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邹红宇

“小魔镜，请问这个是什么花呀？”近

日，在杭州市萧山区信息港幼儿园开展

的春日毅行活动中，中班幼儿欣欣拿着

一面特殊的“镜子”给路边的花拍照，并

好奇地提问。随后，“小魔镜”的屏幕上

迅速弹出花的名称和图片，还配有智能

语音讲解，鼓励幼儿继续提问。

这一幕场景正是当下学前教育领域

积极开展人工智能教育的生动缩影。近

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的浪潮汹涌而来，学

前教育也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

革。在人工智能与学前教育深度融合的

背景下，幼儿园该如何下好先手棋？带

着这个问题，记者近日走访了省内多所

幼儿园。

未来已来，学前教育拥抱人工智能浪潮
握手、倒立、画爱心……4月22日，

嵊州市仙湖幼儿园迎来了一个特别的

新朋友——智能机器狗“笨笨”。在当

天的幼儿园读书节启动仪式上，“笨笨”

凭借灵活的肢体动作，迅速成为全场焦

点。它会通过语音交互功能和幼儿对

话，用萌萌的声音讲述经典绘本故事，

还会融合音乐和舞蹈演绎园歌，赢得幼

儿们的阵阵喝彩。园长李春蕾认为，这

场人工智能与阅读完美融合的活动为

幼儿打开了看世界的窗口。

当前，人工智能进入高校和中小学

的实践屡见不鲜，但其在学前教育阶段

的实践却不多见。4月29日，省教育厅

等四部门印发了《浙江省推进“人工智

能+教育”行动方案（2025—2029年）》，

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

让全省幼教人备受鼓舞。

在浙江大学幼儿园实验园园长何

晓勤看来，虽然这些政策主要针对中小

学，但是也为学前教育领域开展人工智

能启蒙教育提供了方向和参考。“人工

智能与学前教育深度融合是大势所

趋。”何晓勤介绍，早在2019年，实验园

便与浙大智能教育研究中心共建人工

智能启蒙课程。幼儿园在每年的艺术

节期间都会举办“实验园AI机器人日”

活动，创设适合不同年龄段幼儿的人工

智能应用场景，积极营造拥抱人工智能

的教育生态。

此外，浙江还在区域层面开展了人

工智能与学前教育深度融合的探索。温

州市早在2022年就着力打造“三朵云”

