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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管理作为幼儿园的重要分支，对幼儿园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教育数字化时

代，幼儿园管理与时俱进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幼儿园信息化管理的建构与实施对幼儿园的保教

质量、教师成长和家园合作等均产生着深刻且积极的影响。通过对幼儿园教育管理信息化的现

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幼儿园信息化管理存在幼儿园管理层观念落后、信息化管理资源配

比失衡、教育经费不足、教师信息素养欠缺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分别从国家层面和幼儿园

层面提出建议，期望对幼儿园信息化管理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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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kindergarten, education manage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kindergarten. In the digital era of education, kindergarten management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kindergarte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have a profound and positive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kindergarten childcare,
teacher growth and home cooper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kindergarten
educa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that the kindergarte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kindergarten management concept backwar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resources ratio imbalance,
education funding, teachers' information literacy, for these problems, respectively from the national level
and kindergarten level Suggestions, expect to the kindergarte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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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数字化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保障。进入数字化时

代，教育在适应社会变革的同时必须紧跟时代的节奏加速转

型，着力培养具备高数字素养的新时代人才。《中国教育现

代化 2035》提出加快教育变革，建设智能化校园，统筹建设

一体化和智能化教学、管理与服务平台，[1]学前教育作为基

础教育的起点，进行信息化建设刻不容缓。因为它不仅是实

现“幼有善育”的核心点，对幼儿园的传统管理方式亦产生

着巨大冲击，并借助自身的优势推动了幼儿园管理的变革，

使得幼儿园管理科学化和规范化[2]。此外，它还能促进家园

共育和教职工信息素养的提升，给幼儿培养数字素养奠定良

好的基础。随着人们对学前教育的重视，幼儿园信息化管理

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在数字化背景下，幼儿园的信息

化管理依旧存在诸多问题，部分幼儿园仍旧旧采用传统的管

理方式，这对实现高质量的学前教育无疑是一种阻碍。

1.幼儿园信息化管理现状分析

1.1幼儿园管理层观念落后

幼儿园管理者是园所发展的关键，他们要具备基础的教

育理念和知识，要有前瞻性思维和果断的执行力。管理者的

决策不仅关乎到幼儿园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也体现着幼儿

园的品牌效应。但是，现实生活中仍然有部分幼儿园的领导

者管理观念守旧，思想保守，忽视信息化对幼儿园管理的巨

大价值。有的领导者认为幼儿园信息化没必要，决策的错误

导致幼儿园没有使用过或直接无视信息化管理[3]。而有的园

所则过分依赖信息化技术，过度倚赖信息化工具，忽视了人

类的价值及教育的核心目标，致使幼儿园的信息化管理与教

育理念未达成一致。此外，部分幼儿园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

式滞后，与信息化管理脱节。上述这些问题，对幼儿园实现

管理一体化和完善管理制度都带来了严重的困难。

1.2信息化管理资源配比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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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设备的质量和数量决定了一个幼儿园信息化的

