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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fferent from the special education major that provides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for general compul⁃
sory education，Fujian Preschool Education College，which is based on one-hundred-year history of preschool
education，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excellent kindergarten teachers reform and training program and the cur⁃
rent shortage of preschool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has explored a lot in the position of the talent training，
curriculum setting，the construction of practical teaching mode. This kind of innovation has been well received
by similar institutions and evaluation experts，and it has also provided reference for the training of preschool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other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terms of training objectives，curriculum，and practi⁃
c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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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区别于为普通义务教育等提供特殊教育师资的特殊教育专业，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基于百年学前师范教育的

办学历史、教育部卓越幼儿园教师改革培养计划学校和当前学前特殊教育师资严重不足的现状，在特殊教育专业创办伊始，在

就人才培养的定位、课程体系的设置、实践教学模式的建构等方面进行了创新探索。这种创新得到了同类院校和评估专家的

好评，也为其他省市培养学前特殊教育师资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实践教学等方面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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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特殊教育是根据学前特殊儿童的身心特点

和教育需要，采用一般的或特别设计的课程、教材、教

法和教学组织形式及教学设备，对有特殊需要的学前

儿童进行旨在达到一般和特殊培养目标的教育（专业

认同）［1］。区别于为义务教育等阶段提供特殊教育师

资的特殊教育专业，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基于

百年学前师范教育的办学历史、教育部卓越幼儿园教

师改革培养计划学校、师范专业认证标准下结合福建

学前特殊教育师资严重不足的现状，在特殊教育专业

创办伊始，在就人才培养的定位、课程体系的设置、实

践教学模式的建构等方面进行了创新探索。

一、精准的人才培养定位：学前特殊教育

师资人才

（一）福建省复合型儿童康复师资紧缺对特殊教

育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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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福建省特殊教育人才需求预测，福建省每个

