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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洛学院学前教育本科生对实践

课程的认知现状及改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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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隐喻研究法(目的性随机抽样法和访谈法&研究商洛学院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对实践课程的认识现状)研究结

果表明'商洛学院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对实践课程理解不全面&存在误差!重视实践课程的学习&但存在畏难情绪!对理论课

支撑实践(转化为实践的认识不足)因此&提出以下建议'增强学生对实践课程本身性质的理解&建立合理的教育见习$实习%

制度!建立多层次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增加校内实训室的数量&保证实践教学质量!提高教师实践能力&培养学生专业理论

与实践相互转化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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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学前教育专业的综合性(专业性(应用性很强&

主要为幼教机构培养一线幼儿教师)幼儿教师的工

作对象是幼儿&且幼儿处于形象思维发展阶段&爱模

仿(好动(情绪不稳定&自理能力较差&与中小学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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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很大的差别)其工作对象的特殊性&要求学前教

育专业学生不仅要拥有丰富的理论知识&而且具备

较强的实践能力)因此&学前教育专业在实际教学

中应突出应用性&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但

是&相关调查研究表明'各师范院校学前教育专业课

程的设置呈现出理论课程多(实践课程少的统一态

势&

-

#

.多数高校存在培养规格与培养目标不匹配&培

养规格内容庞杂(不具体等问题)

-

!

.李可娟在0陕西

高校学前教育本科课程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1中提

出'陕西高校学前教育专业课程存在专业课程重理

论轻技能&实践课程所占比例较小&教育见习(实习

效果不佳等问题)实践课程的缺失已经影响专业建

设和学科发展&关乎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商洛学院学前教育专业作为一个新办专业&探究其

学生对实践课程的认知现状&对其专业的提升有着

重要意义)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三种研究方法'一是隐喻研究法&隐

喻认知理论认为&隐喻是人类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

具有一定层次性)束定芳在0隐喻学研究1中指出'

教育隐喻指在一切教育活动过程中所开展的隐喻认

知与所使用的隐喻语言)

-

%

.作为质的研究常用方法&

现已广泛的应用于各研究领域)本研究通过记录调

查对象的隐喻&如"实践课程像44#获取他们对实

践课程的隐喻知识)同时&为了明确调查对象隐喻

的意义&研究者让他们对隐喻做出简单说明)二是

目的性随机抽样法&即根据研究目的对研究对象进

行随机抽样&保证研究的信度(效度)三是访谈法)

本研究采用非结构访谈&围绕"你认为专业实践课程

有什么价值3#"你觉得专业实践课程难度如何3#"在

见习$实习%中&你觉得实践课程发挥了什么作用#(

"你认为实践课程教学效果如何#等问题展开&更加

深入全面(深刻地了解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对实践

课程的认识情况)

本研究对象为商洛学院学前教育专业
!"#!

2

!"#E

级本科生)研究者随机抽取了
#%"

名研究对

象&让他们写出实践课程的隐喻&以及各个隐喻所表

达的意思&并针对性进行访谈&最终收取有效作品

#!D

份)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在结构上看&隐喻是喻体和本体之间的映射)

本研究以此为根据对所收集的隐喻进行归类&结果

见表
#

)

表
#

!

学前教育本科生对实践课程所作隐喻

隐喻的本体 隐喻的喻体 所表达的意思 百分比

实践课

程的教

与学

积极

游戏(糖(大力

水手的菠菜(咖

啡(

/3,,'T1::

;

多加练习(充满力

量(发 现 自 己 的

特长

#%=Ea

消极

大山(老虎(低

人一等(骨头(

逛街

技能课学习起来困

难(教育见习难以

保障质量

!!=%a

实践课程

的价值

手和脚(花(武

士的剑(生活必

需品

实践教学是就业的

必要保障(是"武士

的剑#

!$=Ea

实践课程

与专业理

论之间的

关系

水和万物(根与

叶(面包和草莓

酱(奶瓶和奶

只有专业理论扎

实&专业技能才能

更好的发挥!专业

理论和专业技能相

互促进

#$=@a

实践课

程本身

特点

积极

尺子(口香

糖(美丽的

外衣

实践课程有客观标

准&实践课程是技

能的学习

##=Ea

消极

磨 人 的 妖

精(山外山(

人外人

需要练习&枯燥乏

味&且永远没有最

好&只有更好

#"a

!

