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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人们逐渐意识到从幼儿时期培养计算思维的重要性，世界各国已就从儿童早

期开始培养计算思维达成共识。与国外较多的学前儿童计算思维研究相比，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虽然起

步晚，研究成果少，但近年来该领域发展呈向好趋势。本文围绕幼儿计算思维的发展，采用文献内容分

析法梳理我国幼儿计算思维研究和实践历程，发现了我国学者对于幼儿计算思维的关注度逐渐提高，从

开始的向外学习理论到结合本土教学实际自主研发工具，走向与世界接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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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eople gradually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cul-
tivating computational thinking from early childhood, and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reached 
a consensus on cultivating computational thinking from early childhood. Compared with more re-
search on computational thinking in preschool children abroad, th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in China 
started late 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few, but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field has shown a posi-
tive trend in recent years. In this paper, we use the literatur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o sort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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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history of early childhood computational thinking in China, and find that 
the attention of Chinese scholars to early childhood computational thinking has gradually in-
creased, from the beginning of learning theories from outside to developing tools independently 
with the local teaching reality, and towards the process of convergence with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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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技发展，我们逐渐进入人工智能的时代，计算机、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已然充满了我们生活的

各个角落，人们对计算思维也越来越重视，21 世纪以来，计算思维已逐渐成为当代个体的必备素养。算

法思维和编程思维作为计算思维的起源很早便于国外开始显现[1]。人工智能教育的教育先驱西蒙·派珀

特(Seymour Papert)教授最先于 20 世纪中叶提出编程思维[2]。2006 年，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周以真

(Jeannette M. Wing)教授的论文第一次出现“计算思维”这一名词，他下定义道：“计算思维是一种运用

计算机科学的基本概念，以解决问题、设计系统和理解人类行为的方式”[3]，并指出计算思维的重要性，

即“计算思维是面向所有人的普适技能，与读写算一样重要。这一概念提出后，世界各地开始展开对于

计算思维的探讨研究。各国政府也接连将计算思维列入课程大纲[4] (陈鹏，黄荣怀和梁跃，2018)。2018
年，我国首次将计算思维作为学科核心素养写入《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2017 版)》[5]。同时，2022
年 3 月我国将计算思维纳入《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程标准(2022 版)》[6]中。在多个国家重要政策的指导

下，计算思维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经合组织于 2022 年提出“计算思维对于幼儿和年龄较大的儿童

和青少年有着基本相同的原则，区别在于他们可以解决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他们与数字工具的相互作用，6
岁以下儿童可以掌握的计算思维有：按顺序对步骤进行排序，分解大型任务，根据条件作出决策，使用

字母和数字符号进行编码或修复程序中的问题。”[7]由此可见，幼儿作为人类发展的初期，其计算思维

的发展具有基石性意义。 

2. 相关概念的沿革 

相比于国外将幼儿和计算思维的较早关联，国内对幼儿计算思维的研究起步较晚。2007 年，周以真

(Jeannette M. Wing)教授来我国参加“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系列活动之七”会议[8]，首次将“计算思维”

思想引入中国，引起了学界对“计算思维”的研究兴趣。同年，我国学者王飞跃(2007)撰写文章表达了对

周以真所提出的将“计算机”从物理工具联系到人的思维，并进一步包括读、写、算这一观点的认可。

这一观点表明“计算”一词不再局限于数学和计算机[9]。国内学者也延承国外相关理论，相继提出了一

系列相类似的概念。王飞跃(2013)在同意周以真教授理论的基础上，认为计算思维就是一种以抽象、算法

和规模为特征的解决问题之思维方式；认为计算思维包括递归、简化、抽象、分解、模拟仿真、模拟设

计、关注点分离等多种因素[10]，与 Cynthia Selby 博士和 John Woollard 博士(2013)所认为的计算思维由

抽象、算法思维、分解、概括、评估五个要素组成[11]以及 Barefoot 在设计的计算思维语言中将计算思维

分解为抽象、逻辑、分解、算法、模式 5 个概念的观点类似。他们虽然对计算思维的定义不尽相同，但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ve.2023.12409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赵晨羽 
 

