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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学前教师专业发展

高专院校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计划的探索与实践
!!!以湖北"陕西"辽宁"浙江四省部分高专院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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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提升教育质量的动力源泉&*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计划+"简称*卓越计划+#是

近年来各省市高专院校推动学前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举措&文章选取四个不同省份的六所学校$其推行*卓越计划+

的措施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以*卓越+为导向$优化培养目标!以*改革+为基础$优化课程体系!以*创新+为动力$协同整合资

源!以*质量+为保障$加强师资建设及相关政策'制度的制定与落实$切实促进学生的专业发展&在吸收和借鉴前人的研究成

果基础上$以期为相关理论研究者和决策者提供借鉴&

关键词!卓越幼儿园教师!教师教育!高专院校!探索!实践

中图分类号!

DC#B

!!!!!!!!

文献标识码!

E

!!!!!

文章编号!

!"FB@AA"3

"

!"#$

#

##@""%#@"B

GHI

获取!

0;;

J

%((

:11

5

:.1

<

?2

K

()*+,-?L+

(

L0

(

2+M41?,:

J

1

!!

!"#

%

#"?##FFB

(

K

?2::+?!"FB@AA"3?!"#$?##?""C

6A

/

,"2-%#"(-(!12-5%#5*"06A5*,,*(%7#(!*2

8

-2%*(3*-5)*232-#(#(

8

12"

8

2-@#(=",,*

8

*.-(!H(#>*2.#%#*.

.

3-?#(

8

$"@*=",,*

8

*.-(!

H(#>*2.#%#*.#(F&:*#

$

$)--(A#

$

<#-"(#(

8

-(!I)*

J

#-(

8

-.*A-@

/

,*.

!"G?U');(8+

3

"

56(789'0+:7'2+72:7;001

$

B0+

3.

8+?+'@2=A'9

.

$

B0+

3.

8+

$

J(

K

'8+%C&"#!

$

/;'+8

#

9:.%2-5%

%

]492;,-2T,;2(+G-,+.(*R4,L04*

)

:OM)L,;2(+

"

!"#$@!"!!

#

L-4,*-

<J

(2+;4M();;0,;;4,L04*

)

:4M)L,;2(+2:;04M*292+

Q

.(*L4;(27

J

*(94;04

5

),-2;

<

(.4M)L,;2(+?R04

*

O1L4--4+;P2+M4*

Q

,*;4+R4,L04*

)

:R*,2+2+

Q

G-,+

+"*

O1L4--4+;G-,+

+

.(*:0(*;

#

2:,+27

J

(*;,+;74,:)*4;(

J

*(7(;4;04*4.(*7,+MM494-(

J

74+;(.

J

*4:L0((-;4,L04*:

)

OM)L,;2(+2+L(--4

Q

4:,+M)+294*:2;24:2+

9,*2():

J

*(92+L4:,+M7)+2L2

J

,-2;24:2+*4L4+;

<

4,*:?/21)+294*:2;24:2+.()*M2..4*4+;

J

*(92+L4:,*4:4-4L;4M2+;02:*4:4,*L0

$

,+M

2;2:.()+M;0,;74,:)*4:L,**24M();2+;04:4)+294*:2;24:L,+=4

Q

4+4*,-2T4M2+;(.()*,:

J

4L;:

%

;,V2+

Q

*

41L4--4+L4

+

,:;04

(*24+;,;2(+;((

J

;272T4;04;*,2+2+

Q

;,*

Q

4;

!

(

J

;272T2+

Q

;04L)**2L)-)7:

<

:;47(+;04=,:2:(.

*

*4.(*7

+!

2+;4

Q

*,;2+

Q

*4:()*L4:

U2;0

*

2++(9,;2(+

+

,:;04 7(;294.(*L4

$

,+M;,V2+

Q

*

5

),-2;

<

+

,:;04

Q

),*,+;44;(:;*4+

Q

;04+;044:;,=-2:074+;,+M

27

J

-474+;,;2(+(.;04L(+:;*)L;2(+(.;4,L02+

Q

:;,..,+M*4-,;4M

J

(-2L24:,+M:

<

:;47:?R04

J

*(.4::2(+,-M494-(

J

74+;(.;04

:;)M4+;:

Q

,2+:4..4L;29427

J

*(9474+;=

<

;04:474,:)*4:?N+;04=,:2:(.,=:(*=2+

Q

,+M-4,*+2+

Q

.*(7

J

*492():*4:4,*L0

,L0249474+;:

$

2;2:0(

J

4M;(

J

*(92M4*4.4*4+L4:.(**4-49,+;;04(*4;2L,-*4:4,*L04*:,+M

J

(-2L

<

7,V4*:?