质量。然而，幼儿园信息化存在资源差异，同一城市不同区

域的经济水平、同一区域的幼儿园性质、城市和乡村等等地

域差异等都是导致幼儿园信息化存在差异的因素。刘珍芳的

研究结果显示，由于缺乏必要的硬件设施及未曾接触或使用

过信息技术的经验，导致了乡村幼儿教师的信息化技能水平

较低[4]；袁宇强调了因资金问题导致的幼儿园信息化建设的

欠缺，并指出了其与相应教学设备之间的关联[5]；张瑜针对

河南地区的幼儿园开展了关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调研，发现

该地区在信息化环境构建和教学实践等都呈现出发展的失

衡状态，且城乡间的差距较大[6]。信息化设备资源的差异导

致幼儿园信息化管理的差异，致使信息化管理的脚步跟不上

时代发展的步伐。

1.3幼儿园教师信息素养水平参差不齐

2018年 4月，教育部发布了《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

要求实现从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向全面提升其信息

素养方向转变[7]。这表明教师既要拥有利用信息工具和资源

的能力，还要具备识别、加工、选择、处理、传递并创造等

能力。然而，幼儿园教师的信息素养存在明显差异。例如，

年轻教师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擅长利用信息资源和设备开

展教育教学工作，而年长教师则相对较慢；再者，即使都是

年轻教师，但因为农村和城市信息资源的差异，信息素养水

平也会产生较大差异。同时，教师能力，地域、资源、年龄、

学历、教龄、职业性质等都是教师信息素养存在差异的影响

因素。

1.4幼儿园各部门管理独立，未形成系统化的管理模式

虽然许多幼儿园已经开始着手构建网络环境、办公室管

理及监控体系等，但是由于这些软件开发公司的自主运营模

式，其资源建立和运行相对独立又错综复杂，并未实现整合

[8]。这样，幼儿园信息化管理就会出现职能分散、管理主体

多元、缺乏系统性整合等情况。这不仅不利于幼儿园的管理

工作，而且基于各个部门之间的独立，很难打破幼儿园的管

理壁垒，导致各部门之间的联系松散，阻碍了幼儿园的和谐

和品牌文化的塑造，也使得构建完善的管理的体系和运行机

制困难重重。

2.幼儿园信息化管理的对策

2.1国家层面

2.1.1优化和完善学前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提供政策支

撑和资金投入

基于学前教育阶段的特殊性，国家应该制定具体且有针

对性的学前教育信息化政策文件，给学前教育信息化建设提

供方向指引。为了实现学前教育信息化协同发展，实现学前

教育资源分配最优化，国家要加大学前教育的投资力度和资

金供给，尤其是要考虑农村和偏远地区的信息化投入。同时

发挥各地政府部门的力量，开展园所合作和一对一帮扶机制，

参观并向优秀园所学习，为幼儿园搭建适宜的信息化环境；

此外，还可以分板块或分园区组织教师参加信息技术培训或

直接通过跨地区教师流动学习等方式，提高幼儿园教师的信

息化素养。

2.1.2加大学前教育信息资源的开发应用，完善学前教育

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

推进学前教育信息化理论研究和制定幼儿教师信息素

养标准，是引领学前教育信息化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9]。幼

儿园教师在教学和管理过程中，要合理使用信息技术以提升

教学水平和促进幼儿发展。首先，可跨学科组织专家学者，

深入探究数字信息化与五大领域融合的路径，给幼儿园教师

提供具体可操作的信息化教学模式、策略和方法等；其次，

通过研究不同年龄阶段幼儿使用信息设备的范围、时间和特

点，并据此制定针对各年龄段幼儿的教学指导文件，以更好

实现契合学前教育的启蒙性和适应性的教学目标。此外，研

究者要紧密贴合幼儿园教学的真实情境和教师的实际情况，

编制专门的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通过明确幼

儿园教师信息技术能力的具体要求，为幼儿园的信息化教学

提供可行的人力资源保障。最后，持续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

系，为幼儿园管理提供法律保障和约束，同时使用法律手段

守护和推动园所发展。

2.2幼儿园层面

2.2.1转变思想观念，推进信息技术在信息化管理中的应

用

一是转变管理层的观念。幼儿园的管理者要不断学习和

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管理观念，发挥数字化的力量，将信息化

建设纳入幼儿园管理，促进幼儿园管理智能化。同时，管理

者要多研读国家政策文件，树立正确的信息化理念，明白信

息化重要性，发挥好带头作用，提升自我信息化素养，积极

实现幼儿园管理智能化。此外，管理者要制定教职工信息培

训计划并落到实处，可以设置信息技术考核和激励机制，激

发园所教职工的积极性和竞争力。总之，幼儿园的管理者要

采用多元化的方式促进幼儿园管理紧跟时代的脚步。

二是转变幼儿园教职工的观念。在数字信息化的时代，

教师仅拥有的现代信息技术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应用信息技

术的能力、积极的信息意识与情感以及对信息技术的正确态

度等都对开展信息化教学具有重要作用。教师对信息技术的

理解和信任是决定其在幼儿园中是否接纳这项技术的关键

因素，这种理解和信赖对于提高幼儿的学习效果和能力至关

重要[10]。幼儿教师要转变思想和观念，积极参加幼儿园信息

化培训，并在实践中提升专业能力。同时，教师要制定自我

发展计划，以信息技术为辅认真完成保教结合的重要任务，

并以信息技术作媒介，丰富幼儿的感受和培养幼儿数字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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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教师要利用网络资源、数字资源等提升自己的信息敏

