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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机器人应用于幼儿园美术欣赏活动的实践研究
龚梦婷　黄佩珊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学前教育与人文学院，广东 东莞 523000）

摘要：随着教育数字化的发展，人工智能（AI）机器人作为教学辅助工具在教育中的应用正成为趋势。针对我国幼儿园美术欣赏活

动现状，采用行动研究的研究范式，探讨了 AI 双师美术欣赏教学活动设计开发策略及应用前景。研究发现，优化教学对话、明确人机分

工和角色赋予等策略对教学活动设计有益。通过分析教师和幼儿的访谈资料显示，AI机器人在幼儿园美术欣赏活动中具有显著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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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这表明中国教育

将积极融入科技革命。AI 机器人技术的进步使其在教育领域的应

用成为数字化教育发展的趋势。研究表明，幼儿与 AI 机器人的互

动符合其直观体验式的学习需求，并能提高学习兴趣。目前，我

国幼儿园美术欣赏活动存在兴趣不足和教学质量低下等问题，学

者们正尝试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改革。基于此，本研究以 AI 机

器人为载体，探讨 AI 双师美术欣赏教学活动设计开发策略及应用

前景，旨在通过 AI 技术改革美术欣赏活动教学，并培养具有现代

化视野的智慧型幼儿。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1.AI 双师美术欣赏教学活动设计开发策略探讨。