学前教育智慧管理平台，通过“云呵护、

云慧玩、云管家”三大系统为循数治理提

供依据，还升级打造人工智能赋能幼儿

学习的新场景——学前“智学堂”；杭州

市萧山区城东片大力推进“1+4+Y”学

前数智教育示范区建设，聘请高校专家

与骨干教师担任“学前数字首席教师”，

开展人工智能赋能下学前教学方式变革

项目研究；诸暨市创新构建幼儿人工智能

教育赛事体系，以赛事为纽带，带动70余

所幼儿园开设人工智能课程……在人工

智能浪潮席卷教育的当下，浙江各幼儿

园探索着“AI+学前教育”的无限可能。

技术赋能，人工智能重构学前教育场景
在杭州市滨江区长河幼儿园的百草

园中，一场人机协同的科学探究活动正

在上演。幼儿瑞瑞发现植物叶子的形状

不一样，便通过幼儿园开发的“百草园

AI智能体”提问：“为什么有的叶子是圆

的，而有的却又尖又细？”AI智能体用萌

萌的语音提示叶子的形状与植物的生长

环境有关，还给瑞瑞布置了一个简单的

观察任务。随后，瑞瑞观察到，橡胶树的

叶子是椭圆形的，适应温暖的环境；松树

的叶子呈针状，能够在干燥寒冷的环境

中生存。他将观察结果上传到“百草日

志”中，并得到了AI智能体肯定的反

馈。收到AI智能体授予的“植物观察小

博士”称号后，瑞瑞备受鼓舞，并表示想

继续探索植物的生长奥秘。

此外，人工智能渗透进幼儿园的课

堂和每日活动中，为学前教育注入了新

的活力：杭州市滨江区浦沿幼儿园使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软件辅助美术课堂教

学，引导幼儿利用人工智能将画作从静

态图变为动态的画面，激发幼儿的创作

热情；温州市鹿城实验幼儿园引入“法宝

机器人”辅助教学，探索人机协同的教育

模式，形成“教师设计课程—机器人执行

互动—数据反馈优化”的闭环教学；长兴

县实验幼儿园引入绘本机器人打造AI

阅读平台，智能分析幼儿的阅读数据，还

通过情境化、游戏化的智能互动辅助幼

儿进行绘本阅读。

人工智能重构了幼儿的学习场景，

也让个性化的教育成为可能。宁波市

海曙区望童幼儿园教育集团引入人工

智能平台后，让大三班班主任沈瑜印象

深刻的是幼儿玲玲的变化。在传统教

学模式下，玲玲精细动作发展的细微问

题很难被及时发现。然而，通过人工智

能平台对玲玲日常观察数据的收集和

整理，教师发现她在美工活动中手指灵

活性不足，于是为她制定了有针对性的

训练计划。随着时间的推移，玲玲在精

细动作方面有了明显进步。总园长俞

华萍认为，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人工智

能赋能个性化教育，提醒教师关注每个

幼儿的发展。

此外，人工智能在园所管理中也发挥

着重要作用。每天早上入园时，杭州市萧

山区开悦幼儿园的幼儿都会在门口的智

能晨检机前进行面部扫描；进入教室后，

幼儿会自觉戴上运动手环。这样，他们每

天的入园时间、身体状况、运动轨迹、运动

量等数据都会被记录下来。而这些数据

是教师们调整教学策略、开展评价活动的

重要依据。园长李阿慧介绍，这样的“未

来儿童数智驾驶舱”可以实现安全管理、

后勤资源调配和智能评价等功能，大大提

升了幼儿园的管理效率。

审慎前行，以“慢教育”思维驾驭“快技术”
智能化教育教学工具、海量的学习

资源、沉浸式的互动学习场景……人工

智能与学前教育的碰撞无疑极大地丰富

了幼儿的体验，但也暗藏着复杂的伦理

和安全问题。如何应对人工智能与学前

教育融合中的挑战，找准工具理性与教

育温情之间的平衡点，成为全省幼教人

不断思考的重要议题。

面对当前的“AI+学前教育”浪潮，

浙江师范大学儿童发展与教育学院副教

授杨妍璐保持着相对审慎的态度。在采

访中，她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幼儿长时间

暴露在电子屏幕面前，可能会对大脑产

生过度刺激，进而削弱专注力和感知能

力；教师过度使用人工智能，可能会产生

技术依赖，容易导致思维僵化、教育内容

同质化；所有问题都让幼儿寻求人工智

能的解答，可能会导致师幼关系疏离，甚

至在幼儿心中树立人工智能的权威形

象，产生技术伦理问题……

“不同于中小学生的学习，学前儿

童身心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决定了游戏

是幼儿园教学活动的基本方式，也是儿

童活动的主要方式。”杨妍璐认为，人工

智能潮流之下，学前教育的基本逻辑没

有变化，幼儿的认知规律和学习逻辑没

有变化。因此，幼儿园应该保持“慢教

育”思维，坚持教育底线和儿童立场，确

保技术应用符合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

和需求特点；密切关注幼儿的认知水平

和情感需求，确保技术真正服务幼儿的

学习与发展。

作为“安吉游戏”全国推广试点

园，杭州市萧山区级机关幼儿园坚守

“最大程度的放手，最小程度的介入”

理念。副园长施华莎介绍，幼儿园与

幼儿进行了“单次AI使用时间少于10

分钟”的约定，建立“自然日”“AI游戏

日”动态调节机制；把每周五设置成

“AI 吐槽日”，鼓励幼儿讨论 AI 的缺

陷；开发AI使用观察量表，记录幼儿

情绪反应与技术使用轨迹，避免“为用

而用”的技术异化。

创设有技术深度和人文关怀的学前

教育环境离不开教师和家长的共同努

力。杭州市拱墅区学前教育指导中心常

务副主任俞春晓认为，在技术迭代的喧

嚣中，师幼互动才是人工智能时代教育

的基础伦理，是所有技术赋能的终极坐

标。她提出设想：可以建立人机协同的

教育生态共同体，让人工智能成为教育

合伙人。在第五届浙江大学文琴儿童发

展论坛系列研讨会上，浙大教授徐琴美

指出，人工智能时代来临，学前教育理念

不会因教育技术的改变而改变，“要保持

儿童视角，坚守教育初心”。

学前教育如何下好人工智能先手棋？

图为诸暨市浣江幼教集
团城西幼儿园的幼儿在科技
运动节中体验未来智能生活。

图为绍兴市阳明幼教集团四季园
区的幼儿与人工智能机器人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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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邹丽君

