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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学前儿童发展关乎国家未来袁学前教育高质量发
展亦是民生所望遥野以儿童为中心冶是特定历史时期的
观念袁成为现代教育的标志性口号袁并演变为现代教
育信条[1]遥 对野以儿童为中心冶和野儿童是自然之子冶等
意识观念尧理论或术语袁我们不能不加以批判就采用袁
因为其背后思维方式尧文化背景及可能带来一些问题
的假设和期待袁不一定适合所有研究[2]遥除关注儿童个
体特征外袁也要关注不同社会环境的现实价值袁科学
把握儿童与其周围社会物质材料的复杂关系遥把注意
力从儿童自身延展至其他所有与儿童产生关系的物

质领域袁正是社会物质理论的独特之处遥
当前袁随着大数据尧人工智能及各种智能终端等

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与普及袁关于数字技术对儿童大

脑尧社会情感尧认知和身体发育等方面影响的研究持
续涌现遥 这些研究主要基于工具主义视角袁将数字技
术作为野工具冶袁把物质渊环境冤作为儿童能力和行动的
背景袁考察数字技术对儿童带来的影响和价值袁以目的
或手段的方式来分析技术袁 是一种技术器具论观念[3]遥
这不利于对数字技术和学前儿童发展本质的认识遥海
德格尔认为 野工具性的东西被看作技术的本质特征袁
倘我们逐步地追问被看作手段的技术根本上是什么袁
我们就达到了解蔽渊Das Entbergen冤那里遥 如是看来袁
技术就不仅是手段袁技术乃是一种解蔽方式遥 冶[4]技术

视角下学前儿童发展更多是一种野关系性冶存在袁是儿
童与周围物质性的辩证统一遥儿童对数字技术与自身
的这种关系野应该冶采取的形式袁没有先入为主的想
法遥对今天的儿童来说袁自出生便是野数字原住民冶遥哲
学研究范式的实践转向袁对人的实践更关注了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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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技术在早期儿童教育中的广泛应用袁使其与学前儿童发展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和不确定袁引起了学界

对儿童与社会物质材料关系的理性审思遥 已有研究主要以野手段要目的冶的方式分析技术与人的关系袁揭示了数字技术

对儿童发展影响的单向性尧预成性和边界性袁忽视了儿童发展与社会物质材料关系的形塑与流动遥 基于教育研究对社会

物质材料的重视袁社会物质理论为数字技术与儿童发展的关系探讨袁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路径遥 研究发现袁数字技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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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实践生成性关系尧多维性角度的时空流动性关系遥 数字技术与儿童发展关系的再认识袁为驱动数字时代学前儿童教

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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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性尧关系性尧过程性和微观性特征袁[5]马克思的实

践哲学便以人的劳动作为实践哲学的出发点袁 创立
野劳动要社会冶实践范式[6]遥 鉴于数字技术对社会生活
的全面渗透袁 我们需重新阐述对技术使用的理论认
知袁从静态尧片面的观点转变为灵活尧动态尧对话的观
点遥 这种教育研究视点向社会物质材料的转变袁及对
人与非人之间动态关系塑造与被塑造的关注袁为收集
研究数据的思考方式尧处理和研究数字技术与儿童发
展的关系袁提供一种进行多维审思的理论之眼遥

二尧社会物质理论院一个阐释数字技术与
儿童发展关系的新视角

社会物质理论源于组织管理领域袁术语野社会物
质性冶是在萨奇曼渊Suchman冤的著作中发展起来的[7]袁
经常作为科学尧技术尧教育尧旅游等研究领域的认识论
框架遥 在以往研究实践中袁物质材料被认为是非人类
的袁是人类使用的工具尧现象或附属物等袁被当作无关
紧要的东西袁忽略了人类和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
互塑造遥 人类存在本身取决于产生尧繁殖和改变日常
生活条件的一系列元素袁在塑造日常生活时不可能否
认以上那些物质性的存在遥 野社会材料冶一词的使用袁
建立在技术的结构方法的基础上遥所有的技术产物都
是通过人们之间的社会互动创造的袁其对工作组织的
任何影响都是由社会互动缓冲和塑造的遥 通过从野技
术使用冶和野技术人工制品冶转向野社会冶野物质冶和最终
的野社会物质冶袁行动就将从人类和非人类之间的互动
来进行遥 因此袁物体或人工制品等非人类要素是社会
分析的构成和决定性元素袁社会物质性通过关注社会
物质元素袁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和组织分析形势遥 社
会现象或发展是人类和非人类之间互动的产物袁而人
与非人的区别在于意图袁这完全归因于人[8]遥