 

DOI: 10.12677/ve.2023.124095 608 职业教育 
 

都一致认为计算思维包括抽象、算法这两个要素，其他的要素虽不完全相同，但也有较大相似性[12]，如

逻辑和递归，分解和简化等要素。 
我国学者对于计算思维概念的关注、学习和尝试解释这一变化表现出我国学界对于计算思维的逐渐

重视，虽然我国对计算思维的研究起步晚，但学者们快速向外学习并积极内化，将计算思维发展的种子

埋在我国的土壤。 

3. 我国幼儿计算思维研究的发展 

3.1. 国内幼儿计算思维研究的兴起 

本文基于文献内容分析法，在文献调研的基础上梳理当前国内“幼儿计算思维”相关文献的研究现

状，对相关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的描述，揭示现阶段该领域内的主要成果和发展趋势。通过选取

中国知网(CNKI)。 
 

 
Figure 1. Annual volume of articles on computational thinking in young children 
图 1. 关于幼儿计算思维的年度发文量 

 
期刊全文数据库作为文献分析的期刊来源，于 2023 年 2 月以检索主题为“计算思维”的检索结果为

8133 条，但以“学前教育计算思维”为检索主题的检索结果仅为 15 条，除去针对对学前教育师范生以

及幼师队伍计算思维的研究，将研究对象设为幼儿的仅 6 篇；以“幼儿计算思维”为检索主题的检索结

果为 29 条，研究对象为幼儿的有 25 篇；从图 1 可以看出，从 2019 年开始到 2022 年，年发文量分别是

5 篇、7 篇、2 篇、10 篇，可见随着我国对计算思维的不断认识与重视，关于幼儿计算思维的发文量虽寥

寥可数，但有总体上升的趋势。 

3.2. 研究内容的变化 

按年限分阶段看，我国学者对于幼儿计算思维的培养与儿童发展的研究逐渐深刻，从对国外理论方

法学习到探讨其在国内发展的可行性，再到自主探讨实践方法，我国学者逐层探索，寻求我国本土化的

幼儿计算思维培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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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2019~2020 年：研习国外理论方法 
2019 年~2020 年这一阶段的文献聚焦于对国外幼儿计算思维教育。学者陈倩茹(2019)研究了美国学

前 STEM 课程，从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建构主义三个视角进行剖析，论证其不是以学习科学知识为核

心，而是基于问题并利用信息解决问题的学习[13]。并以美国内布拉斯加州为例，从其内容、组织方式、

课程评价等方面系统梳理，并提出我国可以从“以生活经验和真实情景为基础的多学科整合”、“提供

开放、多元环境”等方面学习。 
学者程艺(2019)初步探索了美国幼儿编程教育的发展背景和现状[14]，并对美国幼儿编程课程进行分

析，对美国实体编程、可视化编程、STEAM 教育进行详尽解释。 
学者张娣(2020)通过对美国少儿编程教育的探究[15]，以美国 2013 年提出的“编程 1 小时”项目为

例，系统地介绍了美国少儿编程教育的资源建设和课程建设，归纳了美国少儿编程教育的特点，认为少

儿编程教育是以计算思维核心，培养学习者的思维方式、问题解决和创造能力，以逻辑方式进行思考辨

别和解决特定问题。她认为计算思维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论，而编程教学则是实践的途径。 
陈倩茹(2019)、程艺(2019)、张娣(2020)三位学者均着眼于美国幼儿计算思维的编程教育，从建构主

