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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学前卓越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现实困境
及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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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师范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湖南长沙  410100）

“建筑高楼先固基，培人首在幼儿园”，幼儿园是学校育
人的初始站，幼儿教师专业素养特别是信息素养的水平直接影
响幼儿教学质量，影响幼儿德智体美的发展质量。信息社会中，
研究幼儿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现实困境及提升策略具有重
要意义。

1、农村学前卓越教师发展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必要性

2021 年 7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减轻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要求不
得开展面向学龄前儿童的线上培训，再一次引发了社会对幼儿
园使用信息化技术教学对幼儿的身体健康、社会性发展、认知
发展等方面的影响的利弊权衡。其实，农村学前卓越教师发展
信息技术能力有着有利的政策背景和严密的逻辑依据。

1.1  政策背景
教育信息化直接影响教育现代化的实现，作为教育的主要

执行者的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水平直接影响教学质量的
高低，因此，发展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得到国家高度重视。
2018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
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教师主动适应信息化、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积极有效开展教育教学”。教育部迅速
行动，2018 年 4 月，《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启动实施，
该计划旨在进一步提升全国中小学教师（含幼儿园教师）信息
技术应用能力。幼儿教师应主动提升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在教
育实践中更加科学合理地整合信息技术，使幼儿能够更加健康
快乐地成长。

1.2  逻辑依据
学前教育中信息化应用是教育信息化和时代进步的必然趋

势，而如何趋利避害，合理利用信息技术助力幼儿健康成长，
关键在于幼儿教师能否正确合理地应用信息技术，这就要求幼
儿园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成为学前教育信
息化发展的实践者和幼儿健康成长的护航者。

2、研究设计及结果

2.1  数据来源
研究对象来自湖南省 14 市州的 92 所乡村幼儿园，具有

一定代表性。调查采用问卷星发布网络问卷，向 196 名随机
选择的农村学前卓越教师发布了调查问卷，共收回问卷 183
份，剔除无效问卷 8 份，剩余 175 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
为 89.3%。幼儿教师年龄区间为 21-40 岁，学历为中专及以下
22%，专科 52%，本科及以上 27%。

在信息海洋和知识爆炸的信息社会，农村学前卓越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直接影响幼儿日常教学水平。本研究以《中小学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试行）》为依据制作调查问卷，结果显示：交互式、专业化硬件设备使用能力比较弱、信息

资源检索、获取和加工能力有待加强、信息化教学培训针对性和覆盖面不够等问题影响农村学前卓越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的提升。为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提出了加强幼儿园信息化教学软硬件配置、构建丰富优质幼儿信息化教育资源、创新

农村学前卓越教师信息化教学培训机制等提升策略。

农村学前卓越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幼儿教师专业发展

2.2  调查内容
本研究参考《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试行）》，

根据前人研究成果设计调查问卷，问卷内容主要从“技术素养
维度、计划与准备维度、组织与管理维度、评价与诊断维度和
学习与发展维度”设计，问卷采用封闭式答题，各题目没有干扰。

技术素养相关问题是：能主动融合信息技术与幼儿五大领
域活动内容；能熟练使用文字图像、音视频编辑、通信社交类
软件；能灵活应用电子白板、智慧黑板、一体机等多媒体教学
设备：

计划与准备相关问题是：能根据根据幼儿教学需要选择合
适的信息化教学媒体；能设计符合幼儿学习需要的信息化教学
过程；能根据需要，快速检索、获取和加工处理教学资源；

组织与管理相关问题是：能利用信息技术服务教学全流程
的能力；能利用信息化资源和环境激发幼儿学习兴趣的能力；
能正常操作信息化资源与设备并能学会简单故障排除；

评价与诊断相关问题是：能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搜集和整理
幼儿过程性数据，支持幼儿学习评价；能根据需要，选择合适
评价方法；能建立并维护幼儿学习电子档案；能利用信息技术
为幼儿个性化学习提供支持；

学习与发展相关问题是：能利用网络参与进修提升、园本
培训；能利用信息工具与同伴、专家等保持联系；能利用培训
成果改进教学；能利用信息技术不断提升自主学习、终身学习
能力。

2.3  问卷结果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幼儿教师（91%）认识到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对教学有重要影响，都意识到需要加强信息
技术应用能力支持教师专业发展能力发展。目前，农村学前
卓越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整体水平偏低，主要存在以下几
个突出问题：

2.3.1  交互式、专业化硬件设备使用能力比较弱
农村学前卓越教师具备一定的信息素养，对日常教学和家

校联系具有积极意义。89.6% 的农村学前卓越教师认为“信息
技术与幼儿教学融合很有必要”，96% 的农村学前卓越教师认
为“能顺畅使用 QQ 和微信等社交软件与家长保持一定频次的
沟通”。但在交互式、专业化硬件设备使用方面，仅有 18% 的
农村学前卓越教师能熟练使用，通过访谈得知：1. 部分教师不
知道如何应用交互式电子白板、智慧黑板、一体机等信息设备
设计交互式课堂；2. 乡村幼儿园一般使用电视机和投影机设备，
交互式设备拥有量不高。