教育领域对物质的研究由来已久袁从课桌设计到
学校建筑环境袁都认识到物质的价值遥 杜威通过探究
学习者和环境对象之间的互动而产生的关于学习的

有影响力的概念袁 可被认为开创了教育的社会物质
观遥 然而袁物质材料常被认为是教育实践发生或所在
的背景环境袁或是人类的使用工具尧研究对象尧附属物
等[9]遥虽然这些方法关注了教育的物质性袁但它们仍倾
向于优先考虑有意识的人类主体袁而人类主体被认为
与物质不同或分离的袁物质材料是非人类的遥 物质被
当作无关紧要的东西袁社会尧政治和文化则受到广泛
关注遥 因此袁在教育研究中袁索伦森渊S尴rensen冤指出人
们野对教育实践如何受到材料影响的问题视而不见冶袁
并认为其后果是将材料视为提高教育绩效的单纯工

具遥她在研究中展示了日常教育活动和知识是如何通
过材料进行批判性塑造的袁认为事物不是具有属性的
离散和物化对象袁而是动态物化过程的结果袁这些过
程使它们通过聚集而出现袁并在当地日常实践的不确
定纠缠中发挥作用遥这种关系物质性在教育研究中经
常被忽视[10]遥 社会物质性要求人们更多地认识到物质
环境在塑造学习方面的作用遥它反对人们普遍认为物
质事物是静态的尧无关紧要的袁而主张将物质视为影
响感知和行为的关系因素遥关注物质和社会的集合可
以更有意义地解释这些方面是如何相互交织袁以及它
们如何在制定与学习发展的目标时被塑造遥这意味着
超越以人类为中心的焦点来认识物质环境的价值和

综合性[11]遥 关注社会材料袁探讨教育研究中物质性的
意义袁在于承认教育有重要的物质性遥 在任何情况下
为特定目的促进学习的有意活动中袁其能量尧过程尧动
机和结果都与物质实践尧自然尧时间尧空间尧技术和各
种对象完全纠缠在一起遥传统的教育关注更多的是理
解以人类为中心的认知尧活动尧意图及人类的意义创
造遥 我们不必判断二者孰轻孰重袁而应以更开阔的视
野来探讨儿童发展的问题遥 同时袁关注社会物质使日
常生活样貌更清晰可见遥教育活动中被视为理所当然
的细微动态和常见事物袁可能被一个偶然观察者看作
是自然的和给定的对象遥 在仔细分析后会发现袁这些
对象袁包括知识对象袁都是以混乱尧难以捉摸和不确定
的样态出现袁其和人的相互作用袁影响着我们对教育
以及学习目的和过程的理解遥

社会物质概念本身是一组具有共同哲学假设的

理论集合袁主要有行为者要网络理论尧文化要历史活
动理论尧复杂性理论和空间理论等遥 尽管这些理论方
向不同袁 但都具有从社会物质角度来理解世界的假
设袁并表现出一些相似之处遥例如袁日常实践由人类活
动和非人类元素之间的动态互动建立和修改袁所有社
会物质元素实际上都形成了由技术尧自然和认知元素
组成的异质结合袁所有人类和非人类都被视为联系和
活动的影响袁其中一切都基于关系野网络冶的存在而进
行[10-12]遥 这有助于深入理解社会物质材料在教育现象
或教育活动中的作用遥社会物质理论集合中的每一个
具体理论都有其特定局限和关注点袁能从不同视角为
教育问题研究提供多种解释语言尧 方法及分析策略遥
譬如袁有研究指出袁教育分析中物质事物被视为人类
目的的代表袁尤其在教育过程中的行为方式上袁教科
书对制定某些教学活动和顺序尧限制教师的学术自由
等形式上产生影响[13]遥 蒂钦渊Tietjen冤等研究者通过研
究未来学习空间袁要求人们更多认识到物质环境对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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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学习的作用袁主张将物质视为影响感知和行为的关
系因素[11]遥
整体而言袁引入社会物质理论探讨人与物质的关

