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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ng the Preschool Psychology Cours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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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dea of STEM education and according to the objectiv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rse
“preschool psychology”, this research takes the students who major in preschool education as the object, refers
to the basic contents of 6E teaching model, attraction/introduction, inquiry, explanation, engineering design,
transfer/expansion, evaluation and so on, and aims to specify the tasks of students and teachers at every stage
of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course,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help students to learn actively,
cultivate students’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This paper
provides a practical teaching model for training innovative pre-school education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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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学前沿

摘 要：本研究基于STEM教育理念，根据《学前心理学》课程的目标和学科特点，以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为对象，借鉴6E教学模

式的基本内容，即吸引/引入、探究、解释、工程设计、迁移/拓展、评价等六个阶段，针对《学前心理学》教与学的过程将学生与教

师在每个阶段的任务具体化，有效地帮助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有效地促进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提

升，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培养创新型学前教育专业人才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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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根据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关于

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教育部关于开展现

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教职成［2014］9号）等有

关要求，强调建立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

养为重点，推进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强化教学、学习、

实训相融合的教育教学活动。过去传统的课堂教学

围绕着“教师、教材和教室”，使理论讲授和实践指导存

在失衡，已无法满足当代人才培养的需要，因此进行

教学改革是时代所需，当前应关注培养学生理论联系

实际的能力，解决现实问题，这恰巧与STEM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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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存在一定联系，而《中国STEM教育2029行动计

