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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时代幼儿园网络教研是教育研究的新常态，也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创

新有效的网络教研开展，既要激发教师的内驱力，还要培养教师的信息化创新思维，同时需要现代的

管理组织和评价方式来保障，从而加速幼儿园保教质量夯实，促进教师团队的专业水平快速综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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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Internet Plus”, kindergarten network teaching and research is the new norm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an important way for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novative and effective 

network teaching and research should not only stimulate teachers’ internal drive, but also cultivate teachers’ 

innovative thinking of inform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needs modern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and 

evaluation methods to ensure, so as to accelerate the quality of kindergarten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rapid 

and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the professional level of the teachers’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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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年来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在

各行业引发改革的浪潮，同时推动着幼

儿教育行业的专业发展进程。国务院于

2015年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

的指导意见》；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再次提出全面推进“互联网+”的报告，

2018年4月教育部颁布了《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的文件，指出在“互联网

+”时代的教育信息化生态系统建立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在2020年的疫情防控长

假期间，各幼儿园的在线园本教研对信

息技术与互联网平台有了更多的需求：

一方面幼儿教师进行了常态化的在线家

庭育儿教育指导各类活动；同时园所的

园本课程的建设和教师专业成长发展都

在运用各网络平台和信息技术的支持。

我们不禁思考：网络教研是否仅仅由传

统教研的面对面互动转变为网络视频连

线的场所平移；对比传统教研的在线网

络教研会有哪些信息化思维转变、网络

教研对教师会有哪些新的能力挑战？各

园所在实践中都发现了互联网+信息线

上凭他教研的突出优势特点：它能够跨

越时空阻碍、让交流随时随地、极为便

捷；海量的信息自愿选择，让学习充电

有机会更多样化、个性化。对话交流方

式从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变为图文与语音

视频结合的多元方式；教研方式从单点

对接串联到点面结合并联；但网络教研

的时空跨越常常容易让对话双方产生距

离感和对话盲点，并对教师的信息技术

能力有一定的要求。基于互联网+信息技

术对教研的网络化实践发展契机与挑

战，幼儿园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

网络教研的实践。 

1 多样资源支持——引燃教师

网络教研兴趣 

从现场教研转变为网络教研的新互

动平台，对幼儿园教师心理来说是有一

个认识和适应再到得心应手的过程。 

1.1平台资源的支持 

对交流平台资源选择来说，教研负

责人可分析各网络交流平台的典型特点

优势，然后针对本园的实际研讨重点内

容进行优先选择确定，例如常见的微信

群、QQ群、钉钉会议室、腾讯会议室及

蓝墨云班课等，有的平台便捷度高、有

的平台功能强大，具体可根据园本情况

和内容来灵活选择，例如即时性网络研

讨适于微信群的短时互动；大型主题教

研活动且须充分运用信息技术的可选用

蓝墨云、超星等平台更易于信息同步共

享。教师可从常用的、简便的APP软件平

台起步，熟悉后再由信息技术骨干指导

传授或自主研究学习，循序渐进的掌握

平台应用的方法。 

1.2学习资源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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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习资源供给支持来说，互联网