系袁有助于进一步打破野工具中心论冶袁强调野实践冶和
野互动冶遥 新唯物主义将物质视为具有施动性的尧不确
定的尧不断以无法预见的方式形成的事物袁认为物质
为动态遥 有研究指出袁物质和人类行为者之间相互依
存的合作袁共同构成了游戏尧活动和设计[14]遥 博斯卡利
在其物质理论中指出袁 物质不仅仅是难以驾驭的袁它
成为人与物质之间可能建立新关系的基础遥将物质性
看作资源并不能提供足够的多维焦点来理解不断创

造的状态袁尤其是儿童与数字技术的互动遥 关注儿童
与数字技术关系的流动和变化袁在动态的尧未完成的
复杂交织中观察数字技术对儿童的影响袁考察数字技
术与儿童之间的彼此接近尧远离或其他方式相互关联
的形式特征袁通过实践过程中的形成关系模式袁及二
者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形塑遥 鉴于此袁本研究以社会物
质理论视角作为阐释基点袁剖析数字技术作为一种社
会物质材料与学前儿童发展过程中具体的交互影响

与形塑的双向关系袁为数字时代学前儿童发展问题和
数字教育问题提供新思路遥

三尧基于工具主义对数字技术与学前儿童发展
关系的批判

因受动力因理论影响袁操作的因素在手工产品的
生产中袁也就是生产者本身袁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技
术工具论的观念[15]遥 无论是在古代思想的手段与目的
的关系结构中袁还是在近代机械渊无机冤与生物渊有机冤
的关系结构中袁技术都被指认作自身缺乏存在动力机
制的外部中介渊工具和手段冤[16]遥 这在无形中严重异化
与窄化了儿童发展袁具体表现如下院

渊一冤发展向度院数字技术下儿童发展的野单向性冶
儿童发展向度是指向儿童发展的路径和方向遥在

与数字技术交互中的儿童发展应是主动的尧 积极的尧
富有创造性的袁同样也应获得及时的尧正向的尧丰富的
响应式回应遥 然而袁当前数字技术发展窄化了儿童的
发展向度遥一是数字技术的内容尧设计尧编码等没有儿
童的参与袁 依然是由成人主导着儿童发展的可能空
间袁 对于儿童来说是被动接受数字技术的单向影响遥
在数字媒体上花费时间的持续增长袁引发算法驱动的
对数字内容商业意图的担忧袁野迷惑冶儿童且被动接受
所观看内容的真实性[17]袁将儿童塑造为消费者袁价值
观是以消费尧竞争尧监督尧判断和奖励为核心[18]遥 数字
图像更多是对物理和物质世界的模拟袁 鲍德里亚认

为袁当屏幕上现实的拟像或超现实的副本变得比真实
的人或物体更有活力时袁个人就失去了区分两者的能
力袁导致了他所说的著名的野真实的死亡冶[19]遥 最后袁对
现实的模拟逐渐取代了现实本身袁代码或能指变得越
来越重要袁直到系统之外什么都不存在袁从此发现自
己陷入了对生活本身的模拟[20]袁生活在一个已被设计
好并被掌握操控的算法世界中袁 逐渐削弱人的特性遥
二是数字技术无法完全响应式回应儿童需求遥虽然数
字技术支持下的人工智能能够熟练识别模式和数据