义、实用主义等理论到 STEM 教育、可视化编程等方法系统地概论美国学前编程教育的普及性以及对幼

儿计算思维的培养作用和对幼儿逻辑、抽象、数理等思维的促进作用。从单纯介绍 STEM 课程，着眼于

整个美国编程教育以及最后放大视角，将计算思维纳入系统，表现出我国学者从专注于表面的课程内容

逐渐深入到核心的所培养的思维方式这一过程。 

3.2.2. 2020~2021 年：探讨国内发展可行性 
2020 年~2021 的文献主要着眼于我国幼儿阶段培养计算思维的可行性。蒋小涵(2020)通过实践性研

究介绍了计算思维技能、过程、教育内容以及教学的实施等，进一步论证了编程教育和计算思维的关系，

认为国内外目前仍将计算机编程作为培养计算思维的主要选择[16]。通过对我国大班儿童计算思维的测查

与对数学能力、执行能力的分析，论证了我国幼儿对编程概念及技能的高掌握率；张月(2020)、廖曼江

(2020)、孙咪(2020) [17] [18] [19]等人还通过案例研究、实证研究集中探讨了幼儿编程对于发展计算思维

的作用及重要性；程秀兰和沈慧敏(2021)基于编程教育的视角，提出幼儿计算思维培养的途径和方法[20]。
昝增敏(2020)、武存涛(2020)也论述了幼儿编程的教学设计时提到了对计算思维的作用[21] [22]。这表明

我国学者意识到计算思维不只是与计算机课程相联系，着眼于幼儿编程的手段，解决了计算思维的培养

不一定要使用计算机的问题。 
但该阶段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该阶段学者基本上都以编程机器人、计算机编程等虚拟编程可行

性研究为主，这类编程方法对小肌肉发展较晚，手部操作能力较弱的幼儿来说，操作不便；且幼儿不能

修改机器人的步长、旋转角度等，对幼儿的想象力有所限制。缺少对物理编程、游戏等发展计算思维的

其他途径的探讨。 

3.2.3. 2021~2022 年：自主探索多元化实践 
2021 年~2022 年，国内的研究者们进一步发散思维，积极探索。扩展了多元编程方式对儿童计算思

维的促进作用：陈雅红(2021)论述了少儿编程启蒙式应用软件 Scratch 幼儿园教学中应用对计算思维的发

展[23]；白明丽和谢琦(2022)的研究表明“无屏幕”编程对幼儿计算思维有促进作用[24]；颜玲等人(2022)
和朱梦佳(2022)分别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编程学习对大班幼儿计算思维的培养[25] [26]；此外，胡金艳等

人(2021)从派珀特思维教育思想的理论层面论述了计算思维的培养[27]，还有学者开拓了其他培养方式，

如，利用 4 本绘本进行内容分析和对计算思维的要素进行编码[28] (何珊云和戴方时，2021)、通过乐高拼

搭锻炼排序、抽象、动手操作能力和创造能力(郝芸，2021) [29]、通过“为派对着装”、“跳房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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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卡片”三个案例分析提出四种基于游戏化教学的幼儿计算思维培养策略(张红和刘敏娜，2022) [30]； 
且 2022 年下半年，学者们开始尝试基于编程视角构建与应用幼儿计算思维培养的教学模式。郑丹等

人(2022)以实体编程为例，面对幼儿计算思维的培养，根据幼儿不同年龄段应用多个工具，构建了 GIOE
教学模式，共分为 5 个步骤，分别是情景体验、模型建构、算法实现、总结反思和应用迁移[31]。李艳燕

等人(2022)则基于加里斯等提出的游戏化学习模型，在具身认知视角下构建了 EC-CT 教学模型来解释幼

儿如何通过身体和环境的交互学习计算思维及教师的作用[32]，并根据该模型开发教具，促进幼儿的计算

思维和学习动机。在这一阶段中，可以看到学者们逐渐将计算思维与计算机“松绑”，关注培养幼儿计

算思维的途径多样化发展。在实践层面进行实证研究，培养方式多元化；在理论层面，一方面积极引用

相关理论进行论证，一方面构建培养幼儿计算思维的教学模式，为幼儿计算思维的培养提供了更广泛可

靠的理论参考和实践支持。 
总之，对国内学者对于幼儿计算思维发展的梳理来看，学者们从对国外相关研究的引入讨论，讨论

幼儿编程对于发展计算思维的作用及重要性，到对教学方法的探究，目前，国内学者们的研究集中于对

教学模式的构建和幼儿计算思维培养方法在幼儿园的实践与推广等应用方面。 

4. 我国幼儿计算思维教育实施方法发展 

研究者已经探索出一些有效培养幼儿计算思维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让幼儿控制一个外部的