2.AI 机器人应用于幼儿园美术欣赏活动的应用前景。

（二）主要参与者

本研究的参与者主要包括真人教师、AI 教师（AI 机器人）以

及某公立幼儿园大 E 班的两名教师与班级 30 名幼儿。

（三）行动研究过程

1. 第一轮行动研究

第一轮行动研究主要是对《锦鲤水中游》和《我生活周围的

鱼》两节美术欣赏活动进行 AI 双师美术欣赏教学活动设计，共进

行四次分组教学。研究结束后，通过分析收集的音像和访谈资料，

总结了 AI 双师教学设计中的问题。

2. 第二轮行动研究

第二轮行动研究针对前一轮的问题，调整了 AI 双师美术欣赏

教学的设计，并实施了四次分组实践教学，主要包括《绘本中的

鱼形象》和《白石老人笔下的鱼》两节活动。研究通过分析实践

后的音像和访谈资料，总结了 AI 双师美术欣赏教学的开发策略。

3. 第三轮行动研究

第三轮行动在进行《海底总动员》和《我的海底世界》AI 双

师教学活动实践的同时，着重对 AI 机器人应用于幼儿园美术欣赏

活动的应用前景进行了探讨。通过绘画和访谈等形式收集资料，

然后通过对资料的编码加工，探讨 AI 机器人应用于幼儿园美术欣

赏活动的应用前景。

主题“鱼”及系列欣赏活动

课时 活动名称 活动目的

美术欣赏活动一 《锦鲤水中游》 欣赏鱼池中的鱼形象与特点

美术欣赏活动二 《我生活周围的鱼》
欣赏现实生活中鱼的形象与

特点

美术欣赏活动三 《绘本中的鱼形象》 欣赏绘本中鱼的形象与特点

美术欣赏活动四
《白石老人笔下的

鱼》
欣赏国画中鱼的形象与特点

美术欣赏活动五 《海底总动员》
欣赏动画片中鱼的形象与特

点

美术欣赏活动六 《我的海底鱼世界》
欣赏幼儿鱼作品的形象与特

点

三、研究结果

（一）教育数字化背景下 AI 双师美术欣赏教学活动设计开发

策略

通过对 AI 双师美术欣赏教学活动设计的不断调整与优化，主

要总结出以下教学活动设计策略。

1. 优化 AI 双师与幼儿三者之间的教学对话设计

教学对话优化涉及三个核心方面：简化师生对话循环、撰写

真人教师关键话语，以及精准化 AI 教师提问。简化对话循环强调

教师提问与幼儿回答的互动；撰写关键话语着重于对教师专业术

语的解释；精准化提问则要求分析设计意图，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

并优化 AI 总结语句的表达。

2. 明确 AI 双师美术欣赏教学活动设计中的人机分工协作形式

与任务

AI 双师美术欣赏教学活动设计涉及人机分工协作以及具体形

式和任务，如表 1 所示。设计时需先界定 AI 教师与真人教师的协

作方式，进而明确教学活动中的任务分配。

表 1  AI 教师与真人教师在美术欣赏教学活动中的具体任务分工 

人机

分工

形式

第一种形式 第二种形式

AI 机器人

（主教）

真人教师

（助教）

真人教师

（主教）

AI 机器人

（助教）

主要

任务

①提问—把控活动流

程

②简单总结

③知识输出——有关

美术欣赏较为专业、

复杂知识的输出

④鼓励——引导幼儿

大胆表达、深入思考

⑤赞扬——给予幼儿

表扬。

①多媒体

的操作

②关注幼

儿行为表

现

③对幼儿

回答进行

提炼与总

结

①提问—把控活

动流程

②关注幼儿行为

表现

③多媒体的操作

④鼓励——引导

幼儿大胆表达、

深入思考

⑤赞扬——给予

幼儿表扬。

①对幼儿回

答进行提炼

与总结

② 知 识 输

出——有关

美术欣赏较

为专业、复

杂知识的输

出

3. 基于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在活动设计中对 AI 机器人进行角色

赋予

人类对机器人的喜好随着其拟人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加，拟人

化可通过外观和文字实现。外观上，AI 机器人可被设计成具有人

类动作和表情。文字上，拟人化可通过主动赋予角色和使用拟人

化语言来实现，例如调整 AI 机器人的语音和文本功能，以适应不

同角色的声音和语调。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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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AI 机器人在美术欣赏活动中的角色扮演 