设区市残联系统建设1所示范性康复机构，各大医院

建1个儿童康复中心，加上目前福建省已建成的70多

所特殊教育学校，以及现有的民政福利院附属康复机

构等，这些机构或中心都配齐特殊教育专业或儿童康

复师资的话，师资总缺口达5000人左右。

依据《福建省特殊教育幼儿园管理办法（试行）》和

《福建省特殊教育幼儿园设置标准（试行）》规划要求，

福建省需在设区市政府所在地和有条件的县（市、区）建

立一所达到设置标准的特殊教育幼儿园，这就意味着9

个地市（不含平潭实验区）至少要设9所独立设置的特

殊幼儿园，每所幼儿园至少需要30位特殊教育老师，则

9所园若全部开办至少需要270位学前特殊专业教师。

目前福建省的特教人才培养数量相对需求而言是杯水

车薪，达不到省里提出的师生比1:3的目标，单纯面向学

前教育培养特教师资更少。2017年以前福建高校中仅

有泉州师范学院开设有本科层次的特殊教育专业，专科

层次的仅有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13年才开

始招生至今也仅百余人毕业），两所院校培养的特教师

资数量远远满足不了特殊教育的师资需求。

（二）精准培养定位，将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学前

特殊教育阶段的师资培养

2017年以前在福建仅有的2所学校招生特殊教

育专业学生，但其培养出的特教师资主要偏向义务教

育和成人康复，换言之，当前福建省内专门培养面向

0-6岁学前残疾儿童的教育康复专业人才尚属空

白。而在我省现有从事残疾儿童康复的工作人员中，

几乎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儿童康复专业培训并持有相

应职业资格证书。为此，我校在创办特殊教育专业

时，以专业体系培养出训练有素的以0-6岁学前残疾

儿童为服务对象的特殊教育师资人才，作为我们办学

的人才培养定位，非常符合我省学前儿童特教事业对

复合型康复师资的迫切需求。在国家层面以及大多

数省对特殊教育的考核或办学督导，重点对象是义务

教育阶段的特殊教育。

这些年，国家对残疾人的教育、康复工作给予了

极大关注。为切实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

《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意见》、教育部联合发展

改革委、民政部、残联等部门制定并发布了《特殊教育

提升计划（2014-2016年）》指出“积极发展非义务教

育阶段特殊教育”。《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

(2017-2020年)》则明确提出“加快发展非义务教育阶

段特殊教育”。近年来福建省也不断加大对特殊教育

的重视力度，出台诸多政策支持特殊教育事业和师资

培养。2010年福建省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快特殊教

育事业发展的意见》，2011年出台《福建省特殊教育

幼儿园管理办法（试行）》和《福建省特殊教育幼儿园

设置标准（试行）》，2014年、2018年分别出台《关于特

殊教育（2014-2016年）提升计划的实施意见》、2018

年福建省教育厅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福建省第二期

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8-2020年)、《福建省第三期学

前教育行动计划实施意见》，均提出将残疾儿童纳入

学前教育的相关规定。这些政策有效地保障了我省

特殊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也为我校开设面向学前教

育阶段培养特殊教育专业师资提供了政策依据和强有

力的支持。

二、基于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下的培养目

标与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的准确定位：专科层次高素质复合

型康复师资和专门人才

按照师范专业认证的标准，培养目标是学生毕业

5年后能达到的目标。因此，特殊教育专业培养目标

定位是，立足海西、辐射全国，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

本位，通过“学做一体”的教学模式，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具有博爱情怀与奉献精神、师德高尚、有高度

的教育智慧和强健的体魄，秉持现代康复理念，能够适

应特殊儿童康复事业发展需要，拥有扎实的专业知识，

娴熟的康复教育技能，能在城乡幼儿园、特殊教育学

校、特殊儿童康复教育机构等各类儿童教育服务机构

从事教育教学、管理及咨询工作的专科层次高素质复

合型康复师资和专门人才。

（二）基于师范专业认证标准由8个方面构成的

特殊教育专业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的确立我们也尝试进行探索创新，结合

师范专业认证，我们把特殊教育专业的毕业要求分为

8个方面，师德规范、教育情怀、特教知识、特教能力、班

级管理、综合育人、学会反思、沟通合作。师德规范方

面的毕业要求为：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遵守教育

法律法规；热爱特殊教育事业，为人师表，具有职业理

想和敬业精神。教育情怀的毕业要求为：认同特殊教

育的专业性，尊重特殊儿童的人格和权利，富有爱心、

责任心、耐心和细心；认同特殊教育对于特殊儿童、家

庭、社会的重要价值。特教知识方面的毕业要求为：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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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基本的信息化教学技术；具有基本的人文底蕴和科

学精神及较高的文化素养；掌握特殊教育和学前教育

基本理论，掌握学前儿童及特殊儿童身心发展特点，理

解特殊儿童的教育和康复需求，掌握特教评估和干预

的基本方法。特教能力方面的毕业要求为：能根据特

殊儿童的实际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对儿童进行科

学评估、制定集体教育活动方案、个别化教育和康复方

案，并尝试开展实践；创设有利于特殊儿童康复的心理

环境和物质环境。班级管理方面的毕业要求为：准确

把握特殊儿童班级组织与管理的规律与有效策略，营

造良好的班级氛围，制定与维护班级常规，建立良好的

师幼关系和同伴关系，使特殊儿童形成班级归属感。

综合育人方面的毕业要求为：树立学习与发展共同体

的理念，整合特殊儿童幼儿园（学校）、家庭、社会各方

资源，促进多元协同全面育人。学会反思方面的毕业

要求为：掌握科学收集信息、分析信息的方法，具有一

定的科研意识和创新思维，有较强的提出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和反思能力，促进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沟通