划》也提出：“应逐渐将STEM校内学习与校外学习相

融合”，从理论上和相关政策上给本研究提供了相应

的借鉴思路。

二、相关概念界定

（一）关于STEM教育

STEM最早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内容涉及

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与

数学（mathematics）。其作为一种新的教育尝试，从单

纯的学科教育走向了一种跨学科整合性的教育方

向。当前学术界对STEM教育理解有三种：“后设课

程、独立课程、教学策略”，这三种理解均具有一定的借

鉴性。本研究则主要采用第三种观点，基于《学前心

理学》的学科特点，将STEM教育视为一种教学策略，

其核心目标是通过灵活应用探究性学习、基于项目的

学习和基于设计的学习等学习方式，来培养学习者综

合利用STEM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1］，过程中要

求学生掌握相关STEM教育的学习方式，即亲临教育

教学现场，以问题小组为单位进行微课题研究，要求

教师渗透STEM教育理念的内核，即：强调相关学科领

域之间的交叉渗透，强调基于情境培养创新性问题解

决的能力，重视学生的团体合作和参与度。

（二）关于“6E”教学模式

国外最早STEM教育采用的教学模式是基于建构

主义教学理论的5E教学模式，分为五步：吸引（En-

gagement）、探究（Exploration）、解释（Explanation）、迁

移（Elaboration）和评价（Evaluation）。而由于该教学中

缺少了STEM强调的工程思维的部分，因此Burke又在

5E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增加了“Engineer”，成为6E教学

模式：引入（Engage）、探究（Explore）、解释（Explain）、

工程设计（Engineer）、拓展（Enrich）、评价（Evaluate），

但实践中“Engineer”与其他环节之间的联系还不够。

后来还出现了6D-STEM模型、OECD催化项目中的

STEM教学模式［2］，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得知，目前我国

学者在进行教学模式的探索研究时也并非完全照搬

照抄，而是以5E、6E这两种典型的STEM教学模式作

为基础来设计和探索。例如：根据STEM应用成果的

不同，发展出验证型、探究型、制造型、创造型（傅骞，刘

鹏飞2016）［1］；根据教学场景的不同，分为基于课堂的

STEM教育模式、基于工作坊的STEM教育模式、基于

活动的STEM教育模式（李正艳2017）［3］；根据教学的

五大元素：教学目标、教学程序、工具与资源、评价方

式、师生的角色及作用分别阐释（蔡海云2017）［4］。

三、《学前心理学》传统教学存在的困境

学前教育专业理论课主要包括学前教育学、学前

心理学、学前卫生学等多门专业基础课，研究者结合

相关理论课教学经验，对《学前心理学》教学模式中存

在的困境进行如下分析。

（一）学习者学习积极性较低和见习目的不明

1.学生课堂学习缺乏主动积极性

在专业理论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发现大部分学生

的学习缺乏主动性、积极性，仅有少部分学生对于相

关的理论知识会进一步的联系生活和实际加以理解

和体会，面对教师提出的讨论问题，也较少有学生能

够真正基于专业视角谈出自己的见解，而是停留在书

本里找答案的思维模式，主动思考能力差。经了解，

学生几乎很少会在课前进行预习，课后也不会对所学

知识进行整理、巩固，学生常以技能课时间占太满为

借口而忽视对理论课的学习。因此，我们发现当前学

生的专业学习仍然以被动学习为主，学生对知识内容

的掌握极大程度地依赖于教师的讲解，学生的学习还

离不开教师和书本。

2.学生观摩实践未能有效反哺课堂教学

学前教育高等院校为弥补偏重理论、轻视实践的

不足，解决课堂教学中教师“一言堂”的困境，纷纷都进

行了实践教学改革，以期通过实践观摩反哺课堂的理

论学习。但在学生下园见习观摩的过程中，研究者发

现，虽然学生已亲临教育现场，但大多数学生无所事

事、走马观花，摸不清自己的定位，没有进一步的思

考。与孩子互动过程中，只停留在如何与孩子玩的过

程，未转变到如何教的部分。因此，学生在幼儿园里

的见习观摩渐渐演变成一种漫无目的的参观活动。

学习和收获的多少，完全取决于学生自身的态度和兴

趣，因此学生虽有观摩实践经验，但未能有效地促进

课堂的理论学习，理论和实践仍存在脱节现象。

（二）教育者教育热情低和教学内容的单一叠加

1.大班授课教师状态疲惫

为满足学前教育大发展的时代需要，解决学前教

育师资的紧缺问题，各大学前教育院校每年均有扩招

的现象。但随着每年的扩招，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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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人数也急剧提升，不仅对学校建设的硬件条件如钢

