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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
内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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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幼儿教师与中小学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在内容和结构上都有所区别,借鉴活动分析的思

路,能够更客观地确定幼儿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主要内容.在采用德尔菲法搜集幼儿教师主要的信息技

术应用活动的基础上,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对幼儿教师信息技术应用活动进行分类.由此可以看到,幼儿教

师信息技术应用活动可以分为４类,这４类活动背后都存在一个比较普遍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模型,通过模

型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幼儿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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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对于教育影响的显现,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越来越成为教师的必备专业能力,对于

中小学教师教师信息技术能力的研究也越来越丰富.然而,研究者对于幼儿教师这个特殊群体关

注相对较少.政策上,教育部２０１４年颁发的«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试行)»(以下简

称«能力标准»)明确了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内涵,但其具体指向的是一般的中小学教师,只是

特别申明幼儿园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参照该标准执行[１].在实践中,相关部门也往往

把幼儿教师与中小学教师混合在一起,按照中小学教师的相关标准和内容进行培训.但是,幼儿教

师与中小学教师在教育实践目标、内容、对象等方面都存在较大不同,因此,这里的“参照执行”不应

是全盘挪用,而应在分析借鉴«能力标准»研制思路的基础上,根据幼儿教师工作的特点对其信息技

术应用能力的内涵进行针对性的分析.

一、幼儿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内涵研究的基本思路

分析«能力标准»的内容可以看到,标准依照中小学教师工作的特点,把“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主
要分为“技术素养”“计划与准备”“组织与管理”“评估与诊断”“学习与发展”其５个维度,并按照教

师应用信息技术的目的从优化课堂和转变学生学习方式这两个方面进行了横向的区分[２].其中,
“计划与准备”“组织与管理”和“评估与诊断”维度下的内容主要是对中小学教师应用信息技术活动

的描述,而在对这些维度内容作进一步说明时,标准也采用了大量的“了解”“理解”“掌握”等词语表

现教师活动.总体看来,这个«能力标准»体现出明显的活动分析思路,即通过分析主体的活动来确

定能力的表现情况和内涵.«能力标准»的研制者以中小学教师在具体教育实践情境下的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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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活动为分析内容,采用行为描述的方式展示了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具体内涵.这

种通过活动分析来确定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内涵的思路,能够直指教育实践,具有较强的

情境性.
活动分析强调“能力只有在分析具体活动的基础上才能被揭露出来”[３],主张要从个体的活动

中探寻能力表现,进而发现能力表现背后的能力内容及结构.在«能力标准»中,研究者以中小学教

师的工作为主线,通过考察教师工作中信息技术应用的具体活动,明确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内容,
这里的内容往往是可以观察、便于测量的教师活动.这种思路有利于人们明确中小学教师信息技

术应用能力内涵,明确能力发展目标,并围绕这些目标组织相应的培训,使整个培训按照预先设计

的计划进行.这种思路也是我们对幼儿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内涵进行研究时可以借鉴的.

二、幼儿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内容的确定

在探讨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构成内容问题时,应该看到活动分析法是一个关注情境、利于能力培

训的有效方法,但一般的活动分析需要研究者深入现场进行大量的观察和调研,操作成本高,为此

本研究使用了一种更简捷的方法对问题进行分析.
为明确幼儿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主要内容,我们采用了德尔菲法对幼儿教师应用信息技

术的具体活动进行考察.德尔菲法是以匿名方式,由组织者集中汇总多轮咨询专家对特定事件的

意见,最终得出较为一致的专家意见的一种经验判断法[４].本研究中,选择了２１位既熟悉幼儿教

育又熟悉教育技术的专家组成咨询专家团队,进行了３轮的意见咨询.因为对能力包括内容的分

析主要是借鉴活动分析的思路,是对幼儿教师教育技术实践的总结,因此专家的选择既要考虑专家

的实践背景又要求专家有一定的理论能力,从而可以综合考虑多方意见.随后,我们邀请到５位幼

儿园园长(专家类型 A),９位幼儿园的骨干教师(专家类型B)和７位在高校从事教育技术学相关教

学科研工作同时又关注幼儿教育实践的研究者(专家类型C).
(一)第１轮专家问卷咨询及结果分析

在咨询的第１轮,我们向２１位专家发放了一个开放式问题的调查问卷,请专家列举４~５个在

幼儿教育实践中比较关键的幼儿教师应用信息技术的活动,以获得专家认可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的基本内容.随后,得到专家的反馈意见(见表１).
表１　第１轮专家问卷意见(部分)