锐度以便能更好的识别、筛选出适合的信息。同时，教师要

提升信息道德意识，坚决不泄露幼儿的信息，尊重和保护幼

儿的个人隐私。

2.2.2筹集资金，整合信息化资源，建立并完善幼儿园管

理和培训机制，提升教师信息素养

园长可以多方式、多途径筹集资金以保障幼儿园的教育

经费和园所建设。可以利用资金建立有自我特色的园所数字

化资源，并利用区域资源，实现园所的数字化资源资源共享。

此外，为了推动和维持幼儿园信息化建设的持续发展，园所

应构建系统的培训计划和激励机制，积极鼓励教师积极应用

信息技术的热情；同时，老师可借助信息技术开展教育教学、

班级管理和家园合作等，进一步加快早期教育的数字化进程。

当科技融入教学时，不仅能够有效地吸引幼儿的专注力和学

习热情，也有利于提升教学的质量和效率。随着时代的发展，

教师面临多样化的信息资源，但是，如何筛选、识别和运用

资源，对考验教师信息素养提出了考验。教师素养的提高不

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国家、幼儿园、教师本人等明确各自

的角色与责任。唯有结合各方的长期努力，才能有效促进幼

儿教师队伍信息素养的提升，才能在教育数字化的时代真正

发挥教师的力量，推动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国家教育数字

化的顺利转型。

2.2.3重视家园合作，完善家园共育信息化平台与沟通机

制

幼儿园要重视家园合作，选择功能齐全、操作简单和互

动性强的家园共育信息化平台，如专门的微信小程序、公众

号等，根据家长的需要和习惯进行优化，对个别需要特殊关

注的家庭可以进行个性化的定制。利用信息平台，加强对家

长的培训与指导，协助家长更好的培养幼儿，并提升家长家

园共育的意识和积极性。通过信息化的平台，能够实现家园

之间的双向沟通与互动，家长可以在平台上发布幼儿在家的

表现供教师了解和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老师同样也可以发

布幼儿在园的表现让家长的了解幼儿的成长。此外，还可以

通过平台收取家长的意见和建议，开展丰富多彩的家园共育

活动，增进家长和教师之间的信任感，形成教育合力，共同

促进幼儿成长。

3.结语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2017年世界儿童状况：数字时代

的儿童》报告中强调：“数字技术已经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互联网用户是儿童，许多儿童在学会行走

和讲话之前就已经留下了数字足迹。[11]”这表明，对于出生

在数字时代幼儿而言，其信息素养的培养至关重要，而幼儿

园信息化转型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数

字化浪潮席卷全球，幼儿园信息化管理应走向科学化和规范

化的深度融合，同时亦兼顾人情化的温暖。因为，无论时代

如何变迁，管理的核心本质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所以，

在应用信息技术时，务必尊重幼儿、教师、家长并在技术与

人文关怀之间寻找平衡点，以构建有序且和谐的教育生态系

统。同时，国家、幼儿园和教师发挥好各自的责任，通过三

方合力，共同促进学前教育朝着高质量发展方向稳步迈进，

并为幼儿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N].人民日

报,2019-02-24(001).

[2]刘颖,虞永平.我国幼儿园管理质量的现状､类别及其

影响因素——基于潜在剖面分析的结果[J].学前教育研

究,2021,(01):17-28.

[3]赖春妹 .浅析幼儿园信息化管理[J].中国新通

信,2022,24(01):226-228.

[4]刘珍芳.幼儿教师信息素养现状调查与分析[J].现代

教育技术,2010,20(11):64-68.

[5]袁宇.数字化视觉下提高幼儿教师信息素养策略研究

[J].现代信息科技,2019,3(08):134-135.

[6]张瑜.河南省学前教育信息化发展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D].开封:河南大学,2018.

[7]吴砥,周驰,陈敏.“互联网+”时代教师信息素养评价

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20,(01):56-63+108.

[8]董瑞霞.当前幼儿园信息化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

究[J].辽宁教育,2018,(16):70-73.

[9]邢西深,许林.2.0 时代的学前教育信息化发展路径探

究[J].中国电化教育,2019,(05):49-55.

[10]马小芳.信息技术在学前教育中应用的研究综述:热

点､趋势及启示[J].中国教育信息化,2019,(22):13-18.

[11]颜铂为,李敏.焦点与趋势:我国学前教育信息化研究

20 年[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20,36(02):93-99.

作者简介：

樊梦雨（1997 年 8 月），女，汉族，山西临汾人。山西

师范大学 2022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学前教育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