根据以上调查结果&隐喻的本体涉及实践课

程的教与学(实践课程的价值(实践课程与专业理论

之间的关系(实践课程本身的特点&这反映出学前教

育本科生对实践课程认知呈现多元化&但是认知仍

然存在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知道实践课程重要)但对实践课程理解不

全面)存在误差

学前教育实践课程包括三类'艺术类实践课程(

幼儿教育教法课程(教育见习$实习%&其中艺术类实

践课程主要包括钢琴(舞蹈(手工制作(画画(声乐!

幼儿教育教法课程&包括科学的观察指导幼儿的行

为(设计和组织教学活动等-

E

.

!教育见习$实习%主要

指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以定期或不定期的方式&深入

幼儿教育一线&进入幼儿园或其他幼教机构观摩(

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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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

的调查对象从实践课程的本身特点做出

隐喻&"实践课程是尺子&有衡量标准&可以通过考级

的方式证明水平#!"实践课程是口香糖&开始甜甜

的&越嚼越难嚼&练习难度越来越大&强度越来越

强#!"实践课程对于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就像是武

士的剑&不可或缺#!以实践课程的教与学为喻体做

的隐喻中&仅仅
!

人提到教育见习"教育见习就像逛

街一样#&"教育见习走马观花图个新鲜#)

在访谈中学生提到课下参加辅导班以提高钢

琴(舞蹈(绘画技能&如&"我报的
%

个班每周要上
@

节课#&"报班的费用都占我生活费的三分之二了#)

但没有人提到任何关于幼儿园模拟教学的学习和

训练)

从这些隐喻(访谈可以看出调查对象将实践课

程简单的理解为艺术类实践课程&未将幼儿园教育

教法课程纳入专业实践课程&只有极少数调查对象

认为教育见习$实习%属于实践课程&窄化实践课程

内涵&对实践课程理解存在误差)

#二$重视对实践课程的学习)但存在畏难情绪

!$=Ea

的调查对象对实践课程的价值做出隐

喻'"实践课程给我们/手和脚+&让我们更加强大#(

"实践课程像花&可以吸引别人#("实践课程是生活

必需品&必须学习#&并在隐喻的解释部分&他们都认

为实践课程对于就业有着积极的意义)在访谈中&

调查对象亦提到"幼儿园招聘老师要弹
@

分钟的大

曲子&我能不练吗3#由此可见&调查对象以就业为导

向&重视对实践课程的学习)同时&费广洪(郑春娟

等人选取深圳和珠海两地幼儿园园长作为调研对

象&结果显示多数园长更重视专业理论课和艺术技

能的学习&轻视专业基础课程和研究型教师素质的

培养-

@

.

)这说明调查对象重视艺术技能的学习&符

合市场需求)

但是&从调查对象的隐喻可以充分的感受到强

烈的畏难情绪)

!!=%a

的隐喻表现出实践课程的教

与学的消极态度222 "实践课程像大山压得我喘不

过气(实践课程像老虎(实践课程像骨头很难啃#等&

只有
##=Ea

的隐喻对实践课程的教与学表现出积

极态度222"实践课程像游戏很轻松(实践课程像

糖#等!关于实践课程本身特点的
#"a

隐喻表现出

消极态度&认为"实践课程是磨人的妖精#&需要反复

练习&并很难达到行业要求)这些隐喻说明&

%!=%a

的调查对象认为学习实践课程有压力)甚至于有学

生在访谈中提到"上舞蹈课我就痛苦&腿就是下不

去&我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一专业)#

由于调查对象对实践课程的认知存在偏差&窄

化课程内容&此处可以理解为调查对象认为学习艺

术类实践课程存在难度&并不能说明他们对专业技

能课(教育见习$实习%的学习态度)