专家序号 专家意见 专家类型

１
设计班级主页;开发优秀的教育技术课件;使用应用技术与家长交流;通过网络
进行合作教研

A

２
熟练使用计算机(PPT,word);熟练使用校讯通;使用照相机、摄像机等设备;用
好教育软件

A

１２
上网查资料;会使用照相机、打印机、扫描仪、摄像机;选定好动画片并适时播
放;熟悉 word文档

B

１３ 网上下载 mp３;网上查资料;用白板上课;给家长发微信 B

１６
有教育技术意识;懂教育技术操作;有扎实的理论知识;系统的应用技术;有一
定的艺术水平

C

　　通过表１可以看到,在专家们的回答中来自实践者(类型 A、类型B)的意见和理论者(类型C)
的描述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理论者倾向于根据一定的理论框架来描述自己认同的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往往从能力意识和态度、知识和技能等角度系统的论述,而实践者更关注具体的应用,描述的

内容较为具体和散乱.
(二)第２轮专家访谈咨询及结果分析

由于初步整理的专家反馈意见表述比较随意,在得到９１个对幼儿教师信息技术应用活动的描



述中有许多内容完全重复的选项,这需要进行合并处理.为此,组织了第２轮的专家咨询.本轮的

核心目的是从零散的描述中整理出其中的主干内容,这需要一定的理论概括能力,因此本轮的咨询

专家７人,都是“C类型”的在高校工作的研究者.研究主要采取集体审议的方式.专家集体对第１
轮反馈结果进行审议,并对内容重复的回答项合并,对表达不完整的描述项进行补充完善,意义完

全不明确的选项删除.为了避免受高校研究者已有知识的影响,保证来自实践群体的意见得到充

分反映,在整理中保留了第１轮咨询中专家所使用的词语,因为这些可能并不规范的词语中隐含着

第１轮咨询专家对信息技术应用这一问题的理念、思维习惯与文化特色,甚至还可能意味着一种来

自一线教师的“本土概念”[５].对于不能达成统一意见的能力活动表述,我们选择了单独保留原有

的活动描述,尽量减少过多的意义阐释.这样会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框架内分析幼儿教师信息技术

应用能力的内容.整理后我们一共得到了１３项专家认为比较关键的幼儿教师应用信息技术的活

动表现(见表２).
表２　第２轮专家咨询后整理的信息技术应用活动

n１:设计班级主页;n２:开发优秀的教育技术课件;n３:使用应用技术与家长交流;

n４:通过网络进行合作教研;n５:懂教育技术操作;n６:能用照相机,摄像机等设备;

n７:掌握基础性理论知识、系统理论、教学理论等;n８:系统设计教学环境和教学过程;

n９:熟悉网络操作和网络知识等;n１０:用教育技术提高教学;n１１:说得出教育技术知识;

n１２:教育技术理念;n１３:用白板上课

　　　　　　　　注:n１~n１３表示项目编号序列

(三)第３轮专家访谈咨询及结果分析

第３轮的专家咨询主要是对第２轮咨询结果整理后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内容的重要性进行赋

分.首先,邀请了５名有较丰富幼儿园实践经验的专家(类型 A),分别判断哪些活动描述项是幼儿

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比较重要的内容;然后,对整理后的选项按重要程度赋分,其中,１分表示

极不重要,５分表示极为重要;最后,留下平均分在３分以上的描述项.专家对于表２中整理出的

所有信息技术应用活动的重要性均表示认可,对于“n７ 基础性理论知识、系统理论、教学理论”的评

价稍低(平均３．２分),但整体上持肯定态度.因此,通过３轮德尔菲法考察后,得到了１３项比较重

要的幼儿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活动表现.

