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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前教育

学前教育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模式探索

官瑞娜，贾玉霞

（咸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陕西咸阳　７１２０００）

摘　要：在高师学前教育人才培训体系中，实践教学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要培养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专业人才，必

须要有一套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在传统观念中，人们往往将实践教学等同于艺术技能的培养，从而使教师缺乏专业

的教育素养。文章分析了目前对实践教学在理念上和操作中的误区，提出了高师学前教育专业实践教学的改革思路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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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高等师范院校

的人才培养模式也随着发生改变。在高等师范院校

学前教育师资培养体系中，实践教学是其重要组成

部分。但在传统观念中，人们往往将实践教学等同

于艺术技能的培养，幼儿教师很大程度上只是“技能

的表演者”或“儿童的养护者”，而不是专业的教育

者。因此，改革传统实践模式，构建合理的学前教育

实践教学体系对促进高师学前教育专业发展有着举

足轻重的意义。

一、教育改革对未来幼儿教师的实践

要求

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的贯彻实施，学前教育越来越受

到人们的关注，人们不仅仅关注入学率的高低，更关

注学前教育质量的提升，而学前教育质量的高低与

教师队伍的质量密切相关。只有建立高素质、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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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教师队伍才能促进学前教育质量的提高，从而

促进学前儿童的发展。

由于学前儿童的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需要，决

定了幼儿只有在获得丰富的感性经验的基础上，才

能对事物形成相对比较抽象概括的认识，因此，幼儿

的学习不可能仅仅依靠教师正规组织的教育教学活

动来完成，也不可能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来实现，幼

儿必须在生活中学习生活，在交往中学习交往，才会

凸显学习的意义。由此可见，幼儿只有在直接经验

基础上的学习才是理解性的学习。幼儿园更多注重

的是幼儿身体和心理发展的需要，而不是社会的需

要和知识体系；更多注重儿童直接经验的获得，而不

是间接经验的获得；更多注重“整个儿童”的发展，而

不是某个特殊方面的发展［１］。这些方面无不要求幼

儿教师更多的凸显教育的专业性。教育部２０１２年

颁布出台的《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２］中特别

强调了幼儿园教师的专业能力，要求幼儿教师必须

具备良好环境的创设与利用、幼儿一日生活的合理

组织与保育、游戏活动的支持与引导、教育活动的恰

当计划与实施等能力。在基本要求层面，更是充分

反映了幼儿园教师必须具备的专业态度、知识与

能力。

因此，未来的幼儿教师必须能够了解儿童认知

发展的方式，尊重儿童、善待儿童，了解儿童在某一

特定阶段的思维方式，为幼儿提供安全、舒适、可操

作的学习环境来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发展。从这

个角度来讲，幼儿教师的实践教学不仅仅是传统所

认为的弹琴、唱歌、跳舞等技能的体现，实践教学是

教师教育理念和教育行为的外显方式，综合体现了

教师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是教师解决具体实践

中问题的能力体现。

二、学前教育专业构建实践教学体系所

面临的问题

（一）实践教学环节薄弱

伴随着学前教育学自身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发

展，学前教育专业理论课程体系已比较成熟。相比

理论课程的严谨性与完备性，实践教学则显得较为

随意和薄弱，从时效性分析来看，理论课程与实践教

学之间比例失衡，实践教学成为理论教学的附属，虽

然现在大多数学校开始重视实践教学，很多课程都

安排了实践环节，并且有集中的教育见习、实习等，

但和其他国家的教师人才培养模式相比，我国教师

的实践教学不仅时间短，而且形式单一，从而使实践

教学和理论教学并未有机整合到课程设置和教学安

排上。实践教学往往演变为理论教学的补充，缺乏

从实践中对理论进行反思和提升，只是对理论教学

的一种实践验证。这些方面，造成理论教学与实践

教学只是很简单的说明解释补充关系，导致理论和

实践缺乏有效互接。

（二）实践教学缺乏系统化

实践能力不是单一的能力构成，是理论知识为

基础，以实践活动为载体，以解决问题为根本目的的

一种综合能力，因此，实践教学体系是一个完整系

统。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要比其他专业的课程设置更

加广博与丰富，既包含有普通教育学、普通心理学等

“大教育”的相关课程，也包含学前教育自身特色的

专业课程；既包括专业理论知识，也包括琴、棋、书、

画等专业技能；既包括教育知识，还要掌握保育及科

学组织一日生活活动的知识等。如何安排这些课程

并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则对实践教学的实施提出

更加严格的要求。但是目前高师学前教育专业课程

实践环节各自为政，缺乏统一安排和规划。

（三）将实践能力等同于技能训练

学前教育是实践性很强的一门专业，除了对教

师的职业技能和弹、说、舞、唱、画等艺术教育能力

有较高的要求外，更需要教育者采用符合幼儿身心

发展特点的独特方法，将广博的知识创造性地融合

到幼儿所喜欢的活动中去，在活动中引导他们去观

察、感受、操作和体验，进而形成一定的概念和经

验。目前，实践教学重单一技能练习，轻专业能力培

养；重外显知识获得，轻内隐理念渗透，从而使教师

进入实践教学后，既缺乏专业的精神，也缺乏从长远

的角度促进儿童发展的能力。

三、构建学前教育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

主要途径