#三$对实践课程与专业理论之间关系认识明

确)但对理论课支撑实践"转化为实践的认识不足

表
#

可以看出&调查对象除了对实践课程本体

做出隐喻外&

#$=@a

的调查对象对实践课程与专业

理论之间的关系做出隐喻)虽然这一比例不高&但

是弥足珍贵)"专业理论是水&实践课程是万物&水

可以滋润万物的生长#!"专业理论是根&实践课程是

叶&实践课程的学习必须建立在一定的专业理论之

上#!"专业理论是面包&实践课程是草莓酱&专业理

论是主食而实践课程只是配料#!"专业理论是奶&实

践课程是奶瓶&专业理论是品质保障&实践课程是包

装)#从这些隐喻可以看出&调查对象对实践课程与

专业理论之间关系的认识比较明确&重视专业理论

的价值&认为专业理论是专业实践的基础&将其放在

学习首位)

表
#

中调查者并未发现与"专业理论向专业实

践转化#的相关隐喻)但在访谈中&调查对象说了自

己的观点"很多幼儿园老师不是我们专业的&对孩子

很凶&孩子一样听她们的话)#"我去幼儿园按照学的

来&孩子根本就不听我的)我们学的在幼儿园往往

派不上用场)#"理论是理论&实践是实践&根本不一

样)#这说明调查对象未以专业的角度思考现实问

题&没有意识到专业理论可以向专业实践转化(指导

并提升实践)

专业理论与专业实践不是直线化(相对应的关

系&并不能直接用于幼儿园教育(教学实践&需要时

间沉淀才能转化为专业实践&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调查对象对此认识不清&极有可能出现理论(实践

"两张皮#的现象&怀疑所学课程的价值&甚至否认整

个专业教育的价值&严重的可能会离开学前教育

D%#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

年第
##

期

行业)

-

$

.

四"增强学生对实践课程的认知及改进

策略

本科学前教育专业呈现出"理论课程多&实践课

程少的态势#

-

#

.

&"忽视教育理论的实践品格#

-

D

.

&最

终导致教育理论没有教育实践的支撑&影响学生实

践能力&也影响学生对实践课程认知水平)

#一$增强学生对实践课程本身性质的理解)建

立合理的见习#实习$制度

美国心理学家佛拉维尔认为&元认知是一个人

所具有的关于自己思维活动和学习活动的认知和监

控&其核心是对认知的认知)提高实践课程的元认

知能力&使学生对实践课程的认识深刻化(自动化)

这有利于学生走出实践课程浅显(仅是技能训练的

误区&增强其对实践课程本身性质的理解&理清专业

实践课程与专业实践课程相互转化(支持的关系)

皮亚杰提出"人认识事物的过程就是图式由平

衡到不平衡再到平衡的动态过程#)可见&正确的认

识事物的过程是复杂的(需要反复实践的)建立合

理的见习$实习%制度&有利于增强学生对实践课程

的认识)我国学前教育处于自主探索发展阶段&借

鉴国外的实践课程发展的经验可缩短实践课程的探

索时间)在英国大学教师教育课程之一为"学校体

验#&大学学习与教育机构连续的(分阶段的结合起

来&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学习(探究)法国师范生

在两年的学习中&将进行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教学

实习活动)

-

V

.德国规定大学阶段毕业后&学生还需要

进行
!

年的见习)

-

V

.

谢东平在0地方综合性本科院校学前教育专业

全程实践模式的构建1提出&学前教育专业应建立

"全程实践模式#&将实践课程有层次的融入学生四

年的学习之中)米立超在0全实践理念下学前教育

本科专业多元化人才培养机制现状研究222以重庆

市为例1提出'"以全实践理念为指导&整合政府(高

校(教师(学生(用人单位五个主体&对学前教育专业

人才培养机制进行完善#)

学前教育专业应以专业理论和专业实践为轴线

构建课程体系&突出实践课程结构&凸显实践课程地

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现"实践引导教学&实践推

动教学&实践检验教学#

-

F

.的目的)