琴、舞蹈房等提出了挑战；也对高校的师资力量造成

了压力。目前一般的高校均是采取大班授课，而且在

增加班额的同时，班级数也在不断增加。导致教师要

面对多班级、大班额的相关课程教学，大班额的教学

方式加上繁重的课时会导致教师出现疲劳、懈怠、缺

少热情等现象，教师沦为复读机式的教学机器，这些

均会对教学质量造成一定的影响。

2.课堂教学内容单一和简单叠加

课程教学内容承载着专业培养的内容和方向，对

学前教育专业来说，专业基础课尤为重要，因为它们

不仅是专业实践课的基础，而且是学生专业理论素养

的来源。但在实际教学中，教师要么是原封不动按照

教材进行教学，要么就是不断补充教材缺失的知识，

一股脑把所有知识都教给学生。对此，福禄倍尔曾经

评论过，“今天的学习教师使孩子们认识非常之多的

事物，却并不向他们指出事物之间必然的、精神的、统

一性并在这种统一性中把它们联系起来。”［5］93 即教师

只注重如何把知识传授给学生，但是却忽略了如何把

学生的已有经验同未知经验相联系起来，使得教学慢

慢变得沉闷而缺乏生气。

四、《学前心理学》教学模式的探讨

STEM教育实际上是以项目为主线，教师为引领，

学生为主体的一种自主学习和探究的形式，将知识与

实际问题相结合［6］。因此根据典型的6E教学模式的

基本环节：吸引/引入、探究、解释、工程设计、拓展、评

价，在《学前心理学》教学中，利用学生每周下园实践观

摩的机会，将学生面临的实际问题和相关理论知识相

结合，对学生和教师应该完成的相关任务进行了梳

理，将STEM的教育理念渗透到其中各个环节和过程

之中，如图1所示。

（一）第一阶段：吸引/引入

该阶段主要以吸引学生的兴趣为主，使其主动积

极地进入相关知识的学习。基于STEM教育理念，我

们要注意问题情境的创设，这个问题可以是由教师提

出的，也可以是由学生主动发起的。但实践中发现这

两种方式均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方面由教师提出的问

题往往能站在一定的理论视角，围绕相关学科知识点

出发，更具有分析、讨论和深入学习的价值，但是由于

缺乏对学生前期经验的了解，所提出的问题可能不在

学生的兴趣点，学生的主动积极性欠佳；另一方面，学

生一般会围绕自己的前期经验和感兴趣的点出发提

出问题，更有利于学生基于问题开展主动学习，但却

存在所提出的问题停留于表面，无法开展深入调查，

或者提出的问题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关联不够，不能达

到一定的学习效果。

因此关键在于问题的提出，如何解决满足学生的

图1 STEM教育理念下《学前心理学》教学模式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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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需要和达到教师的教学要求之间的矛盾。为此

在第一阶段要求学生亲临教育现场，发现自己的兴

趣。利用学校每周定期的下园见习机会，让学生选择

一名幼儿作为观察对象，利用间隙时间、自由活动时

间与其进行交流和接触，集中反馈观察所得。而教师

则需要关注学生的兴趣，帮助学生确立后续的研究问

题，在学生反馈观察所得时做好记录，注意与学生沟

通交流的交互作用，通过追问、补充、肯定等方式帮助

学生扩展分享内容，挖掘学生的关注点和疑问并联系

学前心理学的学科内容，尝试建立这些疑问与学前心

理学相关知识的对应关系（参见图2）。由此发现学生

的兴趣点、疑问点与心理学相关知识内容的关联，帮

助学生更好地围绕学科确立后续的研究问题。通过

这一过程，学生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研究问题，由于

这些问题的产生并非是教师制定的，而是基于学生见

习观摩的经验分享，因此符合学生的学习兴趣，极大

地调动了学生开展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第二阶段：探究

在学生明确自己感兴趣的研究问题之后，便需要

开始围绕问题进入“探索”阶段，这也是“6E教学模式”

的中心环节。该环节既锻炼了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

也培养了学生的合作能力［7］。STEM教育重视沟通

和表达的交互形式，而这不应只局限于教师与学生

之间，还应该在学生与学生之间，因此教师还应重视

学生的团体合作和参与度，协助学生进行分组，分组

原则除了有共同选题取向外，最好以在同一所实习

园、实习班为宜，有利于小组成员进行阶段性的交流

分享，共同开展研究。而学生确定分组后，要求以组

为单位围绕着研究问题，进行头脑风暴，大胆猜想，

从而进一步明确研究内容和方向，制定初步的研究

计划。

学生探索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围绕问题制

定研究计划也需要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

程。另外由于学生对学前心理学课程学习还未深入，

再加上学生出于兴趣点的选题，相关支撑的理论知识

学习安排靠后，可能导致学生的猜想存在纰漏。但这

也使学生在研究问题时，思维不容易被学科束缚而更

具创新性，有利于打破学科的界限进行研究，学生也

自发地围绕问题进行相关内容的自主学习。这时要

求教师要鼓励学生基于问题的主动学习，不要急于提

前讲授相关学前心理学的知识内容，不要急于纠正学

生，更不可直接将答案告诉学生，而应通过启发性、开

放性的问题，留给学生足够的空间和自由，由此引发

学生思考和问题有关的研究内容和方向，为后续的研

究找寻切入点。以下为研究者与动作发展调查研究

小组的一次交流过程记录。

图2 学生的兴趣点与学前心理学相关知识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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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1：学前儿童的动作发展分为小动作和大动