关联袁并在预定义环境中运行袁但当面对非常规的语
音模式尧 富有想象力的场景或儿童交流中常见的俏
皮尧非字面语言时袁人工智能无法完全理解和充分响
应幼儿的情感需求袁且社会偏见可能渗透到人工智能
训练数据中或影响对话式人工智能的输出袁从而可能
损害幼儿享有安全尧无歧视环境的权利[21]遥 三是数字
技术削减了儿童的真实生活体验遥数字技术发展仍很
单一袁主要以视觉尧触觉为主要感官接触方式袁其中触
觉关联的温度尧软硬等袁视觉关联的颜色以及通感和
同时产生的情绪尧体验尧情感尧感受尧记忆等遥基于身体
感官接触而引起的身心感受的不同袁现实世界中对颜
料的味道尧触感及质地等感官属性有助于唤起人的想
象和情感[14]遥 野用手指绘画的凌乱感以及在有节奏地
从纸张上移动时产生的物理耶距离爷和耶移除爷时刻袁而
这种移动是由于需要不断地将颜料耶重新涂抹爷到手
指上而产生的冶袁 同使用平板电脑绘画的感觉明显不
同[22]遥 因此袁数字界面可能会让人失去感官和躯体体
验袁而这些体验在早期学习中仍很受重视[23]遥 儿童对
事物的感知单凭视觉而没有其他身体感觉的参与袁导
致感觉经验失衡熵增且干瘪贫瘠遥似如斯蒂格勒所说
的野心理的和集体的个性化的短路冶袁一定程度上会造
成社会主体创造性和选择性功能上的无知性的系统

愚昧遥
渊二冤发展维度院数字技术下儿童发展的野预成性冶
数字技术的预成性突出反映了数字技术本身的

局限遥 一是数字技术不具有意识袁不能意识到他本身
和儿童发展的目标及如何发展的设想遥任何被制造之
物自身都不具备其制造的法则袁技术物体没有任何自
身的动力[3]遥数字技术智能交互的信息产品袁他们自身
是不理解产品意义或内容的袁只是通过复杂的语言处
理综合信息以产生可接受的知识模仿袁 如 ChatGPT尧
Galactica等模型[24]遥 这就是说数字技术并没有像人类
一样具有意识袁至多是卡西尔认为的野符号形式冶 [25]遥
因为没有意识袁所以一旦超过其野范围冶就会产生漏
洞袁进而通过修补尧算法升级再继续运行遥数字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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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处理包含了几乎无限广泛的可能空间袁是科学计
算尧数据处理尧文字图像处理袁以及一切能够被数字化
的东西的处理袁但是否包含对人的发展尧儿童美好发
展的设想与答案有待商榷遥二是数字技术的内容局限
了儿童个体发展的多样性及发展空间可能性遥在全球
传播的智能手机尧社交媒体和虚拟助手等新数字技术袁
是由相对同质的技术专家的文化所设计的袁 其无法代
表或预测人类的经验尧需求和价值观的多样性[26]遥这种
单一技术文化品位的塑造袁 破坏了人类文化生态平
衡[27]遥经过同质化信息的不断强化袁儿童的认知与选择
会越来越单一袁慢慢吞噬儿童的思考尧想象和创造遥

渊三冤发展空间院数字技术下儿童发展的野边界性冶
儿童生活与发展应该是多面且未完成的袁而数字

技术提供的发展空间是有限的遥一是数字技术制约和
影响着儿童身心尧情感态度等方面的发展空间遥 许多
关注儿童健康的团体都主张部分或完全限制儿童的

屏幕时间袁要优先考虑面对面的互动袁对屏幕时间取
代体育活动尧与家人和同龄人互动等其他活动表示担
忧[28]遥 在儿童情感态度方面袁有研究关于触摸和儿童
与动物关系中谈到袁儿童与动物之间的接触点不仅是
物理区域的接触袁感知彼此存在袁更可能是野幼儿认识
到其他生物主观性袁以具体和多感官的方式与它们建
立联系冶袁萌发同理心尧责任感或积极的温暖的情感体
验等[29]袁这是数字技术所无法给予的响应式回应遥 二
是数字技术制约和影响着儿童未来发展的可能空间

限度遥 实际上袁儿童并没有对屏幕与自己的这种关系
野应该冶采取什么形式有先入为主的想法袁其面对的更
多是野一个正在发生的环境袁发生的事情本身就是事
物曰没有特定的结果袁只有开放的运动遥 冶[30]但是袁实践
层面则规定了野屏幕冶的野正确冶用法袁这种主导的野屏
幕冶形象及其适当用法体现了巴拉德所描述的野边界制
定实践冶要要要限制和促成世界可能性的物质实践[31]遥通
过对屏幕尧技术的主流理解袁孩子的行为没有被解读
为野有价值冶袁且被转移成一种规范袁这种规范将儿童
进一步排除在环境之外遥 这不利于理解儿童袁更不利
于为儿童发展创造更多的空间遥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
区理论解释了儿童如何通过更有能力的同龄人或成

