<7 @<H<4Q<FBGHK ?AA<7A4C7 D@CB Q?@4CGN NCH4?L H4@HL<N9
B?7M <_6<@AN <78?8<F 47 H?@<<@ HC7NGLA?A4C7 HC7A<7F 4A 4N AK?A L?HV478 CD N6<H4D4H H?@<<@ 6L?77478 6?@ALM L<?F AC AK< F4DD4HGLAM
CD<B6LCMB<7A& IK?Q<FC7<NCB<@<N<?@HK47AC AK<NGT‘<HANHC7H<@7478HG@@<7A NAGF<7AN ^ H?@<<@6L?77478 47 AK4N A<_A9 NC AK?A
H?@<<@ 6L?77478 ?7F 4AN 8G4F?7H< ?@< ?AA?HK<FBC@< 4B6C@A?7ALM TM NAGF<7AN ?7F A<?HK<@NUKC NG6<@Q4N< NAGF<7AN 47 G74Q<@a
N4AM&

)*+,-%.#( 274Q<@N4AM RAGF<7AX Y@CD<NN4C7?L Y@CD<NN4C7X YL?7X EFGH?A4C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