作，规律是先大后小，我觉得动作这块的理论比较好

理解，但是下园具体应该怎么观察小朋友动作的发展

情况呢？

教师：那你觉得你们组选择的观察对象动作发展

情况怎么样？

学生2：肯定不好。

教师：为什么？

学生2：因为她用剪刀用的不好。

教师：具体怎么使用呢？

学生1：她剪刀都握不稳，一直掉，没有办法很好

地剪纸。

教师：你们觉得这个行为体现她的哪类动作发展

情况呢？

学生3：应该是小动作的部分。

教师：那光看一个拿剪刀就说她小动作发展得不

好了吗？你们组可以一起想想还有哪些方面可以体

现她小动作的发展情况。

学生4：那肯定不能这样，太绝对了。

教师：嗯，你们都说了动作发展包含小动作和大

动作，那她大动作发展情况怎么样？

学生2、3：我们好像还没太注意。

教师：那你们对应一下相关活动代表的动作类

型，是大动作还是小动作，设计一套方案去观察一下

你们的研究对象。

（三）第三阶段：解释

该阶段学生相互展示和交流自己的研究计划，其

中涉及学生对核心概念的理解情况、思维过程和探究

过程。这为教师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提供机会，教师

通过学生研究计划的展示，从而发现学生概念学习存

在的问题；教师进行概念的讲解能够帮助学生尽早地

发现问题，及时调整。研究者在实践中发现学生在解

释概念时，对于注意的转移和注意的分散这两个知识

点存在概念的混淆，在研究计划中把注意的转移等同

于注意的分散，而这个知识点也是注意这章节的教学

重难点。随着教师概念讲解的深入，学生对正确概念

加以巩固，对错误概念加以修正，有效地促进学生深

入理解和学习，完成方案计划的修订。

教师讲解概念时要注意跨越学科的界限，以《学

前心理学》为例，一方面，生理是心理发展的基础，人脑

是心理的器官，因此讲解时要注意结合《学前卫生学》

中关于幼儿的生理特点。基于幼儿骨骼的生理特点，

儿童腕骨10岁钙化，这也是为何幼儿动作发展的规律

为从粗大动作到精细动作的原因之一。生理性弯曲

出现的先后顺序，也验证幼儿动作发展遵循首尾原则

的规律。幼儿的神经系统容易兴奋、容易疲劳，这也

从侧面说明了学前儿童注意稳定性差，注意容易分散

的原因。另外，了解学前儿童心理现象目的在于为

日后的教育服务，由于学前儿童思维的具体形象性，

抽象逻辑思维尚处于萌芽状态，因此对图像的理解

优于文字，在活动中学习的效果更佳，这就很好地解

释《学前教育学》强调采用游戏和直观教学法，相关

学前教育法律法规会明文规定，禁止幼儿过早地识

字，严禁幼儿园教育“小学化”的原因。可见，在讲解

时如能打破学科的界限，帮助学生建立起对专业的系

统、完整的认识，有利于形成科学系统的专业素养；同

时也促进学生形成一种开放性的思维，面对问题能够

做到从多角度思考；也有利于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

培养。

（四）第四阶段：工程设计

STEM教育强调实操性、统合性，因此工程设计是

基于STEM教育理念，在5E教学模式的基础上新增的

一个环节，旨在帮助学生依据所学的知识和技术将进

行的项目付诸实践，使学生深化项目的核心问题［8］。

该阶段要求学生执行修订完善后的研究计划，围绕着

相关研究问题、对象和内容开展有针对性的调查，完

成调查报告的撰写。此外，教师也要跟随学生进入研

究现场，追踪学生的调查过程，了解学生研究过程中

遇到的困境，及时提供帮助。

研究者在与学生一同下园实施研究计划时发现，

部分小组在制定了相关调查计划后却发现与幼儿园

实际无法对应，导致调查研究计划实施受阻。下面以

幼儿动作发展研究小组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为例展开阐述：该小组在前期设计时是围绕着幼