信息应用 大特点是有海量的资源可供

选取运用，容易让教师“乱花渐欲迷人

眼”无从选择，所以初期教研中组织者

要针对教研重点做好相关信息的检索梳

理与加工，及时有效的推送给教师，适

宜的内容及时给养教师，这是促进教师

学习兴趣和内驱力的有效策略。例如推

送一些理念和信息前沿优质的幼教类公

会号及文章：“上海托幼”、“学前云教

研”、“优教育”等；国内外通识类公众

号及信息有“国家人文历史”、“人文幼

学”、“守望新教育”、“此念”等，还有

学前领域名师专家的微博、高水准的讲

座，各互联网平台的高质量的文本影音

信息等，教研管理组织者通过宏观的教

研视角辨识检索推送，充分起到教研支

架的作用。教研学习中还要逐渐放手，

鼓励教师根据需要自主甄别检索和提取

所需信息，突破教研难点、体验并掌握

互联网+时代的增速学习方式，从而完成

了对教师由“输血”到“造血”的转变、

从外在引发兴趣到内需驱动的转化。 

1.3生成教研资源的支持 

就网络教研过程中生成的资源来

说，利用信息技术平台来建立过程性成

果资源库，将网络教研的过程性成果即

时记录积累，增强教师的荣誉感、成就

感，建立新型、动态的教师成长档案，

并为幼儿园的教研历程进行信息化智库

建立，启发教研参与者具有现代资源观

的意识。资源库可收录教师的专业技能

学习成果、案例分析、教育故事的积累、

家教指导的影音信息等，并在带动本园

基础上有效的充实本区域的互联网+教

育大平台资源库。 

2 多变形式组织——激活教师

创新思维方式 

网络教研的模式是新型的教师综合

学习成长平台。《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标

准》明确指出合格教师需要专业的师德

和理念、保教知识和通识知识及学习沟

通等专业能力，教师各方面的素养提升

需要创新的思维能力。所以教研不仅解

决幼儿园实际家教指导和教育教学的具

体问题，还应将培养锻炼教师的创新思

维作为重点之一，那么网络教研的顶层

设计和过程组织尤为重要。 

2.1项目驱动 

幼儿园需结合本园师资情况、及园

所发展目标来规划内容和形式。例如哈

幼专实验幼儿园在市教育局云平台家庭

育儿指导资源征集活动中，根据园所青

年教师的艺术特长研发制作亲子美术活

动微视频。形式采用线上线下结合、头

脑风暴和问答论坛方式 展的，线下广

图 1 为教师推送学前专家专题讲座网络学习内容 

图 2 为教师推介优质网络新息阅读 

图 3 哈幼专实验幼儿园“丁香吐蕊”教研成果资源库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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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自主收集信息，线上同一主题的正向、

逆向设计的推演讨论判断，换位幼儿、

家长和教师的视角、结合指南目标核心

价值来思考论述幼儿发展需要和游戏精

神的实现等，通过一个月的骨干教师的

网络教研及摄录编辑，不仅高质量的完

成投稿作品，同时每位团队教师的系统

性思维方式和创新意识得到极大提高、

体会到突破思维定势的快乐。 

2.2日常积累 

积淀教师的教育思想、涵养教育情

怀同样可通过网络教研实现。例如，幼

儿园 展教育故事日分享活动，在教研

分享平台上每一天一位教师把自己教育

的高光时刻予以呈现，老师们相互感动

着、相互学习着，也相互激励着，教育

智慧中蕴含的新理念，在浸润丰富着教

师们的观念和思想认识。   

2.3导图归纳 

在夯实专业理论、园本课程建设研

讨中，思维导图研学形式对教师思维的

条理性和归纳能力起到重要的作用。网

络教研没有固化的模式、也要非功利心

的以人为本的组织，平台上有特长的老

师可以云指导、大家可以云表演，每个

富有内涵的教研活动都会潜移默化的对

教师的理念和知识储备起到综合作用，

促使她们更具有灵感和创新的意识与思

维能力。 

3 多元评价指引——积淀教师

专业素养与开阔教育视野 

2020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

案》，方案指出：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

方向。坚持科学有效、强化过程评价，

改进结果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

合评价，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教育

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与客观性。同样，

高质量的多元综合的评价对于网络教研

来说，更是激励教师参与研究的热情与

深度、指引研究的方向与视角、诊断教

研实效与调节监督教研质量的决定因

素。首先，教研活动可充分运用教师自

评机制，教师自评能充分发挥个体的主

观能动性、系统全面论述思路、促进其

自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

在研究“生活教育价值”研讨中动中，

教师们对照《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

指南》自我检视和分析并群分享交流，

达到了自主自发个性化学习提升的目

标。第二，教师预约互评常常是网络教

研的热点时刻。评价需要深度思考、归

纳整合思想的过程，通过教师同伴间的

预约后互评，让评价少了随意性、增加

了含金量、促进了相互欣赏学习的机

会。同时，专家引领式教研评价必不可

少。信息化教研特点是多点并联，多方

互动，幼儿园可预约远方的专家名师，

高水平的专家即时的指导评析，有效避

免园所在固有的“认知箱体”中平层徘

徊，能拓展教师的 阔视野和新的教育

思维。在多元、动态的评价中形成了学

习——对照——调节——改进——完善

的过程。 

身处“互联网+”时代、探索在教研

信息化的路上，在不断面临教研中的新

挑战：如何更为充分借助网络信息工具

平台，形成教研管理层面顶层设计、技

术支撑与效果评估的系统体系和管理机

制，在实施层面、如何在凸显人人主体

前提下达成教研实效与成果的平衡？需

要接下来继续探究教研新方法路径、多

方联动共享、深度学习思考，让教师在

信息化教研助力下更体会到专业成长的

价值和幸福，促进园所的教育质量实现

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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