2.3.2  信息资源检索、获取和加工能力有待加强
信息资源是信息化教学的直接载体，丰富和适合的信息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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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将吸引幼儿学习兴趣，使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农村学
前卓越教师使用的信息资源主要包括文字、图片、音频、视频
和动画等，信息资源的使用贯穿了教师工作的全过程，包括备
课、日常教学、环境布置、家校联系等。根据调查，91% 的
教师认为“丰富地信息资源对自己的教学工作特别重要”，但
76% 的教师反馈“信息资源的检索、获取和加工能力无法满足
工作需要”。根据与部分教师访谈得知：1. 幼儿教师花费了大
量的时间在区域角布置、教学活动设计、家校沟通等显性工作
上面，留给 PPT 课件制作、音视频编辑、动画设计等“隐性”
工作时间比较少；2. 幼儿园信息技术专业老师配置不足，幼儿
园一线教师普遍信息资源检索、获取和加工能力不强，幼儿教
师只能凭兴趣自己摸索。

2.3.3  信息化教学培训针对性和覆盖面不够
2011 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实施“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

训计划”（简称国培计划），乡村幼儿园教师培训获得国家重
视和重点支持，加上各级政府举办的省级培训、市级培训、县
级培训，加上幼儿园自己组织的园本培训，乡村幼儿园教师获
得的培训机会越来越多，培训质量越来越高。相关数据显示：
在“十三五”期间，湖南省通过“国培计划”、“省培计划”
等累计共培训乡村教师 50 万人次，比“十二五”期间增长了
25% 以上。但由于历史培训欠账较多，农村学前卓越教师群体
基数大，人均获得的培训机会并不高。76% 的教师一年培训的
次数在 1 次及以下 ,82% 的教师只获得 2 次及以下培训机会，
在培训中，专门针对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培训时间更加少，特
别是实践培训安排更少。

3、提升策略

目前农村学前卓越教师队伍以 80、90 后为主体，虽然相
比上一辈的“幼儿园阿姨”整体素质提升不少，也基本能满足
幼儿教学日常需求，但整体而言，农村学前卓越教师信息技术
应用能力提升空间很大。根据本次调研结果和相关政策要求，
本研究提出以下提升策略。

3.1  加强幼儿园信息化教学软硬件配置
信息化软硬件是农村学前卓越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

的前途。目前大部分乡村幼儿园存在信息化教学硬件配置数
量不足、标准不高、运维人员配置不足等突出问题，这样的
条件非常不利于发展幼儿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甚至会影
响正常的幼儿教学活动开展。湖南省住建厅在 2019 年颁布的
《湖南省幼儿园建设标准》中，要求智能化工程应适应幼教教
学与科研的信息化发展，对幼儿园的信息化发展提出了要求。

在 2021 年的《湖南省教育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中，湖南省
政府提出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园和农村学前教育。到 2025 年，
湖南省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将达到 50% 以上。随着公办园的
大力增加和政府资金大力投入学前教育，幼儿园信息化教学软
硬件配置会实现与中小学学校同步，信息技术运维人员也逐步
会配置到位。

2. 构建丰富优质幼儿信息化教育资源
农村学前卓越教师数字资源开发能力直接影响教学资源适

应性，影响幼儿教学质量。当前幼儿教育资源面临数量不足、
质量不高、下载困难等问题，需要解决上述问题，可以从以下
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农村学前卓越教师需要利用网络学习平
台和外出培训机会，学会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动画的多
媒体素材的加工处理技巧，特别是音视频编辑处理、图片加工
美化、文字排版优化、动画设计等，将原来素材编辑成适合教
学需要的素材。另一方面，政府、企业、幼儿园可以创新幼儿
信息化教育资源构建机制，比如政府搭框架购买服务、企业负
责建设、幼儿园负责使用和提需求，最终实现共建共享共生的
幼儿信息化教育资源动态发展机制。

3.2  3. 创新农村学前卓越教师信息化教学培训机制
目前农村学前卓越教师对培训需求比较大，但信息化教学

培训覆盖面不足，针对性不强。主要由于民办幼儿园比例较大，
幼儿园教师一个萝卜一个坑，工学矛盾冲突，可以从两方面入
手：一方面，与师范院校合作，将学前教育公费师范生下派到
有学习需求的幼儿园顶岗实习，将农村学前卓越教师送出去培
训；另一方，大力推广线上学习，利用全国优质幼儿教育学习
资源。2020 年，教育部在《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在线培训实施指
南》中，明确鼓励和支持优质龙头企业、互联网企业参与到教
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中，通过增加培训资源供给，提升培
训质量和针对性。

4、结语

随着各级政府大力发展公办园和农村学前教育，相信农村
学前卓越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遇到的现实困境和障碍将
会逐步解决。本研究也出现了样本数不足、实践研究不足等问
题，接下来将持续关注湖南省农村学前卓越教师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的研究进展，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凝练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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