儿园早操活动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幼儿大肌肉动作的

内容和相应的维度，在完善计划后开展调查时，却不

凑巧遇到了由于天气原因而取消了户外的早操活动，

因此该小组陷入困境，他们随即求助于研究者。

学生：今天幼儿园不做操了，我们就做不了调查

了，研究计划只能推迟到下一次组织户外早操活动时

进行。

教师：那你们觉得幼儿大动作是否只能在早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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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得到发展？

学生：那也不是，在游戏、生活中都可以体现。

教师：那你们是不是可以基于你们研究的内容，

调整一下你们的观察计划？

随后小组成员开始调整自己的研究计划，以幼儿

游戏活动和生活活动中大动作的发展为主题重新调

整了观察内容。围绕搬椅子的情况，搬大型建构材料

的情况（能否搬得动、搬运过程中的具体表现），上下楼

梯的情况（是否能左右脚交替进行）等重新设置了维

度开展了观察研究。最终结合园所实际，也尝试提出

促进幼儿大动作发展的有关措施：（1）生活中多给幼儿

尝试的机会，不因幼儿做得慢包办代替；（2）玩具筐的

大小、重量应适宜，不能超过幼儿的承受能力；（3）教师

应该多表扬做得好的孩子，给幼儿树立良好的榜样，

在生活游戏中锻炼大动作的发展。

虽然在调整之后所得到的研究结果，即有关大动

作的发展内容和措施与一开始的设计存在偏差，但是

在该阶段绝不可以走向“为了工程设计而工程设计”