三、幼儿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内容的聚类分析

分析上述利用德尔菲法获得的信息技术应用活动表现可以看出,内容描述整体上较为散乱:有
的是非常明确的有指向性的综合性的行为表现,如“n３ 与家长交流”“n８ 设计教学环境和教学过程”
等;有的是相对具体的技术或知识,如“n６ 能用照相机”“n１３用白板上课”等;有的又是相对抽象的描

述,如“n１２教育技术理念”等;还有的是略显宽泛的要求,如“n７ 基础性理论知识、系统理论、教学理

论”等.同样是幼儿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内容,怎样表征这种能力之间的差异呢? 如何对这些

具体的来自幼儿教师活动能力表现内容进行分类呢? 这里借用了统计学中的聚类分析法对这些能

力表现进行整理.
(一)对能力内容性质的调查

聚类分析是在不人为规定和划分类别的情况下,根据信息相似度原则进行信息聚类的一种方

法.聚类的目的是使得属于同一类别个体之间的差别尽可能的小,而不同类别个体间的差别尽可

能的大[６].对一个数据集进行分类,首先是要对数据对象的属性进行定量取值.为明确表２中各

应用能力内容的属性,我们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法,对不同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活动所涉及的知识属

性进行数据搜集.
因为表２中的各项内容主要涉及技术层面的操作,所以我们选择了教育技术学专业大三的学

生作为调查对象.这些学生已经学习了教育技术专业的大部分课程,对于表２中的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均有一定的认识,可以对内容背后的知识情况进行判断.因为对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研究的根

本目的是为了促进幼儿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发展,所以研究选择了与能力发展相关的两个指

标(能力知识的复杂程度和能力掌握的难易程度)进行分析.前者主要指掌握某项活动能力所需要

的知识类别和数量;后者指掌握该活动能力的难易.问卷采用了１０级的赋分形式,如果受访者认

为某能力内容项涉及的知识非常多、非常复杂,那么他就在复杂度的一项中填１０,如果涉及较少、
较简单的知识就填１;认为该项能力很难掌握填１０,容易掌握填１.这种１０级的划分,便于更细致

地区分不同能力项的性质.为使参与调查的学生明白这里复杂度和难易度的区别,在发放问卷前,
研究者先对这里的复杂度和难易度进行了解释.

研究中,我们发放了问卷４０份,回收问卷４０份,问卷回收率１００％,问卷整体Crobachs系数α
为０．８０７,调查有较好的信度.通过对４０名学生对各项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活动内容复杂度和难易

度的赋值分析,可以测得不同能力内容项在难度和复杂度两个维度的总得分、均值以及标准差(见
表３),以此作为下一步聚类分析的依据.

表３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构成内容属性调查分析(部分)

能力项编号
对能力构成内容复杂度的统计

和 均值 标准差

对能力构成内容获取难度的统计

和 均值 标准差

n１ ２０３ ５．０７ ０．７６４ ２４０ ６．００ ０．５０６
n２ １９６ ４．９０ ０．６３２ ２０２ ５．０５ ０．４５０
．．． ．． ．． ．． ．． ．． ．．
n１２ ２１８ ５．４５ ０．９８６ ２６０ ６．５０ １．０８６
n１３ １００ ２．５０ ０．９０６ ８１ ２．０３ ０．７６８

　　(二)对能力内容的分类

因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对这些能力构成内容进行分类,因此将表３统计得到的数据导入