7*

'

;"2!.

%

O1L4--4+;P2+M4*

Q

,*;4+R4,L04*:

!

;4,L04*

)

:4M)L,;2(+

!

L(--4

Q

4:,+M)+294*:2;24:

!

41

J

-(*,;2(+

!

J

*,L;2L4

一"(卓越计划)实施背景与内涵

在教师教育改革的现代化进程中$部分发达国

家已对如何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升教师培养质量'

培养卓越教师进行了相关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如$

美国
!"

世纪
$"

年代为施行卓越教师培养计划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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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0国家为培养
!#

世纪的教师做准备1及0明日之教

师1两份报告$旨在进一步明确教师教育改革的方向

并提升教师质量$该计划最终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

年英国发布了0教学与学习%专业发展战略1及

!"##

年0培训下一代卓越教师1的教育政策咨询稿!

!""&

年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发布0卓越教师.通过

持续的专业发展开启学生潜能1的报告!新加坡国立

教育学院
!""F

年发表了*新加坡面向
!#

世纪教师

教育模式报告+等&这些报告或文件的核心理念及

意义都传达了共同的核心精神%加强优秀教师的培

养$深化教师教育改革$全面提升教师培养质量$促

进教师专业发展是
!#

世纪高校师范教育人才培养

的使命和追求&当下我国正值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

的重要时期$从
!"##

0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教师教

育课程改革的意见1"教师,

!"##

-

C

号$以下简称*意

见+#

,

#

-到
!"#&

年教育部发布0关于卓越教师培养计

划的意见1"教师
!"#&

#

B

号$以下简称*卓越计划+意

见#都从不同层面揭示了当前高校教师教育的现状$

即*教师培养的适应性与针对性不强'课程教学内容

和教学方法相对陈旧'教育实践质量不高'教师教育

师资队伍薄弱等突出问题&大力提高教师培养质

量$成为我国教师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

务&+

,

!

-从目前来看$国内学前教育各级各类人才培

养院校及基地早已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何优化高

校学前教育专业的办学$如何培养高质量的学前教

育专业人才$已然成为一个亟待研讨和实践的现实

问题&事实证明$*卓越计划+的实施需要对人力"师

资建设#'物力"硬件设施的配套投入#'财力"经费支

持#及制度建设"课程管理及质量评价体系的建立#

等因素进行全面考虑和综合架构$从而为适应学前

教育改革发展的需求$构建厚基础'强能力'重融合

的培养体系$培养一批热爱学前教育事业'综合素质

全面'保教能力突出的卓越幼儿园教师&

二"高专院校的探索与实践

本研究集中研究和总结了辽宁"沈阳师范大

学#'浙江"湖州师范学院#'陕西"陕西学前师范学

院#'湖北"黄冈师范学院'荆楚理工学院师范学院'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四省高专院校在施行*卓越计