“落叶回到大地妈妈的怀抱，还能变成

肥料呢！”“这些落叶太美了，我想把落叶做

成画。”……近日，在湖州开发区实验幼儿园

的“植‘WU’探玩之落叶新生”活动中，大班

幼儿将落叶制作成书签等艺术品，用落叶搭

建湖州的潘公桥、飞英塔等立体作品，并开

展了一场特殊的落叶作品义卖活动。园长

慎蓓蓉透露，义卖所得的善款将全部捐给湖

州市慈善总会。

吴兴区作为全国“志教融合”41个试点

区之一，将“志愿服务”与“课程育人”紧密结

合，尝试构建新时代劳动教育家校社协同育

人体系。作为吴兴区“志教融合”领航学校，

湖州开发区实验幼儿园以“水韵菰城”园本

实践活动为载体，让幼儿们在实践中传承文

化、探索创造、传递温暖，在志愿服务中收获

成长。

走进湖州开发区实验幼儿园，就能看

到该园精心打造的“志教融合”主题空

间。空间里设置了“菰城工坊”，展示着湖

州特色的湖笔、湖剧服饰道具、羽毛扇等；

墙面上张贴着幼儿们参与湖剧表演、制作

熏豆茶和千张包等活动的照片；“低碳环

保角”陈列着幼儿们用废旧材料等制作的

创意作品，让幼儿们在环境浸润中感受志

愿精神与文化魅力。慎蓓蓉介绍，幼儿园

围绕清丽湖州、物阜湖州、人文湖州等 3

个方面，开展环保科普、社区服务、公益义

卖等实践活动，构建三维融合的“志教融

合”实践体系。

在慎蓓蓉看来，每次“志教融合”活动的

成功举行，都离不开家长的深度参与和社会

力量的支持，这也是文化、劳动与志愿服务

紧密结合的体现。剥洗毛豆，和教师一起烘

制熏豆，制作熏豆茶……在“追寻茶香之旅”

的活动中，幼儿们化身“茶小匠”，和爸爸妈

妈一起了解和体验湖州的茶文化。活动结

束后，幼儿们带着自己亲手制作的暖心茶

包，来到湖州市公安局和周边社区，将茶包

送给执勤的公安民警、社区的爷爷奶奶

等。“听着小朋友们讲解茶包的制作过程和

寓意，我真的很开心。”收到茶包的陆奶奶

脸上笑开了花。

在湖州开发区实验幼儿园，这样的实践

活动已成为常态。幼儿园会以班级为单位，

制订详细的活动方案，并将幼儿的实践过程

整理至他们的成长档案中，部分记录还会上

传至志愿服务数字化平台。

点击湖州开发区实验幼儿园在之江汇

“志教融合未来空间”平台上的实践记录，可

以看到幼儿园的“云志愿”活动开展得如火

如荼。据统计，该园共发布志愿活动记录

543条，一学年有近200名家长、40余名社

区志愿者、20余名“五老”志愿者与幼儿共

同参与志愿服务。

谈及这些充满童趣与温情的实践活

动，慎蓓蓉自豪地说：“幼儿们在志愿服务

中学会了关爱他人、传承文化，这正是最珍

贵的活动成果。”通过“志教融合”的创新实

践，湖州开发区实验幼儿园将本土文化与

劳动教育、志愿服务、数字化有机结合，为

幼儿打造了一个充满爱与温暖、文化与创

意的成长乐园。

播撒志愿服务的种子
湖州开发区实验幼儿园探索“志教融合”育人模式

近日，天台县恩美幼儿园开展“莲与蛙”主题艺术教育
活动，将清廉教育有机融入美育实践。幼儿手执画笔，在调
色盘上调出花瓣的纯白与莲叶的翠绿。教师一边指导幼儿
绘画，一边讲解莲花的清廉寓意和坚韧不屈、洁身自好的高
贵品质。图为幼儿正在绘画创作。