年人的支持和指导袁从现有水平向更高水平发展遥 如
果儿童的成长空间受到限制袁儿童的潜在成长也会受
到限制遥有研究将计算机拟作最近发展区支架来对玩
家提供类似支持袁结果显示计算机可能会限制儿童更
深层次的学习和随后的认知发展遥数字游戏大部分提
供的是导航和参与的基本层次袁没有提供更复杂形式
学习的创造力和为独立探索提供充分支持[32]遥

四尧转向动态互构院社会物质视角下数字
技术与学前儿童发展关系的新进展

社会物质视角带来最大的不同是消除数字技术

与儿童发展两者之间的分析界限袁要求超越野以人类
为中心冶的焦点来认识到物质环境的价值和综合性[11]袁
将以往被视为野背景尧环境尧工具噎噎冶的周遭事物看
作同样能对人起塑造作用的主体遥 因此袁在认识二者
的关系时袁更强调理解儿童和数字技术在日常生活中
的行为和互动方式的重要性[33]遥 通过互惠性尧表演性
和多维性的关系特征探析袁有助于透视数字技术与儿
童发展呈现出的动态复杂的互构共现模态遥

渊一冤互惠性要要要数字技术与儿童发展的交互能动

互惠性将人类与物质要素之间的日常关系理解

为相互构成的关系袁这也是社会物质的本质遥 互惠性
与构成性纠缠概念紧密相关袁 构成性纠缠的概念不是
为了突出儿童或数字技术袁 或解释这两个要素之间的
联系袁而是将它们视为密不可分的关系[34]遥 将数字技术
和儿童行为视为纠缠的异质关系袁 认为他们在相互施
加力量的能力方面是对称的遥 考虑到人类存在本身依
赖于一系列产生尧再生产和改变日常生活条件的要素袁
我们不可能否认数字技术对儿童日常生活的塑造作

用遥 因此袁能动性概念有了新的内涵袁其中行动不再是
人类独有的属性袁 而是通过人类与非人类的互动来完
成的[35]袁即儿童与数字技术的互动过程来进行遥 在能动
性方面袁儿童与数字技术的区别在于意图袁意图是人
类独有的[8]遥 数字技术不能根据自己的生物或文化需
求行动袁它只是实现人类的意图[36]遥 比如袁拉图尔指出
电话表面上是被动的装置袁 但当铃声响起的时候袁对
人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要要要如果接听意味着电话影

响了人的行动袁如果不接听袁电话仍能激起人进行决策
的反应和过程噎噎电话即具有了能动性[37]遥 虽然数字
技术没有内在的意旨袁 其物质性不会为实现自己的目
标而行动袁无法完全响应式回馈儿童需求[21]袁但其本身
特性已然对儿童身心产生影响袁 儿童借由自身的能动
性尧意图尧情感及精神等独特方面袁赋予与数字技术活
动的意义袁并与这些意义进行协商遥 进而袁在与数字技
术相互作用之前的意图袁相互作用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尧
相互作用后的反思等更合乎目的尧合乎儿童主体尧合乎
规律[38]遥 能动性只有在数字技术与儿童两者之间的关
系交织中才真正出现袁互惠性也才在此刻发生遥

渊二冤表演性要要要数字技术与儿童发展的实践生成

表演性是一种后人类主义的阐述袁它允许物质作
为世界形成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袁在其持续的野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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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冶中发挥作用遥它融合了重要的物质和话语尧社会
和科学尧人类和非人类以及自然和文化因素[39]遥 表演
性是社会物质性的核心思想袁 虽然与表演的概念有
关袁但表演性并不是表演的同义词遥 野表演冶指的是进
行某种活动袁比如音乐家在观众面前野表演冶遥 它源于
J. L. Austin提出的野行为话语冶袁即执行行动的语言遥
如在婚礼上说野我愿意冶袁或在启动仪式上说野我给这
艘船命名噎噎冶袁更广泛地说袁如果一个语篇有助于构
成它所描述的现实袁 那么它就可以被说成是表演性
的遥表演性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社会物质性与实践表现
之间的关系遥 奥里科夫斯基渊Orlikowski冤等学者认为
技术的表演性不是先验定义的袁 而是通过社会实践而
产生遥 这需要理解技术元素如何影响意义的创造和人
类行为袁以及它们如何受到影响袁并且表演性的概念引
起了人们对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和边界如何不是预先