划+中的部分理论研究和实践的成果$发现了它们在

推行该计划中的共同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一$以(卓越)为导向!优化培养目标

知名学者杨叔子先生曾谈到%*大学的主旋律是

育人$而非制器$是培养高级人才$而非制造高档机

器&+

,

%

-

*卓越+一词中$*卓+意为卓著'超高!*越+意

为超过'超出&有学者认为*卓越幼儿园教师应该是

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的幼儿教师群体中被大家公认

的'具有较为丰富的幼儿教育经验'专业理念与师

德'专业知识'专业能力方面表现优异并对一般的幼

儿园教师具有一定榜样示范和引领作用的优秀幼儿

园教师&+

,

&

-因而$扎实'稳步地推进高校卓越幼儿园

教师培养计划$离不开确立科学'合理的培养目标&

在
!"#B

年*高层论坛+

#上$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前

系何善平教授指出卓越项目的培养目标是%以学前

教育行业需求为导向$以培养具有示范引领作用$具

备高尚的职业教师道德'扎实的学前教育理论'科学

的学前儿童思维'熟练的学前专业能力$*厚基础'强

能力'重融合+的实践取向的全科型学前教育人才&

然而$面对市场机制下幼儿教育的复杂形势$诸多幼

儿园更加青睐*艺体技能+突出的学前教育人才&与

此同时$荆楚理工学院赵红霞老师认为当前用人单

位对*技能型+*'*可用型+的学生较为青睐$此情形

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然而$针对培养卓越幼儿园教

师的需求$则需要引领幼儿园用人观念的转变$通过

对话$通过毕业生的实际表现来转变用人单位的择

才标准$从*可用型+向*发展型+转变$是选择一个

*幼儿园教师+$而不是一个*艺术特长生+&时隔近

一年之久$在
!"#C

年*学术年会+

$上$但菲教授从

*三性合一+的视角论述了卓越幼儿教师的本质内

涵$即在理论性方面$强调基础理论知识'专业知识

以及文化素养的培养$同时$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研

究意识和研究能力!在实践性方面$要求学生具备解

决实践问题的能力$并且能在实践中进行观察'反

思'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艺术性方面$主要强

调对学生艺术素养的培养&此外$提升农村幼儿教

师质量早已成为政府和学界十分关注的话题$以浙

江省为例$在大步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步伐下$人们对

高质量幼儿教育的需求日益凸显$切实实现这一目

标则有赖于众多卓越的幼儿园教师&岳慧兰副教授

谈到新农村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目标时认为%建立

对农村学前教育的了解'认同与喜爱$并热爱和关心

儿童的成长需求!完善和促进通识知识'专业知识和

实践知识相融合$在幼儿园的教育教学实践中$不断

地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探索开发乡土资源$在*技

能+

%领域拥有一技之长$逐渐增强自身的社会责任

感及主动'积极'探索和反思的能力&综上论述$由

于地域文化特色及办学层次等原因$不难发现$高专

院校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目标呈现出层次性'多样

性'差异性的格局&

!%



!

总
%&

卷 周起煌%高专院校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计划的探索与实践

#二$以(改革)为基础!完善课程体系

某种意义上课程是教育者实现教育目标的一种

手段$如$0中国大百科全书1认为%*课程有广义和狭

义两种&广义指所有学科"教学科目#的总和$或指学

生在教师指导下各种活动的总和&狭义指一门学

科&+

,

B

-而课程体系与课程的关系$正如美国学者阿克

塞尔罗德认为%%*

X)**2L)-)7

+就像一个具有相互关联

作用的要素构成的系统$一个要素往往会受到其它要

素的制约和影响,

C

-

&为契合新时期高专院校施行*卓

越计划+的需求$构建科学'完备的学前教育专业人才

培养课程体系$既是加强各学科课程整合性'关联性

以及保障各学科课程有效实施的基础$也是贯彻和落

实卓越幼儿教师培养目标的重要举措&何善平教授

提出%构建基于培养实践取向的全科型卓越幼儿园教

师课程体系$具体课程结构以*平台领模块+形式体

现$即在*公共基础平台+和*学科基础平台+的基础上

学习*专业基础+平台的相关课程&模块包含教师教

育必修'专业选修'公共选修模块&童三红副教授谈

到应构建*弹性化'实践性'开放型+的课程体系$具体

为加大实验课'实践课的比例$参与园本课程与特色

生成课程资源建设&此外$但菲教授指出他们在省级

教改立项课题的引领下$选择部分有特色的课程作为

信息技术手段运用的重点开发课程&在此过程中$不

仅突出课程名称'课程体系的构建$而且以多样化'信

息化'灵活性的方式$增强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此外$

岳慧兰副教授谈到农村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的课程

结构包含通识课程'专业课程及实践课程三个模块$

每个模块分必修和选修$低年级以必修为主$高年级

以选修为主$师德的培养融合在各课程模块中$由课

程大纲来保障&见图
#

&

图
#

!

卓越农村幼儿园教师培养的课程结构图

"借鉴自岳慧兰副教授于
!"#C

年
F?!A

日在新疆*学术年会+上的主题报告#

#三$以(创新)为动力!协同整合资源

高专院校在课程体系'课程资源的建设上都不

遗余力的朝着*卓越计划+的培养目标迈进$在人才

培养的方式及其实现路径上$也彰显了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的理念及内涵$通过协同整合多方资源$最终

来服务于课程体系的建设及*卓越计划+目标的达

成&何善平教授在论及创新培养机制上提出了以下

几点措施%

#?

双向合作教学!

!?

院园科研合作!

%?

互

相培训!

&?

创建交流平台!

B?

进入名师工作坊$进行

个别化教学技能训练!

