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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ts applicatio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has gradually attracted 
attention, especially in kindergarten teaching, where AI offers new opportunities for educational innovation. Starting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AI in kindergarten teaching activiti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ofound impact it has o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models, teaching methods, and learning outcomes. It analyzes the current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AI in kindergarten teaching, 
revealing challenges such as suboptimal technology adaptation, limited teacher acceptance, and concerns over children's privacy. At 
the same time, in lin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relevant strategies and solutions are proposed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AI in kindergarten teaching, enhance teaching standards, and drive comprehensive progress among 
children. Finally, it summarizes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AI in kindergarten teaching and provides recommendations for related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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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急速发展，其于教育领域的应用逐渐引起关注，尤其是针对幼儿园教学时，人工智能为教育创新赋予
了新的契机。通过以人工智能在幼儿园教学活动的应用作为开端，探讨其对幼儿教育模式、教学途径、学习效果等方面形
成的深远影响。对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在幼儿园教学里的实际应用加以分析，揭晓了应用人工智能时面临的难题，诸如技术
适配不太理想、教师接受程度有限、幼儿隐私保障等。同时，贴合教育发展的要求，提出相关策略方案，意在有效促进人
工智能在幼儿园教学中的深度结合，提升教学水平，带动幼儿实现全面进步。最后，归纳了人工智能于幼儿园教学的未来
发展走向，同时针对相关政策给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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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范畴的应用愈发广泛，尤其在幼

儿园实施教学期间，AI 不仅能辅助教师开展教学，还可以

为幼儿赋予个性化学习体验，提高学习的趣味性及互动水

平。AI 可利用智能化工具实现儿童行为分析、学习状况反

馈以及教育资源智能推荐等，为教育工作者提供更具科学依

据的决策指引。跟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与教育需求的

不断更迭，怎样把人工智能技术恰当融入幼儿园教学活动，

成为当下教育改革的一项关键课题。本文针对人工智能在幼

儿园教学里的应用展开探讨，查找存在的症结，接着提出相

应的化解策略，意在为教育领域尤其是幼儿教育的持续发展

提供借鉴。

2 人工智能技术的定义

人工智能（AI）技术指采用模拟、拓展和提升人类智

能的手段，让计算机系统得以执行那些一般需要人类智能方

可完成的任务。其核心目的是使机器可自主开展感知、推理、

学习和决策活动，人工智能的实现依赖多种技术聚合，包含

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之类。随

着计算能力的提高和大数据普遍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已不再

是科幻小说里的虚幻概念，而是逐步融入现实的生产与生活

里，成为推动社会发展与产业进化的关键动力 [1]。

人工智能应用领域极其宽广，覆盖医疗、金融、交通、

教育等若干行业。在教育范畴，人工智能借助智能教学系统、

个性化学习平台、在线辅导等方式达成，正深刻地改变着教

学模式与学习途径。在幼儿园教育进程里，人工智能主要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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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智能化工具辅助教师教学事宜，同时为孩子们奉上更具个

