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教育与艺术 Anmai/安麦 2025年 1卷 2期

26

数智赋能学前教育专业“校-园-行”协同育人课程体系

的重构路径研究
栾博强

西安培华学院，陕西西安，710100；

摘要：在数智技术驱动教育变革的背景下，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体系面临技术类课程占比不足 5%、毕业生数智技

能断层等结构性矛盾。通过诊断传统课程目标错位、内容滞后、实施断层等深层问题，提出"校-园-行"协同育

人的重构路径：课程目标转向技术素养、保教能力与反思性实践能力融合的三维矩阵；课程内容构建"基础-核

心-拓展"模块化架构，通过"微专业"嵌入实现能力进阶；课程实施建立"资源共建-过程共管-成果共享"的双循

环机制；课程评价形成"过程性+增值性"的多元评价体系。研究建议构建动态课程开发机制、深化双师型师资

建设、完善数智化支持体系，对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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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技术的迅猛发展正深刻重塑学前教育场景，人

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技术已从辅助工具演变为

教育实践的核心要素。智能教具通过语音交互、自适应

学习路径设计实现了对儿童认知发展的精准干预，儿童

行为数据分析系统可实时捕捉课堂互动数据，为教师提

供个性化教学建议。然而，传统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体系

仍以“五大领域教学法+艺术技能”为核心，技术类课

程占比不足 5%，导致毕业生面临“数智技能断层”困境。

多项调研显示，超过 80%的幼儿园期望新入职教师具备

AI工具应用、儿童发展数据解读等能力，但仅有不到 2

0%的高校开设相关课程。因此，构建“技术-教育-产业”

协同的课程重构模型，为学前教育课程现代化提供新的

理论视角，促进学前教育专业应对数智变革的发展。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数智技术驱动教育变革的背景下，学前教育专业

课程改革已成为全球教育创新的重要议题。国际视野下，

新加坡“智慧幼儿园”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构建“理论

学习-模拟实训-实岗演练”三阶递进体系，将人工智能

辅助教学系统、儿童发展大数据平台等数智工具深度嵌

入课程模块，形成了“技术赋能、场景驱动”的育人特

色；芬兰“现象教学”则通过跨学科主题整合，将编程

教育、数字化故事创作等数智素养培养融入日常保教活

动，实现了技术工具与儿童发展规律的有机融合。

国内学前教育领域的数智化转型与课程体系重构

成为研究热点。何春月和刘雪姣（2025）强调教学评价

体系需适应数智化需求，樊静雨（2025）指出数字化资

源与师资培训不足，侍玉昊（2024）警示技术伦理风险。

技术应用方面，袁昊杰和李伟（2024）肯定 VR技术价

值但指出成本与能力挑战，白小兰（2023）主张校地共

建中深化产教融合。课程体系重构层面，李林慧和钱源

伟（2022）、鲁印服等（2021）、张茜萌（2020）均提

出以成果导向或认证标准优化课程与评价，黄翠华和吴

先勇（2017）较早呼吁社会需求导向的应用型课程。此

外，陈松林（2022）的“C-G-K”协同模式为产教融合

提供实践参考。现有研究已覆盖数智技术应用、课程重

构理念及伦理应对，为本研究提供多维理论支撑。综上，

现有研究已涵盖数智技术应用、课程重构理念、评价体

系创新及伦理风险应对等多个维度，数智技术正从单一

工具应用向课程体系重构层面演进，为本研究构建“校

-园-行”协同育人课程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参

考，但国内外研究均存在“技术导向”与“教育本质”

的平衡问题，尚未形成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效度的重构

框架。

2 数智赋能视域下学前教育专业课程的问题诊

断

2.1 课程目标与行业需求的结构性错位：从“技能

清单”到“能力断层”

当前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体系的核心矛盾，首先体现

在培养目标与幼儿园数智化转型需求的错位。调研显示，

86%的幼儿园将“智能教具操作能力”“儿童发展数据

分析能力”纳入教师核心能力清单，其中“AI辅助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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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家园共育平台运营”等技能需求较五年前增

