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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园本研修的定义



信息技术

园本研修
以园为本

专业知识

解决问题

学习方式

提升

园本研修是“以园为本”的研修活动的简称，

是一种面向教师的学习方式，内容以幼儿园

的实际需求和具体的教学方针为中心，目的

是提升教师的业务素养和教育教学水平。通

过园本研修，教师会主动地学习，积极地沟

通，在交流中开阔视野，找到解决问题的突

破口，不断地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理论素

养和综合素质。



2 园本研修的途径



04  课题研讨

02  基于技术的园本培训

01  个人学习

03  基于技术融合的教学研讨



    园本研修的途径——个人学习
理论学习

网络研修

学习教育部和省颁发的政策文件，充

分认识实施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

程2.0的重要意义，熟悉信息技术微

能力框架。

“提升工程2.0”总计培训学时为50学

时，其中基于网络的专业研修25学时。



园本研修的途径——基于技术的园本培训

调查问卷
问卷星、群投票。

视频工具
剪映、快剪辑、爱剪辑。

效率工具
钉钉、PPT美化大师

社交工具
微信、QQ、
微信公众号、美篇

专题网站
昵图网、知网、
期刊网、百度文库

演示工具

PPT 、WPS、101教育PPT

社交工具

百度、搜狗

思维工具
幕布

网络储存
百度网盘、钉盘

学习工具
喜马拉雅、网易课堂、
MOOC

其他
二维码转换（草料）、微课制作



园本研修的途径——基于技术的园本培训



科学活动《纸花开放》 美术活动《百花齐放》

 目标：
      1. 通过纸花开放游戏初步感知神奇的毛细现象。
      2.在实验中感知毛细现象，学习做实验记录。
      3.体验科学实验的乐趣，能大胆预测实验结果并根据实验事
实得出结论。

目标：
1.通过观察染纸过程及体验染纸操作，初步感知毛细现象。

2.尝试用点染、浸染的方法在纸上进行创作，感受色彩的变化。

3.喜欢参与美术活动，感受动手创作带来的惊喜与乐趣。

视频动画

人机交互程序

投屏分析实验结果

视频动画

画画的加速视频 （孩子的画） 

and

探索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教与学，应该怎么用、什么时候用信息技术，研究信息技术在幼儿园的适用范围和形式。