C?

全程本科生*双导师+制&

童三红副教授以黄冈师范学院为例$提出在本校

教师'幼儿园导师'卓越班学生三方基础上$建立学习

共同体$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反思能力!利用和开

发网络资源$辅助教师创新教学方式和理念$借助信

息化的手段$帮助学生获得丰富的课程资源!以常规

化的院级'校级'省级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推动学生

不断获得专业发展&此外$湖州师范学院在汲取美国

教师发展学校及国家卓越教师培养三位一体协同培

养机制的经验上$探索出基于学习场域建构的实践取

向的四位一体协同机制$"如图
!

#并且依据教师专业

发展规律$设计出农村卓越幼儿园教师职前...职后

专业成长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如图
%

#&

图
!

!

教师发展学校协同培养机制

沈阳师范大学学前与初等教育学院结合自身的

优势及人才培养理念$全面开拓卓越幼儿教师的特

色化培养路径$如$开展*卓越项目+研究$设立省级'

校级大学生课题$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促进学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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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素养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举办*名师讲坛+*学术

讲坛+*名师课程+$开展实验工作坊项目教学'大学

生创新创业计划'实行境外研习$拓宽专业视野等!

采取一定的政策倾斜$提高面试推荐研究生比例&

概而言之$各个高专院校在施行卓越人才培养计划

上做出了巨大的尝试和努力$各有千秋$它们对推动

和完善*卓越计划+具有重要推进作用&

图
%

!

卓越农村幼儿园教师专业成长路线图

"注释%图
!

和图
%

均借鉴于岳慧兰副教授于
!"#C

年
F?!A

日新疆*学术年会+上的主题报告#

!!

#四$以(质量)为保障!加强师资建设及相关制

度"政策落实

毋庸置疑$人才培养的过程是一项复杂'全面'综

合的系统工程$涉及到高校师资队伍的建设$学校软'

硬件的配套投入$后期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估及相关制

度的制定等&但菲教授提到为保障卓越教师培养计

划的实施$该校*卓越幼儿教师培养计划+纳入沈阳师

范大学卓越教师人才培养总体规则$成立相关专业组

织和工作小组$为顺利推行该项目保驾护航$如$*卓

越教师培养专业指导委员会+*卓越教师培养工作领

导小组+!设立*卓越班+专项奖学金"*卓越+人才奖#$

奖项类别包含全能奖和单项奖及其它奖励!实行卓越

班学生攻读硕士研究生优惠政策$在同等条件下$*卓

越班+学生优先进入国际化交流项目$并依照相关规

定及时认定境外学习的学分!加强硬件环境支持$建

立临床式教学实践基地!鼓励专业教师深入幼儿教育

机构$支持教师境外短期教育考察$争取政府特殊政

策$设立卓越幼儿教师教学改革科研项目等&在涉及

卓越人才培养*主体+"学生#上$何善平教授认为通过

教学评价改革促进学生学习方式转变$树立多元评价

理念$以多元发展性评价作为教师教育评价导向$将

有助于提升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的质量!建立培养质

量与毕业生成长发展跟踪评价制度!以学生素质发展

和试教'乐教为主要内容$建立学生专业发展考核评

价和滚动淘汰机制!实施个性培养方案$引导学生转

变学习方式&此外$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卓萍教授认为

贯彻落实教学与育人并重$不断完善教师绩效考核制

度$态度与过程结合$合理构建教学评价体系$对加强

和提升教师质量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三"反思与讨论

#一$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标准)的有效性及市

场需求的问题

以上四省部分高专院校的学者'专家或院系学前

教育专业负责人对*卓越+幼儿园教师内涵和概念的解

读都给出了更高维度的概括$即超越了一般意义上对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的定位$其最终是为突出*卓越+

导向&然而*卓越+的*标准+如何制定2 制定的依据是

否全面'客观地反映了人才培养的核心价值取向$以及

该计划后续实施的可行性及有效性如何体现并得以切

实保障2 其中包含哪些核心素养是各层次高专院校可

以共同遵循的人才培养基本要求2 这些都成为教育部

门及学界不可回避的研究话题$依然值得进一步商榷&

此外$鉴于各地办学层次及自身条件'市场需求的差异

性等因素$培养的*卓越+人才是否能够充分适应各级

各类幼儿教育机构'企事业单位等对人才的多样化需

求2 正如有学者认为*在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过程中

要打破原来的故步自封'闭门造车的局面$积极听取来

自社会'幼儿园等多方面的意见$提高人才培养方案的

行业适应性+

,

A

-

&这些无疑成为高专院校在贯彻和推

动*卓越计划+时不可忽略的因素&

#二$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质量的评价及可操作

性的问题

有学者研究发现$结合各地办学的实际情况$制

&%



!