#二$建立多层次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增加校

内实训室的数量)保证实践教学质量

实施实践课程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撑)多

层次的实践教学基地&既利于增加学生实践机会(经

验&又利于扩大学生专业视野&了解专业发展现状&

将专业理论应用于教育实践之中)校内实训室是实

践教学的必备物质条件&保证实践教学活动顺利开

展&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营造良好氛围)

但是&相关调查发现'"学前教育专业教育实践

课程在时间(空间上组织实施过于集中)实习园

$所%的选择空间上过于局限于几所幼儿园&社会声

誉较好且接受准教师教育实习那几所幼儿园压力较

大&学前教育专业实习往往固定在几个实习幼儿园&

而对于准教师来说又固定在一个学校见习(实习&这

样不利于准教师感受不同的幼儿园文化&以及多元

教学方法(风格的学习)#

-

#"

.并且&近几年本科学前

教育专业学生数量激增&幼儿园接收能力不足&甚至

几个甚至十几个学生在同一个班级见习$实习%&这

严重影响了见习$实习%的效果)同时&幼儿园班级

接收多个实习生严重干扰其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

因此&各个幼儿园接收见习$实习%生积极性不高&即

使接收也只让学生做些杂活&学生不能有效的观摩

教学活动&难以达到见习$实习%的要求&也挫伤学生

见习$实习%的积极性)

基于以上分析&学校必须建立稳定的(多层次的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与幼儿教育机构形成长期(稳

定(互利的关系&学校规范学生在见习中的行为以协

助基地工作的开展&基地反馈真实的需求促进学校

见习$实习%制度的完善&

-

##

.可以让学生定期(深入

地进行实践学习&了解幼儿(了解行业(增强实践

能力)

在此基础之上&学前教育专业需建成校内实训

室组织学生进行幼儿教育模拟训练&教法练习等&其

主要包括绘本馆(蒙台梭利实训室(奥尔夫音乐实训

室(心理测量室(幼儿保育训练室等&以此为依托促

进学生掌握教育教学方法(教育理念)有条件的高

校可建立附属幼儿园&开辟校内实习基地&让实践课

V%#



!

总
%!

卷 赫
!

艳'商洛学院学前教育本科生对实践课程的认知现状及改进

程在真实中进行&学生在真实中学习(训练&这样既

提高学生参与实践教学的兴趣&也保证实践教学的

质量)

#三$培养学生专业理论与实践相互转化的意识

0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1在专业知识维度

方面提出'幼儿园教师应"具有相应的艺术欣赏和表

现知识)#

-

#!

.相关调查表明'有
F#=@a

的园长认为幼

儿园教师最应该学舞蹈!

VV=!a

的园长认为最应该

学美术)

-

@

.这说明从"应然#和"实然#两个角度&学前

教育专业学生需掌握艺术技能)幼儿教师的培养明

显不同于其它学段分科教学的教师&幼儿教师必须

具备较高的综合职业素质&既懂教育&又能保育!既

要熟悉各门学科知识&有广博的理论基础&又要能唱

会画&具有艺术表现能力!既要拥有专业素养&又要

具备以爱心(耐心(细心为核心要求的职业道德和职

业养成)

-

#%

.这就要求本专业学生以理论指导实践&

实践支撑理论&具备专业理论与实践相互转化的意

识和能力)

在真实的教育世界里&有关实践的问题并非以

良好的结构展示在实践者面前&有时甚至根本不是

"问题#&只不过是一些杂乱而模糊的情境而已)

-

#E

.

因此&专业理论向实践的转化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

时间和经验)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建立教学即

探究的理念&

-

#@

.转变教学方法&让学生自主学习&增

加其积极的学习体验)

-

#$

.与此同时&教师不仅要增

加教学的趣味性&而且增强专业理论和学前教育实

践之间的联系&让学生在探究性学习过程中深切领

会到本专业基本的理论思维方式和思考视角&

-

#D

.使

学生认识到从书本上所"倡导的理论#转化为实践中

所"运用的理论#过程的曲折性&

-

#V

.做好应对准备&

形成转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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