的误区，而是旨在通过工程设计更好地巩固相关的概

念、原理，并且在工程设计中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

可能因突发情况临时调整之后的研究计划还有待完

善，导致研究结果也停留在表面未能深入，但是学生

也基于这次的调整扩大了研究的范围，从单独的早

操活动走进了幼儿一日生活的其他环节，因此教师

也应该转变观念，不可过分强调工程设计的结果，而

忽视学生在实践过程中获得的积累和成长，重点应

当培养学生在面对困难过程中的团队协作和解决困

难的能力。

（五）第五阶段：迁移/拓展

该阶段要求学生能够基于所学的概念，进一步深

入扩展概念的外延，或者能够在新情景中利用所学的

概念、技巧去解决新的问题。因此在学前心理学教学

实践的探索中，要求学生在这一阶段能够拓展方案，

完善研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甚至尝试变更研究对

象，验证所确定的研究内容和结论是否具有普适性，

而教师在这一过程中则需要进一步提出要求，增加学

生开展研究的难度，以帮助学生能够基于自己研究的

问题深入思考，引发出新的值得研究的问题。过程中

学生围绕自己确定的研究内容，在迁移阶段的尝试主

要有以下这几个方向。

1.研究对象的丰富

一开始学生在进行基于问题的研究学习时，绝大

多数都选择了单一的观察对象，例如某一位幼儿或幼

师。这一方式的确能够有利于学生在短时间内收集

研究对象的相关观察信息，能够降低学生调查研究的

难度。但是由于学生只局限于单一的研究对象，所得

出的研究结论缺乏横向对比难免具有一定的主观

性。因此，在拓展/迁移阶段学生也针对自己研究的问

题，在教师的引导下丰富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将单一

的观察研究调整为比较研究。因此拓展出了如下研

究主题：不同性格幼儿注意稳定性差异研究；不同性

别幼儿动作发展的比较研究；家庭处境不同儿童社会

性的对比研究；新老教师与幼儿师幼关系的对比研究

等等。学生尝试运用所学的心理学知识来丰富研究

的对象，使得在研究时候不再只局限于个案研究，而

在于了解不同对象之间的对比，这有利于研究的深入

和拓展，使学生保持对幼儿心理现象研究的兴趣，有

利于学生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在实践中的运用。

2.研究范围的扩大

随着概念理解深入，学生除了在过程中纠正对概

念的错误认识之外，也对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了进

一步深入的理解。在后续计划的拓展迁移上，研究的

范围也体现出比前几个阶段更加全面和丰富。

关于幼儿注意品质问题，一开始学生仅仅聚焦于

幼儿注意的稳定性问题，在设置观察内容时经常涉及

“上课有没有转头”、“有没有做小动作”、“有没有认真

听讲”、“有没有随意走动”等问题。但不难看出这些问

题的设置尚未脱离注意稳定性的范畴，导致研究范围

相对局限。但是随着学生概念学习的深入和下园实

践经验的积累，在该阶段学生反馈方案时，发现他

们也关注到注意品质的其他方面，比如：注意的分

配——“为什么幼儿做操时，跟着念儿歌就忘记要做

操”；注意的转移——“教师下达收玩具回座位的指

令，每个幼儿要花多少时间达到这个要求”等。关于

幼儿动作发展的问题，从之前仅关注户外活动中幼儿

的大动作发展状况延伸到对幼儿精细动作的关注，发

现在美工活动、日常生活中能观察到幼儿精细动作的

发展情况，例如：剪刀的使用情况、穿脱衣服鞋袜、整理

书包、吃饭使用工具情况等等。可见，学生观察研究

的视角范围扩大了，不仅仅局限于固定思维。可见对

这些问题关注的深入，说明学生相关概念的理解已经

相对深入和全面，此时教师可以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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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学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扩大研究范围。

（六）第六阶段：评价

STEM教育应该是教师和学生的共同旅程，不是

教师教给学生的，评价自然不可单纯以教师的标准作

为依据，评价时要注意以学生为中心，另外STEM教育

还强调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应采用多元的评价。评

价内容上不能只关注知识、技能，而应该关注学生的

“4C核心能力”的发展，即沟通交流、合作协作、批判性

思维、创造性思维。因此该阶段教师应采用过程性评

价的方法，重过程，轻结果。关注学生在过程中的感

受和体验，肯定学生在过程中表现出的独特创意和

想法，给学生充分自由的空间去发挥自身的想象和

创造。

评价阶段对于学生而言，一方面通过组内自评，

大家通过分享自己在团队开展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困

难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团队间相互沟通合作的情况；

另一方面在组和组之间开展互评，通过分享照片、视

频和文字性记录展示分享团队调查成果，表达研究意

图，相互学习对方的优点，运用批判性思维指出对方

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相互取长补短。而对于教师

而言，也要转变自身的评价观念，应聚焦于学生在探

索过程中的收获和进步，以及根据相关理论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建构自己知识的能力，这些都是为教师提

供机会反思课程的教学目标达成情况。让学生在自

由的环境下畅所欲言，还能更好地认识到学生的闪光

之处和创造性，了解学生的研究思路和想法，例如：有

学生采取情境表演的模式，用表演的方式向大家展示

观察所得的内容，这样的形式更加直观、有新意，让我

们的课堂变得更加生动有趣。这些都能让师生间互

相启发、教学相长、共同成长，同时也让教师能更深入

地了解学生遇到的困难和存在的不足，有利于教师进

行进一步有针对性的教学。教师应该注意保留学生

调查研究过程中的一些过程性资料，可以采取记录的

方式将每次学生的反馈情况进行保留，关注学生的成

长和进步。

五、结语

STEM教育理念的引入对于教学实践的探索提供

了一种新思路，打破了原有的教师教、学生学的局面。

真正地做到学生为主体，打破学科界限，培养学生创

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这种理念指导下的关于学

前心理学实践教学模式的探索，有效地帮助学生积极

主动的学习，也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性思

维，有效地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此过程中，

学生也能够基于学前心理学这一课程，与其他相关专

业课程相联系，培养学前教育学生的专业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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