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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TPACK 框架的学前融合师范生数字化教学能力
分析及培养策略探究

李　瑶

（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摘要：数字化教学能力是学前融合师范生开展专业化、智能化、个性化教学必备的职业素养。培养学前融合师范生的数字化教学能

力是实现学前教育数字化转型，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关键因素。本文首先阐述TPACK框架与学前融合师范生数字化教学能力的关联性，

并基于 TPACK 理论框架分析学前融合师范生应具备的数字化教学能力，最后从课程创新、教学整合、实习导向、平台建设、评价体系五

方面提出学前融合师范生数字化教学能力培养策略。以期为数字化时代的师范生培养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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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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育事业

发展提指明了重要方向和目标。教育部发布的《教师数字素养》

标准为学前教育师范生数字化素养的培养提供参照。《“十四五”

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强调推进融合教育，全面提高特殊

教育质量，推动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医疗康复及信息技术与特

殊教育进一步深度融合。融合教育师范生作为推动未来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的潜在力量，培养其数字化教学能力，有助于丰富专业

知识，提高教学能力，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教育发展趋势，为未来

的职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TPACK 框架与学前融合师范生数字化教学能力的关联性

分析

（一）TPACK 框架为学前师范生数字化素养提供理论指导

TPACK 框架是自美国学者科勒（Koehler）和米什拉（Mishra）

提出，该框架强调作为教师需要学习技术知识（TK）、教学法知

识（PK）和学科内容知识（CK），掌握将这些知识相互联系与融

合的方式与技巧，提倡使用技术辅助跨学科整合，为职前职后教

师的专业素质提升提供发展方向。

教师的数字化教学能力是《教师数字化素养标准》中数字化

应用维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前融合师范生需要具备学前教育与

特殊教育双重知识和技能，并能使用数字技术致力于服务特需儿

童。因此，在职前阶段使用 TPACK 框架指导其数字化教学能力发

展具有现实适配性和时代特色。学前融合师范生学习 TPACK 框架，

可以更好地把握数字化素养的内涵和要求，不断更新知识结构，

提升数字化素养水平，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教育环境和幼儿发展需

求。

（二）学前融合师范生数字化教学能力的培养丰富 TPACK 框

架的实践应用

数字化时代下的学前融合教育强调通过数据分析、人工智能

等技术精准地把握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倾向使用 AR/VR、智

能辅具等技术开展融合教学，更倡导使用数字化技术制作教学资

源优化教学过程。TPACK 框架不仅关注理论知识的掌握，更强调

实践应用。学前融合师范生通过将数字化技术应用于教学中，如

利用交互式课件、VR 游戏、数字微课等资源支持普特儿童学习是

在实践 TPACK 框架中的 TK 技术知识。因此，学前融合数字化教

学是 TPACK 框架在数字化时代的新应用，可以丰富 TPACK 框架

的在师范生培养的使用案例。 

TPACK 框架与学前师范生数字化教学能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

关联。二者相互促进、共同提升，有助于学前融合师范生的培养，

也有利于推动未来教育的数字化转型。

三、TPACK 框架下学前融合师范生数字化教学能力构成

参考 TPACK 框架，对照《教师数字化素养》标准中的数字化

教学实施要求，结合学前融合教育理念分析学前融合师范生数字

化教学能力。以确保师范生在掌握数字化教学能力的同时，能够

兼顾学前儿童的个体差异和发展需求。

（一）利用数字技术资源开展融合教学

特需儿童与正常儿童在智力、感官、情绪、肢体、行为或言

语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他们在教育上的需求尤为特殊。利用数

字技术资源开展融合教学可以将教学内容以图片、音频、视频等

形式生动呈现，给予不同儿童学习支持，对于特殊儿童学习需求

的满足更具有显著优势。具体来说，学前融合师范生需要具备以

下能力。

数字资源的使用能力：包括了解各种数字化设备、平台、环境。

如幼儿在线学习平台、特殊儿童康复软件、智能辅具、智慧教室等。

熟练操作这些资源操，是展更丰富直观教学的基础。

数字化融合教学设计能力：学前融合师范生不仅要熟练使用

数字化资源，还需要充分理解融合教育课程与教学知识，将数字

化资源有效地融入到教学设计中。需要根据教学目标和班级儿童

的心理和认知情况，充分考虑普特融合的学情，选择适合的数字

资源设计融合教学活动。

数字技术支持融合活动组织的能力：融合教育活动既要面向

全体学生又要尊重差异，在熟练使用数字化教学设备和进行数字

化教学设计后学前融合师范生还需要要在统筹全体学生的基础上

充分考虑差异性，掌握使用数字技术组织幼儿活动开展。

（二）利用数字技术资源优化融合教学流程

融合教学流程因面向的教学对象复杂和普通教学流程存在较

大差异，需要关注评估、教学、康复的相互结合。利用数字技术

资源优化融合教学流程的能力指能使用数字工具优化教学环节，

丰富课程内容，提高内容质量，调控教学进程。具体来说，学前

融合师范生需要具备以下能力。

数字化课程辅助资源开发能力：数字化课程辅助资源能将抽

象难懂的知识用多种视觉支持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以帮助幼儿理

解，有利于知识的同化。融合教育者需要掌握使用多媒体制作技

术、交互设计技术、数据分析技术开发制作辅助教学的精美课件，

趣味微课，教育游戏等。

使用数字化工具创新融合教学方式的能力：数字化背景下的

幼儿教学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学前融合师范生需要能够合理数字

工具创新教学过程。使用数字化学习资源如绘本故事、课程导入

故事等可以组织幼儿课前预习进行翻转教学。使用视频、动画、

互动游戏等多媒体形式开展混合式教学，为普通幼儿和特需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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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提供更多的互动和合作机会。在线上平台，学生可以与其他