总
%&

卷 周起煌%高专院校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计划的探索与实践

定*整合地方教育行业相关工作人员$成立卓越教师

年度评价工作小组$对学校教师教育类专业人才培

养质量进行评估和考核$同时$分析教师教育专业的

就业状况和和供需现状+的多方评价机制$有利于推

进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

$

-

&因此$*卓越+幼儿园教

师培养质量的评价也需倡导多元评价理念$在各高

专院校办学层次'制定的*卓越+人才培养目标及构

建的培养模式等呈现差异化'多元化格局的背景下$

如何建立科学'有效的契合自身实现*卓越+人才培

养目标的质量评价体系尤为关键&由此引出另一番

问题$如$该质量评价体系如何来规范和确定2 在具

体实践过程中是否具备可操作性$具备相应的条件

予以落实和贯彻$以免陷入空洞无边'大而不当的境

地2 这些都是影响评价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质量的

重要因素&

#三$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的公平性问题

在经济学领域中$*由帕累托最优"

G,*4;(N

J

;2̂

7)7

#

&引出帕累托更优"

G,*4;(/)

J

4*2(*

#或帕累托

改善"

G,*4;(S7

J

*(9474+;

#的概念&如果改变资源

配置结构和方式至少使一个人处境变好$同时$没有

一个人处境变坏$那么改变资源配置实现帕累托更

优$这种资源配置的改变就成为帕累托改善+

,

F

-

&显

然$高专院校推行*卓越计划+实则为一项复杂的系

统工程$实施过程中结合构建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制

定的培养目标$必然要考虑到各方资源"如人力'物

力'财力等#的有效配置$它将直接决定该计划的效

率$影响其最终成效&有专家认为关于确定卓越教

师培养项目$学前领域
!"

个$为此当下有两种情况

值得深思%

#?

为什么是
!"

个2 还有第二批'第三批

吗2 没有项目的学前教师培养院校$一方面羡慕$一

方面又与该计划绝缘!而一些立项单位也是关门办

学&

!?

一些项目单位开展实验班'尖子班$将此等同

于卓越班$违背了教育公平原则$也无法凸显*卓越+

的本身含义&

总而言之$施行*卓越计划+$带给各高专院校的

不仅是机遇$同时也是挑战&一方面$享有*卓越+项

目支持的院校$能够率先在推动人才培养机制上$转

换新的思路和理念$做出积极有益的尝试$全面促进

学生的专业发展$继而努力成为一名卓越的幼儿园

教师!另一方面$全面贯彻和落实*卓越计划+的核心

精神'内涵及要求$需要配备相应的条件及科学有效

的措施$以至于不流于形式$忽略其本质的诉求&因

而$在为实现教师教育改革和创新'全面提升培养卓

越幼儿园教师的探索和实践的道路上$只有起点$没

有终点&

%注
!

释&

#!

*高层论坛+.

!"#B

年
#!

月
#%

日$由华中师范大学学

前教育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湖北省学前

教师教育网络联盟主办*学前教师教育高层论坛.教师

资格制度背景下卓越幼儿园教师的培养+会议&本次会

议为学前教育领域人员分享与交流卓越幼儿园教师培

养模式及管理经验提供交流平台&

$!

*学术年会+.

!"#C

年
F

月
!C

至
F

月
!$

日在新疆乌鲁木齐

举办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学前教育教师专业发展委员会

!"#C

年会暨第十届全国高等院校学前教育学术研讨会$承

办方为新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原新疆教育学院#的学前

教育学院&本次会议分会场"一#部分高校与会代表聚焦

讨论了*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模式改革探索与实践&

%!

*技能+领域指在美术'声乐'钢琴'舞蹈'玩教具制作'儿

童文学与艺术创编'欣赏等领域&

&!

经济效率$指资源配置达到了这样一种境地$无论作任何

改变都不可能使一部分人受益而没有其他的人受损$也就

是说$当经济运行达到了最高效率时$一部分人处境的改

善必须以另外一些人的处境恶化为条件$这种状态为帕累

托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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