物理对象或虚拟角色发生运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便是编程教育，另一种是让幼儿按照包含运动提示的

预定义序列实施物理表演。如设置情景，进行游戏化教学。 

4.1. 虚拟实施内容发展 

在虚拟计算思维教育工具方面，国内外学者也针对如何在学前阶段进行编程教育的问题进行大量的

研究。MIT 专为 5~7 岁儿童设计可视化编程语言 ScratchJr，Bers (2018)对它的研究表明，幼儿喜欢使用

代表编程指令的积木块进行编程[33]，相同道理的还有 LEGO WeDo、Blockly 等。国内北京师范大学教

育学部创客教育实验室傅骞教授团队基于谷歌的 Blockly 的图形化编程框架开发了免费开源的图形化

Arduino 编程软件 Mixly，目前在国内各个少儿编程学校广泛应用。但基于现有计算思维教学思维模型中

的关键载体主要是文本编程或图形化编程，且该年龄阶段幼儿正处于视力发展的关键时期， 
因此一系列实物编程途径应运而生(郑丹等人，2022) [31]。 
基于国外研究基础，我国学者通过将国外相关编程语言进行我国适宜性改造，促进我国幼儿计算思

维教育与国际接轨进程。但由于所参考的编程框架等基本内容完全取自国外，因此，仍缺少一定创新性。 

4.2. 实物实施内容发展 

部分学者和一线教师基于幼儿发展与情景游戏之间的关系，为发展幼儿计算思维提供了物理表演的

方式。国内学者郑丹等人(2022)认为教师可以通过讲故事和 PPT 的形式呈现的方式讲述故事，引导幼儿

思考，用课堂的方式展现幼儿的算法思维[31]。也有不少学者发表文献，将幼儿物理的游戏与幼儿园教学

主题活动或区域活动相结合，认为幼儿可以通过绘本改编的教学形式、角色区的角色扮演、建构区的积

木搭建、游戏情景的设置等方法详细地论证了在幼儿园内通过物理表演方式发展幼儿计算思维的可行性

[20]。 
相较于幼儿计算思维虚拟工具在国内的发展，实物实施内容发展较晚，但其包括情景表演、绘本、

角色扮演、建构搭建等不同途径，方式多样；且结合我国目前幼儿园国情，后者的实用性、普及容易度

以及对幼儿园教师的素养要求都相对友好，且方式更加多样，可为幼儿提供多种刺激物，多角度帮助有

不同喜爱偏好的幼儿发展计算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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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启示与展望 

针对国内外对于幼儿计算思维培养的研究现状，笔者认为首先要提高国内对于幼儿计算思维培养的

重视度，加快构建幼儿计算思维发展体系。目前，该领域的研究主力主要集中在高校，而一线教师也应

该树立培养幼儿计算思维的观念，在日常教学中大胆钻研尝试。其次，目前已有较多发展幼儿计算思维

的方法途径，但仍缺少系统地总结类文献，学者们未来可以继续扎根理论与实践，总结科学的幼儿计算

思维培养方法，并与本土教育进行适应性改造；最后，目前国内幼儿园幼儿计算思维培养推广度不高的

一项主要原因是各类编程教具价格过高，且对教师专业素养要求高，因此应当在实践中多以一日生活为

抓手，进行绘本阅读、区角游戏等方式发展幼儿的计算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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