性的学习体验。例如，AI 能根据各个孩子的学习进度、兴

趣特点和认知水平，设计贴合个性的学习内容。

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中还体现在对教育资源智能化管

理及优化上。依靠 AI 算法，教育系统可自动挑选、推选最

贴合孩子的学习资料，而且可按照孩子学习情况对教学策略

加以调整，进一步提升学习成效。这类数据驱动下的智能化

教学样式，足以有效减轻教师工作重担，还能明显提升教育

的个性化水平及精准度。

3 人工智能于幼儿园教学活动中的应用难题

3.1 技术适配性与教育需求的脱节
人工智能于幼儿园教学里的应用，即便在诸多范畴呈

现出巨大潜力，但该技术适配性与教育需求间的脱节仍是亟

待攻克的问题。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进程远远超出了教育领

域的适应水准。不少 AI 工具及系统设计之际更关注高效性

和技术前沿性，但时常忽略掉教育对象幼儿的具体需求。

从理论角度讲，人工智能在教学期间提供的个性化服

务能助力孩子成长，然而在现实里，要完全契合每个孩子的

学习节奏与认知特性颇具难度。教育需求的多元与个性特

征，让现有的 AI 技术难以全面契合所有教育场景的要求。

更核心的是，教育本身是一项牵扯情感、社会性互动以及人

际关系的复杂活动，而 AI 系统大多着重于知识传授以及技

能训练，遗漏了情感教育及社交能力的培养 [2]。

3.2 教师对于人工智能的认知与应用能力不足
尽管人工智能技术已在部分幼儿园教学里得以应用，

但教师对这一技术的认知及应用能力尚显不足。此问题在大

量教育实践里显著突出。诸多教师未获系统的人工智能培

训，对于在教学里怎样有效使用 AI 工具，觉得困惑又无从

下手。人工智能的技术原理跟应用途径相对复杂，教师们直

面这些工具的时候，往往欠缺足够的知识与技能积累，造成

他们不易将 AI 功能与实际教学需求切实结合。不少教师仅

处于工具的浅层使用阶段，无法深度挖掘其潜力，致使 AI

技术于教学中的应用成效欠佳。

人工智能不仅需要教师具备一定的技术操作本领，也

要求教师具备扎实的教育理论素养，从而更有效地理解和评

价技术的教育成效。对诸多教师而言，欠缺跨学科背景支撑，

造成他们很难把 AI 技术和教育理论、教育目标恰当结合。

尤其是幼儿教育阶段，教师除了要传授知识，还应培育孩子

的情感、社交本领及创新天赋，这让 AI 工具的应用面临更

高要求。

3.3 幼儿隐私保护与数据安全问题
伴随人工智能于幼儿园教学里的普遍运用，幼儿隐私

保护与数据安全问题慢慢引起社会的留意。凭借 AI 技术的

赋能，教育系统可采用收集幼儿的学习数据方式，实时解析

他们的学习情形，由此提供针对性的教学服务。这些数据牵

扯到幼儿的个人隐私方面，像行为模式、学习进展、情绪反

馈这类敏感内容。

数据安全问题尤为繁杂，尤其是当 AI 系统触及大数据

分析和云计算范畴时，数据存储与传输的安全事宜成为关键

问题。若数据发生了泄露，或许会让不法分子拿到幼儿的个

人信息，甚至可能引发更突出的社会矛盾。当把 AI 技术应

用进幼儿教育中时，怎样维持数据的安全水平，成为急需解

决的课题。

3.4 过度依赖技术可能影响儿童的社交与情感发展
尽管人工智能为幼儿园教学赋予诸多创新与便利，但

过度依靠技术有可能对幼儿的社交及情感发展产生不利影

响。幼儿时期是孩子情感与社交能力发展的关键阶段，于这

一阶段，培养人际互动和情感交流显得尤为必要。人工智能

技术的参与有可能造成孩子们过分依赖电子设备和虚拟环

境，导致跟同伴与教师的直面沟通减少。幼儿若过度依赖技

术，或许会忽略现实世界的人际关系，妨碍他们情感表达及

社交技巧的养成 [3]。

尽管人工智能可给予幼儿个性化学习体验，但它在情

感给予、情绪共鸣等能力上，明显弱于人类教师。尤其在幼

儿教育相关事务里，情感关怀与社交互动乃是孩子成长不可

或缺的组成。若 AI 技术在幼儿园教学里过度渗透，大概会

造成孩子们在处理复杂情感与社交问题时，缺失适宜的扶持

与援手，由此妨碍其情感发育和社交能力的提高。

4 幼儿园教学活动中应用人工智能的策略

4.1 强化教师人工智能技术培训与能力提升
在人工智能技术日益嵌入幼儿园教学的背景里，教师

的技术素养与应用能力成为左右 AI 应用成效的关键要素。

教师需掌握人工智能基本原理及其在教学中的应用潜在能

力。采用结构化的培训课程，教师可掌握运用 AI 工具对日

常教学进行辅助，还可灵活运用 AI 技术管理课堂、开展个

性化教学以及跟踪学习节奏。定期开展教师培训可助力他们

增强对 AI 技术的认知，还会让培训内容超出操作 AI 工具

的范畴，更应聚焦怎样把这些工具和教育目标相结合，怎样

在教学实施中合理设计及运用 AI 辅助系统，以助力孩子实

现全面成长。教师应当掌握借助 AI 技术剖析幼儿学习数据

之法，进而规划个性化的教学策略。此外，培训应当辅助教

师理解人工智能在教育内的局限性，提高他们对技术应用的

批判性思维水平。

4.2 设计贴合幼儿发展的人工智能教育内容
人工智能于幼儿园教学中的运用，一定要紧密契合幼

儿身心发展特点及学习需求。设计跟幼儿发展相吻合的 AI

教育内容，是保障人工智能于幼儿园教学中达成成功的基

础。AI 教育内容需着重激发孩子的好奇心与探索欲。采用

互动性良好的游戏、故事及情境打造，孩子们可于嬉戏间展

开学习，增强他们的实践能力与思维水平。例如，AI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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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依据孩子的兴趣偏爱推荐恰当的学习内容，帮他们在攻克

