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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对幼儿注意力培养的研究 

河南省郑州市河南省实验幼儿园 李湘菊                        

 

纵横码是一种信息化学习工具，为幼儿创造了一种易学乐学的信息化环境。提高了学习

的主动性，促进潜能的全面发展，幼儿通过对纵横码的学习，使其他们的注意力更加集中，

并帮助他们对学习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结合幼儿的年龄特点，幼儿园的实际情况，幼儿的发

展水平和兴趣点，本研究重点在于调动培养幼儿的兴趣，让幼儿积极主动的学习，使注意力

得到提高。以兴趣为载体培养，开发幼儿的智力，才是行之有效的途径。教学应该为兴趣服

务，不求速度，边玩边学，只有这样孩子才能走得更远。 

 

一、 实验研究的背景 

 

幼儿的兴趣是其情感的表达形式，也是学习和实践的原动力。幼儿对活动的专注，靠的

就是对学习和实践活动的兴趣。因此，保护幼儿的兴趣是为了更好地合理开发、利用它，任

何形式的不尊重、限制或否定态度都不利于保护幼儿的兴趣，都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幼儿

的兴趣多直接来源于他们所置身的环境、事物或活动的本身。 

 

1. 幼儿的兴趣表现出一定的不稳定性。兴趣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变，不久前还

很感兴趣的东西，现在已经“靠边站”，让位给其它更感兴趣的事物了。 

2. 幼儿的兴趣有一定的可塑性。只要用合适的方法引导，幼儿的兴趣在一定程度上是

可以塑造和改变的。 

3. 幼儿的兴趣具有广阔性。幼儿的兴趣就好像幼儿的胃一样，生来就已经准备好接受

任何“食物”，只是由于经过外界环境长期潜移默化的熏陶，而对不同的事物表现出的兴趣

程度不同而已。 

 

纵横输入法提供了易学及快速的特点，幼儿在主动的学习中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就更

加的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 

 

二、 实验准备 

 

学习是一种自动自发行为，要幼儿主动而积极反应，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学习的三要

素：自己—主动—活动。而游戏是能引起幼儿学习兴趣及注意力集中的最好方法，我们通过

各种游戏来培养孩子喜欢学、愿意学的欲望。如：快乐找找看、好朋友在一起、魔法大拼图、

小明星等，来提高幼儿的积极性，从而促使他们在快乐的情绪下更有效地学习纵横码。 

 

如在“小明星”中，孩子们要在纵横码比赛中输入最快，小明星表上的星星就越多，星

星最多的就获得本此学习活动中的小明星，荣获小明星荣誉称号。在这样的游戏当中，孩子

们认真学习，并有明显的进步。 

 

游戏活动——快乐找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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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纵横码学习后，我们把所学的内容贴在生活墙面上，为幼儿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学习

纵横码的氛围。 

 

 家庭配合 

 

在幼儿园里学习，回到家也要练习。为了解幼儿在家学习纵横码的情况，我们设计了一

份——纵横码调查问卷。 

姓名 楚锐 性别 男 年龄 5岁 

幼儿喜欢

电脑吗？ 

喜欢 

幼儿是否

在 家 练

习？ 

多数时间主动，喜欢在幼儿园练。 

每天练习

多 长 时

间？ 

10—15分钟 

 

家长是否

陪伴孩子

练习纵横

码？ 

陪 

孩子在学

子纵横码

中有什么

困难？ 

没有明显困难。 

孩子的收

获？ 

智力有提高，基本形成好习惯，能够主动学习汉字，对汉字有兴趣，专注

力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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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楚锐纵横码调查问卷 

 

● 本班所参加纵横码学习幼儿共十人，全部家长参加了本次的调查。 

 

2009年 12月调查问卷分析结果 

幼儿喜

欢电脑

吗？ 

幼 儿 是 否

主 动 练 习

纵横码？ 

每 天 练 习

多 长 时

间？ 

家 长 是 否

陪 伴 孩 子

练 习 纵 横

码？ 

孩子学习

纵横码中

有什么困

难？ 

孩子的收获？ 

喜 欢

100% 

主动 

98% 

20—30 分

钟 94% 

陪 

30% 

没有明显

困难 97% 

主动学习汉字，对

汉字有较高的兴

趣，专注力明显提

高 100% 

 

由此可见，通过学习纵横码家长们认为幼儿较之前未曾学习是的专注力有所提高。 

 

三、实验研究过程 

 

（一）测查专注力统计表——连续字母表 

 

实验方法: 

 

1. 让从连续字母表中划出：АМКЗ四个字母。用红笔在这四个字母下划___ 

2. 先做预备实验，做完为止，没有时间限制。 

3. 做完休息两分钟，再做正式实验部分。 

4. 正式实验时间为 5分钟，第 1个一分钟时间到了就提醒被试标记 1，以此类推，5分

钟的标记 11111。 

5. 不到 5分钟就做完了的同学再给一页接着做，但注意第二遍只做正式实验部分的。 

连续字母表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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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 6月 26 日与 2009年 12月 9日分别运用测查专注力的连续字母表，对实验前后

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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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河南省实验幼儿园
测查专注力前后增长比较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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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 1月 20 日与 2009年 12月 9日分别运用测查专注力的连续字母表，对实验前后

进行比较。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2009 年 6 月 26 日 5 分钟

测试（个） 

2009 年 12 月 9 日 5

分钟测试（个） 

楚锐 男 2004.10 50 80 

吴昊哲 男 2004.12 20 51 

张苏豫 女 2004.11 20 70 

王子豪 男 2004.12 46 64 

张齐嘉 男 2004.10 53 68 

张沣頊 男 2005.4 19 32 

余易霖 男 2005.1 28 56 

徐毓含 男 2005.1 29 46 

宋欣芳 女 2005.2 39 69 

牛昱凯 男 2005.1 30 47 

平均值 3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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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查专注力前后比较表 3—2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2009 年 1 月