学前教育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是由目标体系、内

容与实施体系、评价体系、监控管理体系、保障体系

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

（一）构建实践教学目标体系

实践教学目标体系是指学生通过实践教学活

动，在专业信念、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等方面应达到

的水平或标准，是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的基础和方

向［３］。实践教学目标体系应从三个维度加以界定：

１．专业理念（即拥有正确的儿童观、教师观、教育观

等）；２．专业知识与能力（包括促进儿童发展的知识

与能力、活动设计与实施的知识与能力、组织管理的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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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能力、反思和研究能力等）；３．专业精神（从事

某种专业所需要的特定的思想信念与道德品质，包

括教育信念、专业态度与动机等）。明确多维的实践

教学目标体系，旨在将教师职业道德、专业知识、专

业能力等进行整体建构，从而加强学前教育专业学

生的专业性，使其更凸显专业品质。

（二）构建实践教学内容体系

实践教学内容体系是实现实践教学目标的载

体。传统的实践教学主要是见习与实习，时间比较

短，学生进入教学实践后，要么不知如何操作，要么

就将所学理论抛却脑后，简单复制一线教师的操作，

因此，我们应该从整体上构建实践教学内容体系。

１．构建完整的实践课程体系

根据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要求以及《幼儿

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学前教育理念，新的课程

体系强调综合性、突出实践性、注重发展性，逐步整

合课程体系，对现有课程进行调整与整合，形成以应

用型人才培养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其内容主要包括

四个部分：通识类课程、学科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与

专业技能课。其中，专业技能课不仅指声乐、琴法、

舞蹈、绘画、手工制作等技能技巧，也包括各类教学

实训、课堂观摩等，如，加强各类教育活动设计，包括

学前健康教育、学前社会教育、学前语言教育、学前

科学教育、学前艺术教育等，观摩评析各类幼儿园教

育活动视频及图片资料，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融

合，实现教学做合一，构建完整有效的专业能力训练

体系［４］。

２．注重基地实践，加强实践技能训练

基地实践包括教育见习、教育实习、顶岗实习

等，教育见习帮助学生形成职业意识；教育实习与课

程教学相结合，学以致用；顶岗实习与就业相结合，

展示个性和特长，双向选择，提高就业质量，这是实

践教学的最终落脚点。

教育见习———增强职业感性认识。从第二学期

开始，每学期见习一周左右，使学生感受学前教育各

方面活动，坚定理想信念，明确职业目标和努力方

向。见习可与专业课程教学相结合，既巩固了教学

内容，又达到了学以致用的目的。

教育实习———巩固专业能力。在经历５个学期

的学习后，学生带着已有的专业知识到幼儿园等学

前教育相关机构进行为期一学期左右的实习，观察、

了解、研究教育服务对象的生理、心理、能力等方面

发生发展的现象、特征，多种形式探索实践短期实习

模式，用专业理论指导实践，从实践感悟中发现自身

不足，获得理性认识。

顶岗实习———搭建宽阔就业平台。即顶岗实习

与就业、创业相结合，拓展职业能力，展示个性和特

长，增长才干；互利互惠，双向选择，共建课程，密切

与用人单位的广泛联系，形成培养与就业的良性循

环，有效地提高就业率。

为达成教育实践目标，保证教育实践的针对性、

层次性、有效性，教育见习和实习应该全学程不间

断，分层次逐步递进，不断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

技能分析、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独立思

考与独立工作的能力。

３．注重活动实践，深化实践技能

活动实践形式包括专业竞赛活动、模拟活动、参

观活动、研究活动等。如，开展师范生专业技能竞赛

活动增强学生的专业能力；引领学生听取学术报告、

参观幼儿园等活动增强其对本专业的理解；模拟幼

儿园游戏、一日生活等各种活动，培养其实践应用能

力；利用寒暑假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实践活动强化专

业能力。如，到农村、城镇幼儿园支教，调查本地区

学前教育发展状况等，使学生在服务社会的同时，提

高自身的专业水平，增强实践能力。总之，以上几个

方面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全面整合，促进师范生专

业理念、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等发展。

（三）构建多元化的实践评价体系

建立科学、完整的实践教学考核评价体系，是促

进实践教学质量快速提高的主要手段。传统人才培

养模式的效果评价机制主要通过课程考试进行，主

要考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理解程度，因此，应该构

建多元化的实践评价体系。

１．在学科知识的考查方面，改革考试方法，着重

考查学生理解和掌握知识、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

力。运用开卷与闭卷相结合的办法，把标准化试题

与创新性试题结合起来，着重考查学生的学习能力、

创新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２．在舆论导向方面，在各种类型的评优活动中，

在包括学科学习在内的各种评价活动中，都把能力

因素置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强调就业能力和创业能

力的培养，把职业选择能力和毕业生工作业绩作为

引导学生培养能力素质的重要导向因素。

３．加强校内实训和校外实践的指导和管理。校

内实训有报告或成果，由专业指导教师评定成绩并

做好记录；校外实践由幼儿园和学校指导教师联合

考核学生的素质和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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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构建完善的实践教学保障体系