问题和迎接挑战里积累知识。AI 内容要把目光投向语言能

力、情感表达和社交技巧的培养。在这一阶段，语言成了孩

子们与外界沟通的主要载体，AI 工具可利用语音识别和反

馈机制，引导孩子们于游戏中开展语言表达，加强语言实力。

4.3 构建安全的人工智能应用环境，保护儿童隐私
应健全数据隐私保护相关机制，明确严格要求幼儿园

和 AI 服务商收集、存储、利用儿童数据的模式。所有包含

儿童数据的 AI 工具与平台需契合国家及地区的数据保护法

规，确保数据收集及使用在合法且透明的框架下实施。同时，

AI 系统收集及存储数据时，宜采用强加密技术，保证数据

在传输存储时的安全性，防止数据遭到泄露与滥用。

幼儿园开始引入 AI 技术的时候，得重点顾及家长的知

情权和选择权。应让家长知晓 AI 系统对儿童数据的收集与

使用方式，且在采用这些工具时，家长有权抉择是否许可数

据的使用。为进一步筑牢儿童隐私防线，家长跟教师需一起

制定一套合理的隐私保护流程，保障孩子的个人数据不被肆

意滥用。

4.4 提高家长的参与度与教育共识
人工智能的有效发挥不仅依赖教师与教育机构的辛劳，

家长的参与及支持同样举足轻重。增进家长的参与积极性与

教育共识，是保障人工智能于幼儿园教学中达成良好成效的

关键方式。家长在孩子教育进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们不

只是孩子成长路上的首位老师，还是教育活动的关键合作力

量。家长的认知、态度直接影响着其对幼儿教育中采用 AI

技术的接受度与支持情况。

幼儿园应按期开展家长教育讲座、亲子活动这类活动，

向家长介绍人工智能在教育里的应用意义及具体实践，助力

家长知晓 AI 教育技术的优势与运用方式。依靠这些活动，

家长可更充分地理解 AI 助力孩子个性化学习的途径，消除

对技术或许产生的疑惑。同时，幼儿园需邀请家长加入孩子

的 AI 学习过程里，鼓励家长跟孩子携手探索、沟通，让家

长更直观地领悟到 AI 对孩子学习的促进价值。

家园合作不只是家长与教师之间的交互活动，也是家

长跟学校形成的教育共识。家长与教师需共同探讨 AI 教育

工具的运用方式及效果评价，保障教育目标同步，且不断修

正教育策略，以契合孩子的实际成长需求。家园共育可加

大家长对 AI 教育的信任力度，还会使家长在孩子教育中起

到更积极效能，由此协助孩子们更好地从人工智能教育里

受益。

4.5 推动政策支持，完善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法规

体系
人工智能于幼儿园教育范畴的应用，并非仅仅是教育

技术的革新，也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供给有效的政策支持和

法规护航。目前，人工智能在教育里的应用还在探索阶段，

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度不足，政策给予的支持力度弱，这使

得 AI 教育的实施面临大量难题。因此，推进政策扶持及完

善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法规规章，已成为推动其健康发展的

关键要点。

政府要制订具体的政策文件，界定 AI 教育于幼儿园教

育中的应用标准及发展路径。政策宜鼓励与扶持幼儿园于教

育教学中恰当引入 AI 技术，同时划定 AI 应用的质量标准

与安全范围，保障技术运用契合教育的本质诉求。此外，政

策也需对 AI 教育工具开发与应用流程实施监管，维持数据

的安全属性，遏制隐私泄露等问题涌现。

5 结语

应用人工智能到幼儿园教学，为教育模式和教学手段

带来显著变革。伴着智能化工具的引入，幼儿可借助更具个

性与趣味的方式开展学习，激起了他们的学习爱好。然而，

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上依旧面临诸多挑战，诸如技术与教育

需求不相符、教师能力不足够、隐私保护有问题等。因此，

促使人工智能在幼儿园教学中的有效施展，并非只依靠技术

革新，还离不开教师专业素养提升、政策扶持以及家园协同

等多方面合力。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教育

体系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有望成为推动幼儿园教育创新的

重要力量，为幼儿的全面发展提供更加精准、科学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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