5 分钟测试

（个） 

2009年12月

5 分钟测试

（个） 

楚锐 男 2004.10 26 80 

吴昊哲 男 2004.12 4 51 

张苏豫 女 2004.11 3 70 

王子豪 男 2004.12 9 64 

张齐嘉 男 2004.10 13 68 

张沣頊 男 2005.4 10 32 

余易霖 男 2005.1 19 56 

徐毓含 男 2005.1 6 46 

宋欣芳 女 2005.2 10 69 

牛昱凯 男 2005.1 11 47 

平均值 11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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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用测查专注力的连续字母表，对实验组与对照组进行比较 

 

 

 

 

 

 

 



 

 6 

测查专注力实验组对照组比较表 3-3 

 

实验组 对照组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5 分钟

测 试

（个）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5 分钟测

试（个） 

楚锐 男 2004.10 80 赵嘉兴 男 2004.3 9 

吴昊哲 男 2004.12 51 于佳琪 女 2004.9 49 

张苏豫 女 2004.11 70 金浩勋 男 2004.6 41 

王子豪 男 2004.12 64 杨朝涵 男 2004.10 11 

张齐嘉 男 2004.10 68 迟涵宇 男 2005.3 23 

张沣頊 男 2005.4 32 韩佳轩 女 2005.2 36 

余易霖 男 2005.1 56 严艺林 男 2005.1 7 

徐毓含 男 2005.1 46 李玉函 男 2005.3 3 

宋欣芳 女 2005.2 69 张博然 男 2005.2 29 

牛昱凯 男 2005.1 47 毛上芩 男 2005.1 35 

平均值 58 平均值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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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3中数据可知，实验组和对照组在专注力上攒在显著差异。 

 

（二） 实验材料 

 

时间：2009年 12月 3日        人数：10人 

《雨》 

 

千条线，万条线，掉在河里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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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成绩统计 

 

 

非实验班被试成绩统计 

 

姓名 输入项目 成绩 完成率 

 雨 千 条 线 万 掉 在 河 里 看 不 见 

赵嘉兴 0 1 0 0 1 0 0 1 0 0 1 1 42 42% 

于佳琪 0 0 1 0 0 0 1 0 0 0 1 1 33 33% 

金浩勋 1 0 1 0 1 0 0 0 1 0 0 0 33 33% 

杨朝涵 0 1 0 0 0 1 0 0 1 0 0 1 33 33% 

迟涵宇 0 1 0 1 1 0 0 1 0 0 0 0 33 33% 

韩佳轩 1 0 0 1 0 1 0 1 0 1 0 0 42 42% 

严艺林 0 0 1 0 1 0 0 0 1 0 0 1 33 33% 

李玉函 0 0 0 1 1 1 0 0 1 0 0 1 42 42% 

张博然 0 0 1 0 1 0 0 0 0 0 1 0 25 25% 

毛上芩 0 0 0 0 0 0 1 0 0 0 0 1 17 17% 

平均成绩 33 33% 

正确计“1”错误计“0” 

 

河南省实验幼儿园实验班与非实验班描述性统计 

组别 平均成绩 N 标准差 最高分 最低分 

非实验组 33 10 7.902883 42 17 

实验组 76 10 15.98923 100 50 

Total 54.5 20 11.946055 100 17 

 

姓名 输入项目 成绩 完成率 

 雨 千 条 线 万 掉 在 河 里 看 不 见 

楚锐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00 100% 

吴昊哲 0 1 1 1 0 1 1 1 1 1 1 1 83 83% 

张苏豫 1 1 1 1 1 1 1 1 1 0 1 1 92 92% 

王子豪 0 1 1 1 0 1 0 1 1 0 1 1 67 67% 

张齐嘉 0 1 0 1 1 1 0 1 1 0 1 0 58 58% 

张沣頊 1 0 0 1 0 1 0 1 1 1 0 0 50 50% 

余易霖 1 1 1 1 1 0 1 1 1 0 0 1 75 75% 

徐毓含 1 1 0 1 1 1 0 1 1 0 0 1 67 67% 

宋欣芳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92 92% 

牛昱凯 0 1 1 0 0 1 1 1 1 1 1 1 75 75% 

平均成绩 76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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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专项实验与非实验班平均成绩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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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正专心致志的练习纵横码 

 

 
 

（二）研究结果 

 

由此可见，在实验过程中，实验组幼儿自身的注意力也在进步。同时实验组幼儿的自

信心、思维反应能力。由此可见，注意是幼儿认识和掌握客观事物的重要条件,而兴趣又是

幼儿注意是否集中的关键,如果幼儿对学习不感兴趣,就不可能再进行学习活动。 

 

四、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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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是培养幼儿兴趣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是客观存在的，但需要主观来定位。注意力

是培养幼儿兴趣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在培养幼儿兴趣的时，不仅要考虑到幼儿的注

意力，还要借鉴一些培养幼儿兴趣理论的发展成果。 

 

兴趣是求知的起点，是幼儿学习的起点，是幼儿学习的基础，是获得知识的开端，是学

习的最大动力，也是思维培养和培养能力提高的内在因素，所以，由以河南省实验幼儿园为

例的对幼儿兴趣与注意力的培养实验研究可以看出，创造良好的环境，把握教育的契机，根

据幼儿兴趣的特点，唤醒幼儿对周围事物的兴趣，从小培养幼儿的兴趣，才能使他们获得一

定的知识，养成浓厚的学习欲望，使幼儿的身心及各种能力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