外形 声音 性别 称呼 角色 性格 特点

蓝 色
机 器
人

君君
男

君君
弟弟

朋 友、
伙伴

不 聪
明 、
反 应
慢

赋予作为一名同龄儿童角色
的特点，总爱说“不知道”“帮
帮我”。主要承担与幼儿一
起比赛、做游戏、提问、追
问等任务。外号“小呆瓜”。

君君
老师 老师

严 肃、
认 真、
知 识
渊博

赋予作为一名教师角色的特
点，主要承担提问、知识性
提问、知识性总结、活动常
规管理，如表扬、批评、分
组等任务。外号“君君老师”。

君君
爸爸 长辈

睿 智、
慢 性
子

赋予作为一名长辈角色的特
点，主要承担知识性总结、
知识性输出的任务。外号“万
事通”。

粉 色
机 器
人

小雅
女

君君
妹妹

朋 友、
伙伴

活 泼、
粗心

赋予作为一名同龄儿童角色
的特点，总爱问为什么“是
什么”。主要承担引导性提
问、追问、鼓励与表扬等任
务。外号“小不点”。

君君
姐姐 长辈

聪 明、
懂事

赋予作为一名大姐姐角色的
特点，主要承担提问、带领
幼儿游戏、知识性讲解的任
务。外号“小机灵”。

君君
妈妈 长辈

睿 智、
急 性
子

赋予作为一名长辈角色的特
点。主要承担知识性总结、
知识性输出的任务。外号“智
多星”。

（二）AI 机器人应用于幼儿园美术欣赏活动的应用前景

活动结束后，分析了两名教师和 15 名幼儿的访谈资料，结果

显示 AI 机器人在幼儿园美术欣赏活动中的应用，对幼儿、教师和

教育都有一定价值。

表 3 幼儿访谈资料编码主题整理 

访谈维度 编码主题整理 频次

幼儿对 AI 机
器人的看法

（K1-1-1 －喜欢，伙伴） 6

（K1-1-2 －喜欢，教学能力） 4

（K1-1-3 －喜欢，智能） 9

（K11-1-1 －喜欢，有趣） 1

（K3-1-3 －喜欢，仿真外形） 8

（K5-1-2 －喜欢，游戏） 2

（K6-1-1 －喜欢，互动） 1

（K6-2-7 －一般般，不及时） 1

幼儿对 AI 机
器 人 应 用 于
美 术 欣 赏 活
动的看法

K1-1-1 －愿意，机器人有趣 11

K12-2-1 －愿意，机器人学本领 1

K5-2-2 －愿意，欣赏内容吸引人 2

K7-2-2 愿意，喜欢美术 1

K6-4-1 －一般般，和机器人互动少 1

K4-3-1 －不太愿意，兴趣班的更有趣 1

K1-1-1 －愿意，机器人有趣 11

幼儿对 AI 机
器 人 在 教 育
活 动 中 的 期
待

K15-2-1 －期待，游戏（捉迷藏、城堡游戏、
猜谜语、搭积木、滑梯、过家家、踢足球、野
餐等）

10

K15-2-1 －期待，互动（画画、看动画片） 3

K15-2-1 －期待，教学（学本领、知识解答） 7

表 4 教师访谈资料主题编码整理 

访 谈 维
度

编码主题整理 频次

教 师 对
AI 机 器
人 的 看
法

T1-1-1 接受，以真人教师为主导的 AI 双师教学活动。
T2-1-1 接受，真人教师和 AI 机器人的搭配。

1
1

T1-2-1 －不同，缺乏直接反馈功能，不能完全代替
教师角色。
T2-2-1 不同，还不够智能。

2
2

教 师 对
AI 机 器
人 应 用
于 美 术
欣 赏 活
动 的 看
法

T1-3-1 －有作用，引导幼儿思考
T1-3-2 －有作用，激发幼儿积极性
T1-3-3 －有作用，激发幼儿兴趣
T2-3-1 有作用，吸引幼儿参与活动
T2-3-2 有作用，丰富美术欣赏活动形式

1
2
2
2
2

T1-4-1 －问题，不够智能
T1-4-2 －问题，无法及时给予幼儿反馈
T2-4-1 －问题，无法及时回答幼儿问题

1
2
2

T1-5-1 －愿意，功能完善或前期工作准备好。
T2-5-2 愿意，与时俱进。
T2-5-1 愿意，增加活动吸引力。
T2-5-2 愿意，为教师提供一些方便。
T2-5-3 愿意，活动流程更清楚。

1
1
2
1
2

教 师 对
AI 机 器
人 在 教
育 活 动
中 的 期
待

T1-6-1 －改进，及时反馈功能
T1-6-2 －改进，课堂评估功能
T1-6-3 －改进，活动记录功能
T2-6-1 －改进，直接搜索功能
T2-6-2 －改进，多屏互动功能。
T2-6-3 －改进，资料库的开发与储存。

6

T1-7-1 －会，时代发展，科技进步
T1-7-2 －会，AI 科技一体化
T2-7-1 －会，AI 功能室

3

幼儿方面，AI 机器人的拟人化和智能性吸引他们参与美术欣

赏，增加活动趣味。技术的融入让幼儿在互动中体验科技发展，

拓展想象，促进认知和想象力。教师方面，AI 机器人在美术欣赏

活动中分担教学任务，如提问和总结，减轻教师负担。教师则专

注于操作和个别指导，提高教学质量。教育方面，教师通过观察

AI 机器人应用，提出改进建议，帮助开发者完善教学辅助功能。

四、结语

当前，AI 机器人集成了多种模式识别和自然交互功能，如拟

人化特征、视觉、行为、语音和文本等。幼儿园和教师应利用这

些功能促进幼儿发展和减轻教学压力。然而，为了在学前教育中

更有效地辅助教学，AI 机器人还需要在反馈、搜索、多屏互动、

知识库存储、课堂评估和活动记录等方面进行持续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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