给定或固定的袁而是如何在实践中实施的关注[34]遥可以
说是物质不是固定的本质袁而是其内部活动形成的物
质袁不是事物袁是一种行为[39]遥 社会物质方法不是关注
具有固定边界的稳定实体袁而是将注意力转向流动的
关系遥 在儿童使用数字技术中袁数字技术的表演性并
非预先设定好袁而是在与儿童活动的实践过程中不断
生成袁通过活动或实践而产生的袁这不仅是数字技术
本身的功能呈现袁也是儿童的意图尧兴趣尧生活经验等
相交织与过程的表现遥

渊三冤多维性要要要数字技术与儿童发展的时空流动

多维性的概念扩展了传统的时间和空间维度概

念袁表征了研究背景限制的不稳定性[40]遥 其中袁野时间冶
是跟随人的理解袁通过实践产生的袁不是单数的尧给定
的实体袁这个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时间是空间的尧具体
化的和物质的[9]遥 儿童活动的时间性也是在数字技术
实践中形成袁其是来自儿童与数字技术之间的实践过
程及儿童个体内部袁而非外在遥 野空间冶突出物质性袁其
是一种主动尧多元和流动的袁而不是作为一种野死的冶
容器的理解方式袁不断运动且始终开放袁其本质是多
元的空间认识遥 在此时空维度下袁数字技术与儿童发
展关系更多是在实践交互中产生意义袁它捕捉或具体

化存在于儿童头脑中的意义袁并反映了从独立视角掌
握的世界真理遥 因此袁数字技术被理解为排列成特定
形式袁可以跨越地点和时间[41]遥例如野屏幕冶创造一个虚
拟空间袁儿童可以从人类身体中撤退到这个空间中[31]袁
游戏空间是儿童能够抵制现代空间作为控制他们生

活的手段袁儿童在公共场所玩的电子游戏提供了一种
主要为成人使用而设计的空间中抵制对儿童控制的

策略袁但也看到儿童想玩电子游戏及很快感到无聊的
行为上的矛盾[42]遥 空间的流动性体现在儿童和数字技
术实践于空间中的错综复杂性袁反过来又可以改变数
字技术的物质性或一个人的意向性遥社会背景的复杂
交织袁也让理解数字技术与儿童生活的关系变得更具
复杂性遥有研究儿童与数字技术的互动揭示了儿童早
期交际实践的复杂特征袁通信技术等在儿童日常生活
中的整合促进了新空间的创造袁在空间中表达以及多
模式交流中又建立了新的社会空间袁有形与无形的交
织袁呈现多维度的时空流动性[43]遥 这种时空不是作为
各种行为者行动背景的静态环境袁而是一种由同时进
行的实践不断组织的动态多样性的环境遥

五尧结 束 语

社会物质视角让我们关注到数字技术等社会物

质材料对儿童发展产生的影响袁及影响产生的具体过
程和流动样态袁注意到儿童与数字技术交互中形成的
或流动的交织矛盾遥数字技术就其本身野存在冶特质对
儿童生活的主动影响或为满足儿童发展需求的演进

状态袁使得我们更加关注数字技术与儿童发生关系时
儿童做了什么袁观察儿童在数字技术符号化活动中创
造了什么袁剖析数字技术与儿童发展的关系是如何交
互影响和形塑遥 我们对儿童与数字技术关系是野工具
型冶野共生型冶或其他不同型关系的再度审问袁进而关
注儿童与数字技术产生关系活动时儿童自觉的野创造
过程冶及表现等袁是对儿童自身发展问题的根本性思
考遥 这不仅拓宽了时下儿童发展的研究视域袁还有助
于我们以更加审慎的开放性方式探究未来儿童更广