合作方面的毕业要求为：能与特殊儿童、家长、教师、同

伴建立良好的关系，进行有效的沟通，具有较强的团队

合作意识和沟通交流的能力。通过这样设计的毕业要

求，期望培养的学生能在城乡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

特殊儿童康复教育机构等各类儿童教育服务机构从事

教育教学、管理及咨询工作，达到我们设置的专科层次

高素质复合型康复师资和专门人才的学前特殊教育人

才培养目标。

三、融合学前教师教育百年办学历史优势

的课程体系设置

我们设置的课程体系主要包括公共基础课程、专

业课程、实践课程三大类。这个课程分类与大多数学

校一样，与一般学校特殊教育专业设置不同的主要是

专业课程的结构设置以及实践教学项目的不同。

（一）公共基础课程兼顾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相融

合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我们把公共基础课分为思想政治类、综合素养

类、身心健康类、就业创业类、教师教育类五个模块课

程。思想政治类课程如形势与政策、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综合素养类课程如自然科学、大学英语、大学语

文、信息技术基础。身心健康类课程有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体育与健康。就业创业类课程包括军事教育、

大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教师教育类课程如教师书法、

现代教育技术。有的公共基础课程与所学专业没有直

接联系，但它是为了培养德智体劳全面发展的特教师

资的基础课程，也是为了今后的学习提供方法论不可

或缺的课程。

这些公共基础课程体现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

课程的融合。职业教育公共基础课程功能定位经历

了“知识的学习、技能的训练、能力的培养”的变迁过

程，向社会价值兼顾个人价值，人文素养兼顾职业精

神的方向发展［2］。职业教育普通文化课程设置要满

足“人格完善的需要，与普通教育沟通的需要，专业课

程学习的需要”［3］，因此，我们在课程的设置上，普通

文化课设置的基本理念体现“实用性、职业性和生活

性”。作为学前特殊教育方面的人才培养，凸显学前

教育与特殊教育的融合，体现普教与职教的互通，既

满足了学生升学、就业的需要，又能体现学科课程本身

的教学需要。

（二）专业课程设置体现了教师教育类、专业基础

类、艺术技能类课程的科学搭配

作为师范类专业，包括了教师教育类课程，如学

前教育政策法规与师德、教师口语、儿童行为观察与分

析，这些课程知识与能力的掌握，可以让学生在今后的

教育教学过程中，提升教学效益，使老师教的更好，学

生也学得更好。第二类是专业基础类课程，涵盖了普

通的学前教育专业课程如人体解剖生理学、学前儿童

心理学、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作为面向学前教

育阶段，自然要了解正常儿童的生长发育及教学方法，

毕竟特殊儿童在很多方面与正常儿童有共性的地方。

还包括了特殊教育专业的学前儿童特殊教育概论、听

障儿童全面康复、言语治疗学、特殊教育研究方法、特

殊儿童心理与评估、特殊儿童个案研究、应用行为分

析、特殊儿童游戏治疗、学前融合教育理论与实务、特

殊儿童运动康复，这些课程知识与能力的掌握，让学生

能用适合特殊儿童的方法与内容开展教学，体现特殊

教育的“特殊性”。

第三类是特殊教育机构都高度评价在特教机构

非常实用的艺术技能课程，如幼儿园实用手工与玩教

具制作、美术基础、声乐基础与儿歌表演唱、钢琴基础

与儿歌弹唱、舞蹈基础、幼儿舞蹈与创编。我们在开设

特殊教育专业时对一些特殊教育学校、特殊教育机构

或康复中心进行调研，这些领导、老师、家长对毕业于

学前教育专业的老师评价非常高，掌握这些艺术技能

的老师非常能与孩子打成一片，亲和力强，因此我们开

办特殊教育专业吸纳了调研意见，保留了学前教育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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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核心基础课程，发挥学前教育专业的课程优势，这