长 3倍。然而，高校培养方案仍以“传统艺术技能”

“五大领域教学法”为核心，仅12%的院校在课程目标

中明确提及“数智素养”。这种目标错位直接导致毕业

生面临“技能恐慌”，新入职教师在智能教室环境中的

教学适应周期长达 6-8 个月，远超传统环境下的 2-3 个

月，凸显出课程目标从“技能清单”到“能力断层”的

结构性缺陷。

2.2 课程内容的双重滞后：技术缺位与场景割裂的

复合困境

课程内容滞后性表现为技术类课程缺失与传统课

程“数智化改造”不足的双重困境。技术类课程缺位现

象突出，儿童发展大数据分析、AI 工具应用、虚拟现实

教学系统操作等数智化课程在本科院校开设率不足 15%，

高职院校虽因“现代学徒制”推进有所改善，但课程深

度仍停留在基础工具使用层面。传统技能课程与数智场

景的割裂更为普遍，以手工制作为例，90%的课程仍聚

焦传统材料运用，未融入 3D打印、激光切割等数字化

制作技术；舞蹈创编课程虽引入动作捕捉系统，但未建

立“数据分析-动作优化-个性化编创”的闭环教学流

程，形成“新瓶装旧酒”的课程形态。

2.3 课程实施机制的链式断裂：资源、协同与标准

的系统性失效

课程实施机制存在“资源分散-协同失效-标准缺

失”的链式困境。高校实践基地建设呈现“数量扩张但

质量参差”特征，65%的院校拥有20个以上合作幼儿园，

但具备智能教室、数据分析中心的示范基地不足 10%，

导致集中实习沦为“走马观花”。校企“双导师”机制

普遍流于形式，78%的院校承认双导师合作仅限于毕业

论文指导，未建立课程开发、教学实施等深度协同机制。

更关键的是，行业标准尚未有效嵌入评价体系，《幼儿

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中明确要求的“信息素养”

“技术整合能力”在课程考核中占比不足 5%，某高校试

点将“智能教具应用”纳入毕业考核，但因缺乏行业认

证标准，最终改为“演示性评分”，未能实现“能力导

向”的实质性转变。

3“校-园-行”协同育人课程体系的重构路径

3.1 课程目标重构：从“技能清单”到“素养导向”

的范式转型

传统学前教育课程体系以“技能叠加”为核心逻

辑，将数智技术简化为孤立的操作工具，导致学生陷入

“为技术而技术”的碎片化学习，难以适应真实教育场

景的复杂需求。对于学生可能熟练制作PPT，却无法将

其转化为支持幼儿探究式学习的有效载体。重构需转向

“素养导向”，构建以技术素养、保教能力、反思性实

践能力为核心的三维能力矩阵。技术素养强调对数智工

具的深层理解，在智能教具设计中需评估其对幼儿认知

发展的潜在影响；保教能力需与技术赋能深度融合，通

过儿童发展大数据分析实现个性化教育方案设计；反思

性实践能力则要求学生在虚拟仿真与真实场景中形成

“设计-实施-评估-优化”的闭环思维，培养复杂问题

解决能力。

3.2 课程内容重构：模块化架构与动态化更新机制

课程内容需打破学科壁垒，构建“基础-核心-拓展”

三级模块化架构，并通过“微专业”嵌入实现能力进阶

的阶梯化设计。基础模块聚焦数智技术通识，但需避免

“纯技术化”倾向；核心模块强调智能保教实践，通过

虚拟仿真系统还原“特殊儿童融合教育”“突发事件

应急处置”等高风险场景，使学生在安全环境中积累实

战经验，同时引入真实幼儿园案例，训练学生运用数据

分析优化家园沟通策略；拓展模块需保持行业敏感性，

可以联合企业开发生成式 AI 专题，涵盖“AI故事生成”