泛的物质生活样态和理想的教育愿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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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ebat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Technology and Preschool Children's
Development要A Perspective Based on Social Materiality Theory

ZHANG Wan1袁 LI Shanze1袁 PENG Yuanyua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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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idespread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has made its
relationship with preschool children's development increasingly complex and uncertain, prompting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o scrutin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ren and socio -materials rationally.
Existing studies, which have primarily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human beings
through "means-ends" framework, have revealed the unidirectionality, preformation, and boundedness of
th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child development, and ignored the shaping and fluid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 development and socio -materials. Based on the emphasis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on socio-materials, social materiality theory provides a new explanatory path fo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technology and child development. It is foun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technology and child development has shifted from an instrumentalist perspective to a new modality
of bidirectional co-construction, which is specifically manifested as a mutually dynamic relationship from
the reciprocal perspective, a practically generative relationship from the performative perspective, and a
spatial-temporal fluidity relationship from the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The re-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technology and child development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driv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children's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era.

[Keywords] Digital Technology; Preschool Child Development; Social Materiality Theory; Child
Subjectivity; Bidirectional Co-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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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组织数字教育生态塑造：策略框架与核心议题

梁 林 梅

渊河南大学 教育学部袁 河南 开封 475004冤

[摘 要]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渊OECD冤作为全球技术促进教育变革的探路者和引领者袁近年来围绕教育数字化转

型和数字教育生态系统建设开展了系列研究袁形成了数字教育生态塑造的策略框架袁包括目标层渊迈向促进学习者发展

的数字教育生态系统冤袁先决条件层渊物理基础设施冤袁核心要素层渊数字工具尧数字资源尧数字素养和数字应用冤和保障层

渊政府主导的多方协同尧战略规划的顶层设计尧资金投入和公共采购尧教师的激励与专业支持尧监测和评估冤曰此外袁还分

析和探讨了数字教育生态塑造的三大核心议题院弥合数字鸿沟尧聚焦数字治理和关注人工智能遥 关照 OECD已有经验袁

基于我国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实需求袁可以从制定国家数字教育战略规划尧深化学习/教学和评价场景的数字应用

创新及加强人工智能教育大模型的研究和实践探索袁推动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可持续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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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随着 2012年全国首次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的召
开袁我国的教育信息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遥 经过十多
年从教育信息化 1.0到 2.0阶段的建设和应用袁2022
年之后开始步入教育数字化战略和转型发展的新阶

段遥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了要野推进教育
数字化袁建设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大国冶[1]袁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袁野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
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冶[2]遥教育数字化
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高阶形式袁各国均将教育数字化
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袁在各级政府层面出台政策文件
或专项计划并加以推进遥 对于我们国家而言袁作为建
设数字中国的重要战略任务袁教育数字化正在成为我
国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尧建设教育强国尧办好人
民满意教育的战略支撑和动力引擎[3]遥

数字化转型是充分应用数字技术袁在战略层面实

现组织形态的根本性改变[4]遥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持续
利用数字化尧网络化和智能化技术及手段变革教育系
统的过程袁是促进教育领域全要素尧全业务尧全领域和
全流程的数字化转型[5]遥 目前我国的教育数字化转型
仍处于探索起步阶段[6]袁转型的理想教育图鉴正在逐
步展开袁但实现的过程却是艰难曲折尧困难重重[7]袁面
临着一系列重要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遥 例如袁目前关
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研究更多集中于内涵尧理念及价
值等方面的探讨袁缺乏整体性尧系统性和方向性[8]袁缺
乏系统的战略规划和制度设计[9]遥 实践中仍然存在重
政策引领轻实践落地尧重建设轻应用的问题[10]袁数字
化转型尚未进入教育系统的核心业务流程[11]遥 因此袁
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更加宏观尧系统的变革思路和推
进方向[6]袁需要加强战略指导和政策保障袁更需要坚持
系统推进[7袁12]遥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渊简称野经合组织冶袁OECD冤作
为发达国家的智囊机构袁 作为技术促进教育变革的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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