１．创设完善的实践教学条件，建立实践教学基

地。校内实训实验是学前教育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

重要构成部分，要建设各种实训室，包括钢琴教室、

音乐教室、学前教育活动模拟实训室、画室、舞蹈教

室、手工制作室、蒙氏活动室、感统训练室、微格教室

等。在校外，建立一批相对稳定的实习基地。

２．推进高师学前教育专业师资队伍建设。学前

教育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不仅需要教师有扎实的

专业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而且要求教师能长期深

入实践，从而对学生进行有效指导。因此，高校必须

创造让专业教师在一线定期接触调研实践的机会，

对专业教师进行不同形式的培训，同时聘请有丰富

实践经验的教研员、名师、幼儿园园长作为专业兼职

教师，指导实习和实训工作，建立一支具有现代教育

理念和创新精神、教学能力强、熟悉幼儿园教育、乐

于教书育人的高素质实践教学师资队伍。

３．探讨高师学前教育专业与社会学前教育机构

合作的双赢模式［５］。目前，大多数实践形式是高校

单方面请求实践基地接受学生的见习或实习并给予

低额的指导费用，高等院校并没有与实践基地实现

对等合作。相反，由于缺乏有效指导，实践时常出现

盲目无序状态，不但不能给幼儿园带来利益，而且还

干扰了幼儿园的正常工作管理和教学，从而使高校

的实践教学常常陷入瓶颈，因此，把幼儿园实践基地

发展成战略合作伙伴，建立与实践基地的双赢模式

是必然的选择，除了学生进入实践基地后帮助其提

升教育理念、创设幼儿园环境等外，高校可利用教育

科研、教师培训等资源优势与实践基地合作，共享科

研成果，提高一线教师的理论水平和科研水平，从而

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１］　朱家雄．幼儿园课程［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１９．

［２］　教育部．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Ｎ］．中国教育报，２０１１

－１２－１２（３）．

［３］　杜燕红．学前教育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Ｊ］．课程·教材·教法，２０１３（２）：９３．

［４］　徐丽玲．幼儿教师专业能力培养的体系构建与实施策

略［Ｊ］．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２０１３（２）：１０５．

［５］　欧阳洁，陈朝晖．当前高师学前教育专业实践教学的问

题与思考［Ｊ］．当代教育论坛与实践，２０１１（８）．

［责任编辑　张雁影］

（上接第１２８页）

［参考文献］

［１］　王杰，薛钰川．学前教育本科生职业认同现状的调查与

研究［Ｊ］．鸡西大学学报，２０１１，１１（１）：３－４．

［２］　饶薇．师范生职业认同影响因素探析————以江西省

３所师范院校为例［Ｊ］．南昌高专学报，２０１０，２５（２）：６６

－６８．

［３］　王颖．普通高师毕业班学生职业认同调查研究————

以廊坊师范学院为例［Ｊ］．教师教育研究，２００９，２１（５）：

２９－３４．

［４］　“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师范生培养状况调查”项目组．中

国高等师范院校师范生培养状况调查与政策分析报告

［Ｊ］．教育研究，２０１４，（１１）：９４－１０６．

［５］　武旭召，孙卫，杜田．师范生教师职业认同感调查研究

［Ｊ］．北京教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０，５（１）：１０

－１４．

［６］　刘宇．当前我国教师师德建设问题及对策［Ｊ］．现代教

育科学，２０１４，（１２）：４４－４５，３７．

［７］　牛淑珍．中小学教师师德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Ｊ］．

学周刊Ｃ版，２０１５，（１０）：６８．

［８］　谭忠毅．试述当前师德建设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路径

［Ｊ］．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２０１４，２７

（８）：４４－４６．

［９］　刘英杰．中国教育大事典［Ｍ］．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３：９７－９８．

［１０］鲍硕来．由安徽高校师范生的基层供需状况分析引发

的思考［Ｊ］．华东经济管理，２００９，２３（７）：２１－２４．

［１１］张微，薛金凤，岳远航．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形成机理

研究［Ｊ］．教师教育论坛，２０１５，２８（７）：４２－４６．

［１２］胡苗锋．免费师范生教师职业认同研究［Ｄ］．上海：华

东师范大学，２０１２．

［１３］刘华超．师范院校大学生就业困境探析［Ｊ］．才智，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１４］刘红霞．家庭因素对大学生职业选择影响的质性研究

［Ｄ］．武汉：华中科技大学，２０１２．

［责任编辑　李亚卓］

６３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