SPSS,以能力构成内容项的复杂度、难度中的和值和标准差属性为自变量,对能力构成内容进行聚

类分析.聚类分析(ClusterAnalysis)是指在不确定分类标准的情况下,完全按照反映对象特征的

数据对研究对象进行自动分类的方法[７].本研究中,学生的能力项复杂度和获取难易度的和值与

平均值代表了答题者对该问题认识的集中性,而标准差则反映了专家对问题认识的离散性,这两类

数据从本质上反映了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内在属性,因此可以据此对能力构成内容进行分类.将

表３的统计数据导入SPSS１７．０,以能力构成内容项的复杂度、难度中和值和标准差属性为自变量,
对能力构成内容采用系统聚类分析中组间联接的聚类方法进行分类,最后得到明显的４类信息技

术应用能力内容(见表４).
表４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内容分类汇总

第１类
n３:使用应用技术与家长交流;n５:懂教育技术操作;
n６:能使用照相机、摄像机等设备;n９:熟悉网络操作和网络知识等;
n１３:用白板上课

第２类
n１:设计班级主页;n２:开发优秀的教育技术课件;n４:通过网络进行合作教研;
n１１:说得出教育技术知识;n１２:有一定的教育技术理念

第３类 n８:设计教学环境和教学过程;n１０:用教育技术提高教学水平

第４类 n７:掌握基础性理论知识、系统理论、教学理论等;

　　通过表４可以看到,最后获得的幼儿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内容大部分是外在的活动描述.
第１类主要是幼儿教育中对信息技术的简单技能操作,这类中的“使用应用技术与家长交流”“能使

用照相机、摄像机等设备”是非常具有幼儿教育特色的技术应用能力,虽然在中小学教师的信息技

术应用能力构成中可能并不是主要内容,但却是幼儿教师经常实践的形式.第１类能力内容不需

要复杂的知识,相对比较容易获得,因此可以概括为基本知识支持的信息技术应用行为.第２类能

力内容中包含的大部分内容是比较综合性的操作,涉及教育技术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综合应



用,其中比较特殊的是“教育技术理念”能力内容项,因为理念本质上是一种意识或态度,理论上看

它与其他选项是不同类的,进一步考察在表３中对能力构成内容属性的调查,可以看到这一项的内

容在能力内容的复杂度和能力掌握的难易度上均有较高的标准差,说明受访学生对这个问题的认

识比较分散,因此对其意义暂不考虑,所以第２类能力内容整体可以概括为比较复杂、需要较多知

识支持的操作.第３类能力内容中“设计教学环境和教学过程”“用教育技术提高教学水平”往往涉

及较多的知识,把握这种能力的难度也比较大,可以概括为需要复杂知识支持的能力行为.第４类

能力内容中的“基础性的理论知识”是比较特殊的一类能力内容,涉及的内容往往是多学科的,严格

的说,并不是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内容,因此属于基础性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四、幼儿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模型的建构

通过聚类分析可以看出幼儿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是有其内在结构的.那么,应如何呈现这

种结构呢? 又怎样表征这些不同类别活动背后的简单知识和复杂知识呢? 又如何更全面地概况这

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活动内容呢?
(一)幼儿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模型的建构

围绕上述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内容的分类,建立了一个能够解释这种分类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模型(见图１).

图１　幼儿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树状模型

这个模型从支持能力形成与能力表现的角度将幼儿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分为基础层、本
体层和表现层.这３个层次形成了一个树状结构.

基础层主要是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主要包括系统理论、传播理论、教学理论、学习理论等.严

格地说,它们并不是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内容,但这些理论是相关能力发展的土壤和根基,又是典

型的教育技术学科的理论基础[８],反映了学科发展与个人能力发展的统一.

本体层是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构成基本,是支持幼儿教师具体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知识.