样培养出来的学前特殊教育老师也更容易得到孩子喜

爱，让教育的成效更加明显。

上述三类课程简单来看，就是学前教育与特殊教

育专业课程的融合。保障残疾儿童享有普惠性、有质

量的学前教育，福建省在构建残疾儿童学前教育公共

服务网络上主要通过以下三条路径开展，一是大力发

展公办特殊幼儿园，二是特殊教育学校开设学前教育

部（班），三是随班就读范围扩大到学前教育［4］。 这

就意味着福建省需要大批合格的学前教育特教师资，

因此在课程上我们充分体现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专业

课程的融合。

（三）实践课程体系的设置体现了全程性、螺旋上

升的工学结合特色

将实践教学贯穿培养全过程，从一年级到三年

级，每个学期均有相应的不同类型的见习或实习，如一

年级到普通幼儿园，主要的实践项目有交朋友、保育见

习、保教活动观摩、心理学教育学随堂见习等。通过这

些不同形式的见习、实习，让学生了解孩子、了解教师、

了解幼儿园，重在培养职业情感。二年级到特殊教育

机构进行项目实习，项目实习与理论课程紧密相关，包

括学科实习内容、教育观察、个案研究、社会调查等。

二年级的实习项目主要根据开设的课程到相应实践基

地进行实践，学科教师将实践任务进行布置体现在实

践手册上，学生要完成相应的任务，称之为项目式实

践。三年级到融合幼儿园和特殊教育机构的毕业实

习、顶岗实习，这里既有教学实习，也有班主任工作以

及毕业论文的完成，让学生通过综合的毕业实习，能缩

短以后工作的适应期。

一年级到三年级都有贯穿学生整个三年学习生

涯的教育研习，主要有个案观察、小调查、教育小论文、

毕业论文，这也是一条学生成长的路径。为方便实践，

每个学期均印刷出实践手册，学生、实践基地教师、高

校教师有不同的实践手册。以三年级学生用的毕业实

习手册为例，手册内容的设置也结合师范专业认证的

要求与标准来设定，手册里面的目录内容包括实习计

划、专题讲座记录4次、活动观摩记录6次、执教与反思

6次、个案观察1-2个小朋友、班级管理（班务会等）、沟

通合作（包括与同伴、教师、家长）、教育情怀（教育小故

事）、自我总结（实习生自评）、综合评定（指导教师评

价）等。通过设计不同对象使用的实践手册，使得三方

均能明白相应的责、权、利，更好地完成实践教学任务，

从而为学前特殊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四、教学研训一体、全程能力递进的实践

教学模式

遵照《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幼儿园教师专

业标准（试行）》《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和《教

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要求，围绕

“高素质复合型康复师资和专门人才”的学前特教人才

培养目标，在总结我校学前教育专业百年办学经验的

基础上，研究探索并不断完善“教学研训一体，全程能

力递进”的实践教学体系。

（一）重构实践教学目标，从技术性实践到智慧型

实践，从单一目标到多维目标

参考“坚信念、宽基础、挚爱心、强能力、高智慧”的

卓越学前教育师资培养总目标，围绕特殊教育专业“高

素质复合型康复师资和专门人才”的培养目标，分段设

定目标，确保实践成效。为了提升实践教学效果，目标

的重构先从学前教育专业改革入手，其他专业跟进，一

是从技术性实践到智慧型实践，突出反思性实践，改变

过去重模仿、重见习（只看不做）的弊端。二是从单一

目标到多维目标。依据教师专业标准，在实践教学改

革上的目标分为三个维度：专业理念与师德、专业知

识、专业能力。我们在实践教学目标设置上突出融合、

多维分层，比如在一年级的幼儿园交朋友活动，重在培

养职业情感，接触普通幼儿园孩子。二年级在特殊教

育机构或融合幼儿园开始项目实习，重在培养学科课

程教学能力及实践能力。三年级毕业实习、顶岗实习，

是全面综合实习，达到“准教师”的目标。通过多维目

标的实现，帮助学生形成实践智慧。所有实践项目的

设计、实施和评价都包括了这三个维度的目标。

（二）整合与改革实践教学内容，构建连贯三段式

的实践教学体系

特殊教育专业的实践教学包括专业基础课程、专

业技能课程、专业方法课程三大类的实践教学。我们

的重点在专业基础课程实践、专业方法课程实践。为

改变模仿式实践，突出反思性实践，强调“学用研”结

合，首先，是构建体验式-操作式-成长式三段式阶梯螺