同学和教师进行实时交流，有助于培养儿童的社交能力和团队合

作精神，提升他们的自信心和自我效能感。

（三）利用数字技术资源开展个别化融合教育指导

特需儿童在认知、情感、身体发展或社交技能等方面存在障

碍或延迟，利用数字技术资源开展个别化融合教育指导，是满足

学生个性化需求的重要手段。数字技术资源为个别化教育提供了

丰富的工具和平台，使教师能够更精准地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

并提供针对性的指导。

根据数据制定个性化教学方案的能力：融合教学强调关注每

一位学生发展，也更注重个性化教学，通过数字技术资源收集学

生的个人信息和学习数据，为个别化教育提供数据支持。学前融

合师范生还需掌握给幼儿制定个性化教学方案的能力。例如，利

用在线评估、学习分析系统等工具对学生的认知水平、学习风格、

兴趣偏好等进行分析，根据数据了解每个学生的特点，为制定个

别化教育计划提供依据。利用自适应学习系统能根据学生的学习

进度和反馈，自动调整学习内容的难度和速度，确保每个学生都

能在适合自己的节奏下进行学习。

使用数字技术资源丰富个别化教育的教学方法和手段：特需

儿童各具特点，不同类别的儿童对课程资源的需求存在差异。对

于视觉障碍的儿童，资源需要提供语音描述和可触摸的元素；对

于注意力障碍的儿童，资源需要采用色彩丰富、直观有趣的表现

形式。因此，开展融合教育时需充分考虑差异，使用数字技术资

源提高幼儿的参与度，通过及时的反馈和互动有助于更好地了解

幼儿的学习情况，及时调整教学策略，确保个别化教育的有效实施。

四、TPACK 框架下的学前融合师范生数字化教学能力培养策略

（一）增设数字化教学技能课程

在课程体系中增加专门的数字化教学技能课程，使学前融合

师范生系统地掌握数字化教学的基本理论、工具和技术。如《数

字化教学基础与工具应用》课程，帮助师范生掌握数字化教学的

基本概念和工具，讲解数字化教学平台的操作、教学资源的获取

与整理、在线学习环境的构建等，帮助学生夯实 TK（技术知识）。

《融合教育的数字化教学策略》可以帮助师范生理解融合教育的

理念，如何运用数字化教学策略促进特殊儿童和普通儿童的共同

学习。讲解融合教育的理论基础、数字化教学资源的选择与整合，

以及针对融合教育环境的教学策略设计等，着重提升 PK（教学法

知识）。《特殊需求学生的数字化学习支持》讲解如何运用数字

化工具和技术，为特殊需求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支持，如辅助

沟通工具的使用、认知障碍学生的数字化学习路径规划等，提升

学前融合师范生的 TPACK（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

（二）开展跨学科整合的教学设计

针对学前融合师范生的特点，在各门专业课和见实习教学中，

教师进行跨学科整合的教学设计是关键。教学设计应在 TPACK 框

架指导下开展，涵盖数字技术知识、教学法知识以及学前融合的专

业内容知识。还应构建系统的数字化教学课程体系，将 TPACK 框

架作为课程设计的基础，融合技术、教学法和学科内容知识，培养

师范生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技术和工具的能力。同时，在课程教学时