园本研修的途径——基于技术融合的教学研讨(同课异构）

毛细现象.mp4
《纸花开放》-64位（应用程式）.exe
美术活动-百花齐放微课课件.mp4
孩子的画\20210114_IMG_6346.JPG


园本研修的途径——信息技术课题研究

根据幼儿园教育技术的设施设备，结合幼儿园发展需要及教育教学改革的需要开展。



3 园本研修的实施——以语言领域组为例



1.确定幼儿园教师总的应用能力点

             智慧教育

学情分析
G4 基于数据分析的学情诊断 新增

G5 基于智能反馈的学情分析 新增

教学设计
B1 跨学科学习活动设计 C1 跨学科学习活动设计

B2 创造真实学习情境 C2 创造真实学习情境

学法指导

B3 创新解决问题的方法 C3 创新解决问题的方法

B4 支持学生创造性学习与表达 C4 支持学生创造性学习与表达

B5 基于数据的个别化指导 C5 基于数据的个别化指导

学业评价 B6 应用或创建数据分析模型
C6 应用数据分析模型

C7 创建数据分析微模型（整合）

融合创新

G6 智慧教学的方法与环境 新增

G7 智慧教育背景下教研活动组织或参与 新增

G8 智慧教育环境下教学模式创新 新增

应用模式 所属维度 应用能力点
对应教育部标准

（微能力）

根据省实施指南中要求的5 个维度、28 个应用能力点，每位教师选择不少于3 个能力点（其中“融

合创新”能力点不少于1 个），需涵盖3个维度



我园根据本园实际情况，确定了7个能力点：A2、A3、A5、A7、A11、A12、G1

应用模式 所属维度 应用能力点
对应教育部标准

（微能力）

多技术融合

学情分析 A1 技术支持的测验与练习 B1 技术支持的测验与练习

教学设计
A2 数字教育资源管理 A4 数字教育资源管理
A3 微课程设计与制作 B2 微课程设计与制作
A4 探究型学习活动设计 B3 探究型学习活动设计

学法指导

A5 技术支持的课堂讲授 A6 技术支持的课堂讲授
A6 技术支持的总结提升 A7 技术支持的总结提升
A7 技术支持的方法指导 A8 技术支持的方法指导

A8 学生信息素养培养
A9 学生信息道德培养

A10 学生信息安全意识培养（整合）

A9 技术支持的发现与解决问题 B4 技术支持的发现与解决问题

A10 学习小组组织与管理 B5 学习小组组织与管理
A11 技术支持的展示交流 B6 技术支持的展示交流
A12 家校交流与合作 B7 家校交流与合作

学业评价
A13 评价量规设计与应用 A11 评价量规设计与应用
A14 自评与互评活动的组织 B9 自评与互评活动的组织

融合创新

G1 多技术融合教学的方法与策略 新增
G2 多技术融合环境下教研活动组织或参
与

新增

G3 多技术融合环境下教学模式创新 新增



2.成立成立信息技术应用小组和教研组

☆信息技术应用小组

例1：

A3能力点

例2：

A11能力点

0 各能力点实践任务（参考和建议）\A11 技术支持的展示交流（举例）


3.开展微能力点课程学习及团队案例研发 
☆教研组

领域 研修专题 关键能力点

语言
①利用有趣配音促进幼儿语言表达。

②信息技术在幼儿园故事、儿歌教学中的应用。

A2 数字教育资源管理        A3 微课程设计与制作

A5 技术支持的课堂讲授   A12家校交流与合作

G1 多技术融合教学的方法与策略

科学 制作有趣的游戏课件激发幼儿科学学习兴趣。

A2 数字教育资源管理         A3 微课程设计与制作

A5 技术支持的课堂讲授     A7 技术支持的方法指导

G1 多技术融合教学的方法与策略

美术 信息技术与幼儿创造性美术活动的融合。

A2 数字教育资源管理          A3 微课程设计与制作

A11技术支持的展示交流    A12家校交流与合作

G1 多技术融合教学的方法与策略

健康
利用信息技术开展幼儿安全教育、性教育、生活

卫生习惯教育。

A2 数字教育资源管理           A3 微课程设计与制作

A5 技术支持的课堂讲授      A11技术支持的展示交流

G1 多技术融合教学的方法与策略

社会
借助信息技术手段促进幼儿社会认知的建立、社

会情感的表达及社会行为的形成。

A2 数字教育资源管理            A3 微课程设计与制作

A7 技术支持的方法指导        A11技术支持的展示交流

G1 多技术融合教学的方法与策略

 

全园：A2、A3、A5、A7、A11、A12、G1；其中G1是每个领域必选能力点。
 



2.成立成立信息技术应用小组和教研组

☆教研组

语言
组长：黄文婷
技术支持：梁嘉敏
组员：关绮娴、林黎、郑美瑾、周依莉、庞思琪、王晓雪、李禧祺、王少真、万田茂、华嘉

科学
组长： 张志红
技术支持：陶可
组员：李婉明、张晶、黄顺琼、张小华、李泳茵、黄静婵、梁思贤、陶芸、刘玉玲、陈珑梅

艺术
组长：何凌宇
技术支持：虞朝运
组员：张舟、欧阳君卉、黄晓媚、苏丽怡、王凡、邓雪玲、杨燕、唐双双

健康
组长：陈佩琨
技术支持：邓露萍、谭继航
组员：蔡金琼、张如燕、张珠君、邓林威、欧国忠、黄爱静、周海英、毛东艺、梁乐敏

社会
组长：叶珊珊
技术支持：吴燕萍
组员：杨宛翎、谢秋女、李火仙、苏婕、岑丽萍、成宁丹、杜咏怡、叶倩桦、谢远兰、乔文君 



3.开展微能力点学习及团队案例研发 

（1）组织学习本组教师学习主要能力点。

（2）撰写个人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计划。

（3）设计教学活动案例。

（4）微课（视频）脚本的研讨。

（5）制作微课（视频）和交互游戏。

（1）组织学习本组教师学习主要能力点。

各领域信息化教学对应能力点分组.docx
梁嘉敏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计划.docx
活动设计及技术运用的讨论.docx
A3-2 微课视频（脚本）.docx
A3-2 微课视频《动物绝对不应该穿衣服》.mp4
大班语言活动《动物绝对不应该穿衣服》交互游戏.pptx
各领域信息化教学对应能力点分组.docx


3.开展微能力点学习及团队案例研发 

（6）组织课例教学，进行听课、评课

（7）组长布置线上研修作业
作业一：分组讨论并完成课例《动物绝对不应该穿衣服》的微课脚本

作业二：针对G1（多技术融合教学的方法与策略），可提出什么问题来了解孩子活动后的感受和体会？



3.开展微能力点学习及团队案例研发 

（8）评价、反思

（9）完成个人提升总结（以G1能力点为例）

通过教师的互动交流，反思活动的组织，有没有解决到重难点，信息技术的运用是否恰当，需要如何调整，进行二次

的研讨和改进。除了观察孩子在活动中的各方面表现，我们还注重孩子的活动反馈。

个人提升总结（梁嘉敏G1）.docx
G1-3 学生体会合并.mp4


4 园本研修考核 



园本研修考核

成立园考核小组

首席信息官园长和信息化管理团队成员组成，共5人。

考核内容

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考核和教师信息素养发展考核两部分。

考核方式

采用“幼儿园考核小组—教研组—教师”分级评价的方式



园本研修考核

考核细则、测评表

测评模块 测评内容 权重 测评要点描述

任务考核
60%

完成网络研修平台学习 15% 完成省网络研修平台学习，至少观看3个能力点对应的网络课程，至少完成25学时的
课程学习，最高可得15分。

准时上交能力点成果 45% 提交应用能力点对应的研修成果，每个满分15分，经园考核组和教研组评价合格以
上的，可得9—15分，合计最高可得45分。

校本研修
20%

完成个人计划和总结 5% 提升计划制定科学、规范、操作性强，总结需对照计划，有效果分析，缺交不得分。

学校整体研修活动 5% 积极参与微课制作、技术培训、专家讲座等培训活动，无旷会请假、迟到、早退，
会中认真听讲，积极发言，不准时参与一次扣1分。

学科校本研修活动 10% 积极参与学校教研组组织的教研活动，至少参与2次集体备课，1次公开课展示，2次
听评课活动，提交2次作业，缺勤一次扣1分。

个人提升
20%

提交案例 3% 积极撰写、研磨案例，提交能力提升教学案例1个，即获满分。

制作微课程 3% 善于应用实践，制作微课程1个参与到各级微课评比，即获满分

主持参与科研课题 3% 具有较强的科研意识，主持或参与省、市、镇、校信息化教学课题研究，即获满分。

撰写论文 3% 经常反思教学、总结经验，撰写1篇信息化论文，即获满分。

承担公开课、展示课、讲座 8% 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主动承担各级公开课、展示课、讲座，有承担即获满分。

教师应用能力点测评结果登记表.docx


5 园本研修资料的整理 



园本研修资料的整理



园本研修资料的整理

举例

资料整理\案例--A3 微课程设计与制作


欢迎关注

12字真言 真研修  见真章  显真功  出真效 



谢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