旋式实践，对教学内容进行整合改革。一年级强调体

验式的实践，以集中式保育见习、教育见习、每周的半

日交朋友方式进行，包含了学前心理学、学前教育学、

人体解剖生理学等课程内容实践。教育见习“有助于

加强学生对学前教育的感性认识，了解熟悉幼儿教育

方法，培养幼教情感，增强教师意识”［5］。二年级突出

实习生去特殊教育机构或融合幼儿园现场操练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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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实践，主要包括了特殊教育研究方法、感觉统合训

练、认知障碍评估与训练、行为观察与分析等课程内容

实践，三年级是综合实习的成长式实践，学生进行全面

实习，包括课堂教学、班级管理、家长工作等。与其他

学校相比，如一般学校采取是一年级、二年级教育见

习，三年级（毕业班）教育实习及顶岗实习［6］，我们创新

实践教学，从时间上远远多于其他三年专科学校，一年

级上学期有每周四下午半天停课到幼儿园交朋友，学

期中还有一次2天的保育见习，下学期交朋友继续，还

有1次2天的全体观摩见习。二年级每个学期每周都

有半天到特教机构下实践基地进行项目实习，每个学

期中还有2天的集中观摩教育活动或游戏活动。三年

级一般上学期安排有8周的毕业实习、下学期安排14

周的顶岗实习（也有可能安排在同一个学期）。

第二，是丰富和完善实践教学的实践模块体系。

涵盖课堂教学、社团活动、基本功比赛、特殊教育机构

实践、教育小论文等模块的实践，形成教、学、研、训一

体的教学体系。传统实践做法存在较大缺陷，时间上

不足、分散、不连贯，空间上有限。在时间上我们全程

贯穿，空间上要打破以往“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的封闭

体系，将实践教学扩展到课堂、校内、校外和网上等多

空间，贯穿课内外、联通校内外，打破时空限制，开展网

上实践教学指导，探索教育实践现场指导与远程指导

相结合的新模式。

（三）依据教师专业标准和师范专业认证要求建

立实践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为了切实提高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缩短毕业生

的职业岗位适应期，有效保障“教学研训一体全程能力

递进”实践教学体系的顺利推进，我们在实践教学上进

行探索与创新。首先是优化实习委员会机构，加强特

殊教育专业实践方案顶层设计，建立专门的特殊教育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来自普通幼儿园、特殊教育

学校、融合幼儿园、康复中心、高校教师组成的委员会，

涵盖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医学康复、心理学等专业。

二是完善校企政三位一体协同机制，推进双向育人模

式，作为培养单位和实践基地紧密合作共同育人。三

是建设共教共研共培共育的师资团队，提供队伍保

障。通过教材共教、课题共研、师资共培、人才共育的

合作机制，采取高校教师和实践基地教师共同指导学

生的“双导师制”，形成专兼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实

践教学师资团队。四是完善教育实践手册，加强实践

过程性质量监控。我们创新研发了学生用的实践教学

手册、高校教师用的实践教学指导手册、实践基地指导

教师用的指导手册，不同实践手册都有相应的内容，紧

密结合每个学期开设的理论课设计相应的实践手册，

实践手册内容包括实践教学计划、实践教学内容、实践

教学评价、实践教学过程性记录等。实践手册的设计，

遵循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的教师专业标准，结合师范专

业认证要求设计的。这个系列实践手册得到了同类院

校同行与评估的高度评价。此外，我们通过派驻系部

教师下园，查看学生实习手册记录，听取幼儿园反馈，

观摩学生组织活动等多种方式，达到实践教学的质量

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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