还要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通过融合案例分析、模拟融合教学

等方式，让师范生在实践中掌握数字化教学的技巧和方法。

（三）提供数字化融合教学实践机会

TPACK 框架强调技术、教学法和内容知识的融合，学前融合

师范生不仅需要掌握一般的数字化教学技能，还需要了解如何将

这些技能应用于特需儿童的教育中。在培养过程中，应注重引导

他们将数字化教学技能与学前融合教育的实际需求相结合，提供

针对性的教学案例和实践机会。一方面可以与具备融合教学条件

的幼儿园建立合作关系，为师范生提供见习、实习机会。在发布

见习、实习任务书时可以增设数字化教学设计、五大领域数字化

教学公开课、数字化康复训练、幼儿园事务数字化管理等内容。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比赛引领，参与幼儿教育技能比赛、师范生融

合教育技能竞赛、大学生微课作品制作比赛，为学前融合师范生

提供一个展示自我、提升技能的平台。

（四）开发数字化实训资源和平台

在培养学前融合师范生的培养过程中，应注重提升师范生的

信息获取、处理和应用能力，使他们能够熟练掌握各种数字化教

学工具和平台。首先，可以提供丰富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如在线

课程、教学视频、数字教材等，供师范生上传和下载教学资源，

实现资源共享，方便师范生自主学习和实践。其次，建立数字化

教学平台，能为师范生提供交流、分享和协作的空间。再次，提

供技术支持和咨询服务，解决师范生在数字化教学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和困难。

（五）建立数字化教学能力评价体系

建立科学的数字化教学能力评价体系，对于提升师范生的数

字化教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评价体系应包括对师范生技术操作、

教学设计、教学实施以及教学反思等方面的全面评估。通过定期

的评价和反馈，可以帮助师范生及时发现自己的不足，调整学习

策略，提高数字化教学水平。

五、总结

基于 TPACK 框架培养学前融合师范生数字化教学能力需要框

架的核心要素、学前融合教育的特殊性、师范生的实践能力和创

新精神以及信息素养和数字技能的培养等方面，培养存在一定困

难。一方面，学前融合教育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要求师范生具备更

高的专业素养和技能水平，会增加难度。另一方面，数字化教学

技术的不断更新和迭代要求师范生具备持续学习和适应新技术的

能力，这也给培养工作带来了挑战。此外，如何将 TPACK 框架与

学前融合教育的实际需求相结合，设计出具有针对性的培养方案，

是需要克服的难题。因此基于 TPACK 框架的学前融合师范生数字

化教学能力培养策略需要多方协同。未来，期待通过不断优化培

养方案、加强实践环节、提升师资力量等措施，有效地提升学前

融合师范生的数字化教学技能，为特殊儿童提供更优质、更个性

化的教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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