“智能问答系统定制”等前沿内容，并通过“企业出题

-学生答题-园所验证”的产教融合模式确保内容前沿

性。实施路径中，微专业作为核心载体，需嵌入人才培

养方案并赋予学分，例如开设“数智保教”微专业，设

置《儿童发展大数据分析》《AI辅助课程设计》等 6

门课程，采用“理论讲授+虚拟仿真+实岗演练”三段式

教学，考核成绩由企业工程师、园所导师、高校教师三

方联评，确保技术赋能与教育场景的深度融合。

3.3 课程实施重构：三方协同的“双循环”机制创

新

课程实施需构建“资源共建-过程共管-成果共享”

的协同治理体系，以微专业为纽带深化“校-园-行”合

作。高校需主导建设“数智化实训中心”，集成智能教

室、AR/VR 实验室等设施，并通过虚拟教研室平台实现

跨域协同，整合合作园所的优质资源，形成“课程资源

池-教学案例库-名师工作室”的立体化支撑体系；幼儿

园需深度参与课程开发，将“晨间接待 AI签到系统”

“区域活动热力图分析”等真实任务转化为教学项目，

选派骨干教师担任“实践导师”，并开放智能教室、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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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驾驶舱等场景供学生实训，对于实践性强的课程学生

需为合作园所定制开发“家长端”功能模块，由园所导

师提供需求反馈；行业协会需发挥标准引领作用，从

“技术应用”“数据伦理”“创新实践”三个维度建

立评价指标，并主导课程质量认证，形成“行业需求-

培养标准-课程实施”的闭环反馈。

3.4 课程评价重构：从“结果评价”到“发展性评

价”的转向

评价改革需突破“一考定分”的局限，构建“过程

性+增值性”多元评价体系。过程性评价需借助 AI课堂

行为分析系统，通过多模态数据采集生成“参与度-专

注度-互动质量”三维画像，“智能教具应用”课程中，

系统可实时反馈学生在“教具调试”“活动设计”等

环节的薄弱点，为教师提供精准教学干预依据；增值性

评价需建立毕业生跟踪数据库，对比其入职前后在“数

智化保教能力”“家长满意度”等指标的变化，通过对

比毕业生在“智能教室使用效能”“家园共育平台活

跃度”等维度的得分，验证课程重构对人才培养质量的

长期影响。评价改革需避免“唯技术论”，在AI课堂

行为分析中需结合教师主观评价，防止过度依赖数据而

忽视教育本质；同时需建立评价反馈机制，形成“评价

-反馈-改进”的良性循环。

4 结论与建议

为系统推进学前教育专业课程的数智化转型，需构

建多方协同的立体化保障机制。在课程开发层面，应建

立高校、幼儿园、技术企业三方协同制度，形成每学期

动态更新课程模块的敏捷机制，将生成式 AI、多模态数

据分析等前沿技术及时纳入必修内容，并通过试点“微

专业”学分互认制度打破校际壁垒，实现优质资源的区

域共享。在师资建设维度，需实施高校教师“数智素养

提升计划”，将智能教具操作、数据伦理等专题培训纳

入教师发展硬指标，构建“高校教师进园所实践-骨干

教师返高校授课”的双向流动机制，形成理论提升与实

践反哺的良性循环。教学支持体系方面，应加快建设省

级学前教育数智化实训平台，集成 VR模拟幼儿园、儿

童行为大数据驾驶舱等标准化实训场景，并配套开发智

能资源推送系统，通过学生学习轨迹分析实现资源的精

准匹配。在保障机制上，需推动教育行政部门将“数智

保教能力”纳入师范生认证核心指标，强制要求高校在

专业评估中单独列示技术类课程开设情况，同时设立专

项基金支持“校-园-行”联合实验室建设、双师型师资

培养等项目，形成“政府引导-行业指导-院校主导”的

协同治理生态，为学前教育现代化转型提供可持续的制

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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