从知识内容上看,这里主要包括教学媒体知识和教学设计知识.这里的个人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

知识基础与教育技术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对应的关系.安涛和李艺教授在探讨教育技术学科理论体

系时就把教学设计和教学媒体视为教育技术理论体系的范畴[９];而汪基德教授也认为现代教育思

想、理论和现代教育技术是教育技术(电化教育)的两个基本要素[１０].因此,这里对与教师信息技



术应用能力有关的知识作教学设计和教学媒体的区分是与教育技术整体学科的理论构成一致的.
除了从内容上进行教学设计知识和教学媒体知识两个维度的划分外,我们还可以根据知识形态将

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本体从理论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两个维度进行界定.其中,实践性知

识是“教师通过对自己教育教学经验的反思和提炼所形成的对教育教学的认识”[１１].整体来看,实
践性知识具有个体性和实践性以及由此衍生的缄默性、生成性、境遇性、整体性等特征[１２];而理论

性知识则是与实践性知识相对的,是不依赖实践情境的可编码的规律性知识,常常表现为按图索骥

式的教学规则或操作方法等.知识形态维度的实践性知识与知识内容维度的教学设计知识往往有

诸多交集,而可编码的理论性知识则更多表现为教学媒体知识.
表现层是在实际的教育活动中,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总是要通过具体的活动表现出来,这

主要指教师应用本体层的知识来改进与学生、其他相关者(主要是家长)以及自我的关系过程.根

据２００５年 AECT的教育技术定义,可以将幼儿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范畴界定为创造、使用和

管理３个维度,而根据教育部颁发的«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幼儿教师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环境的

创设与利用、一日生活的组织与保育、游戏活动的支持与引导、教育活动的计划与实施、激励与评

价、沟通与合作、反思与发展等７个方面[１３].从作用对象上看,这７个方面的能力分别指向幼儿、
教师自身和家长,因此我们对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指向进行３个维度的区分,这就形成了信息技术

应用能力表现层的基本脉络.从具体内容上看,表现层还包括在前面聚类分析中得到的３类具体

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活动表现,其中:第１类能力活动表现主要依托于相对清晰简单的理论性知

识,从内容上看主要是依靠媒体知识的技能操作;第３类能力活动表现主要靠相对复杂的实践性知

识,从内容上看主要是依靠教学设计知识的复杂操作;第２类能力活动表现位于两者中间.
(二)幼儿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内容结构图

在«能力标准»中,多处强调“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参照执行”,但这种立足于中小学教师

信息技术应用活动分析的能力标准并不能完全涵盖幼儿教师的全部教育实践,因此有必要对幼儿

教师应该具备怎样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进行针对性的分析.以本研究建构的能力模型为基础,可
以看到幼儿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虽然在范畴上同样包含创造、管理、使用等内容,但是在指向

上却是更多维的.参照上述能力模型的分析,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表征幼儿教师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的结构图(见图２).

图２　幼儿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基本内容结构

由图２可以看到,幼儿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基本内容可以由技术基本范畴(使用、创造

和管理)、技术的作用方向(学生、家长和教师自身)以及技术能力表现的知识基础(理论性知识和实

践性知识)构成.对这３个维度进行界定,那么幼儿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就有“３×３×２＝１８”

种具体的能力活动表现.例如:教师利用 QQ跟家长通报孩子在幼儿园的情况就是理论性支持的

“使用应用技术与家长联系”的能力行为;教师精心做了一个课件反映的就是理论性知识支持的指



向学生的创造活动和实践性支持的指向学生的创造活动两部分的内容.图２所示的结构图与智力

研究中吉尔福特的SOI模型在构成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都是希望找出能力构成要素并试图探索

相关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１４].这种模型也有三维智力模型所具有的理论上的清晰和进一步分析

的可能空间.虽然我们还不能非常清楚地说明所有能力维度的所有内容,但这种结构化的能力分

析,对在教师教育中有针对性地提出幼儿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的内容还是有指导意义的.
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建设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幼儿教师队伍.为提升幼儿教师的

专业水平,教育部在２０１２年推出了«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成为“选拔教师的依据、培训教师的指

南”.«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是国家对幼儿园教师专业素质的基本要求,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方

向性的指引和导航[１５].如何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幼儿教师各项能力的具体要求,是实践中促进幼儿

教师能力发展的基础,也是我们应该持续关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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