（本报通讯员 许丹妮 摄）

执笔绘清莲
润心育品格

□本报记者 邹红宇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下人工

智能席卷学前教育的浪潮？

杨妍璐：当前，人工智能进

入学前教育领域是大势所趋，但

我们需要保持审慎的态度。人

工智能的核心价值在于辅助教

育，而非替代人的作用。学前教

育跟义务教育不一样，在这个阶

段，幼儿非常需要陪伴，需要情

感支持，而非冷冰冰的技术工

具。当前的人工智能教育可能

会让幼儿觉得好玩，但是真正要

在幼儿身上产生教育意义，还需

要更多的研究。

记者：人工智能如何为学前

教育赋能？如何影响传统的学

前教育管理和教学方式？

杨妍璐：人工智能对学前教

育的赋能主要体现在幼儿端、教

师端和园所管理端这3个方面。

在幼儿端，人工智能可以更

好地支持个性化学习。AR、VR、

AIGC等技术可以为幼儿创设沉

浸式的游戏化学习场景，有助于

丰富幼儿的学习体验，激发他们

的探索兴趣。同时，人工智能监

测系统能实时记录幼儿的行为

数据，帮助教师更精准地评估幼

儿的发展水平。

在教师端，人工智能可以辅

助教师进行资源整合、环境创设

优化，并通过数据分析提供循证

教学依据，进而提高教师的师幼

互动能力和环境创设能力。例

如：教师利用人工智能辅助备

课，可以丰富自己的知识面；在

师幼互动环节，用人工智能辅助

分析幼儿的行为和心理状况，实

时调整教学策略，提高师幼互动

的质量。

在园所管理端，人工智能有助于提高管理效

率。自动化数据采集可以减少教师重复劳动。幼

儿园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整合幼儿的健康、学习、游

戏行为等数据，形成“行动—反馈—再行动”的教学

闭环，提升资源调配的科学性。

记者：人工智能时代对幼儿园教师提出了哪些

新要求？教师应如何适应这种变革？

杨妍璐：幼儿园教师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两点：一

是要掌握技术应用能力，二是要坚守专业素养。教

师需掌握基本的人工智能工具操作能力，例如利用

数据分析幼儿行为，但更重要的是学会偶尔“断网离

线”——在技术之外保留独立思考的空间。教师的

核心竞争力始终在于对儿童的深度理解。教师的儿

童观、专业功底和思维能力等依旧需要教师自己去

不断提升。例如，当人工智能提示某幼儿运动量不

足时，教师需结合日常观察判断原因，并及时给予幼

儿情感支持，而非盲目依赖数据。未来的教师应成

为“反思性实践者”，在人机协同中发挥不可替代的

教育智慧。

记者：人工智能对学前教育的冲击和挑战有哪

些？如何做好人工智能时代的学前教育？

杨妍璐：人工智能浪潮下，学前教育的首要风险

是技术异化教育。例如，部分教师缺乏对数据深入

分析和运用的能力，导致对幼儿学习效果的评估不

足；若数据安全管理制度不完善，可能导致幼儿信息

泄露。对此，幼儿园需坚守“儿童本位”的技术应用

原则：第一，技术选择需以儿童利益为核心，优先引

入真正为了幼儿的人工智能产品；第二，强化教师的

技术伦理意识，避免将人工智能作为“省力工具”滥

用；第三，推动家园共育，引导家长理性看待人工智

能在育儿中的作用。

人工智能时代的学前教育，本质是“如何让幼

儿站在技术的肩膀上更好地成长”。必须明确的

是：技术是手段，幼儿发展才是目的。人工智能的

潮流来得太快了，学前教育已经无法阻挡这个洪

流，也没办法逆潮流而行。幼儿园应该是一个缓

冲地带，尽可能让这个洪流来得稍微慢一些，坚持

“以人为本”的育人原则，牢牢把握人工智能的教

育属性，尊重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学会倾听幼儿

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