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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岗证赛”融合式学前教育学课程实施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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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学前沿

摘 要：以往的学前教育学课程忽视了将“课岗证赛”内容的融合，使得学生在学习中出现了“为课而学”“为岗而学”“为证而学”

“为赛而学”的重复性学习的现象。这种学习既浪费了教学资源，也增加了教师和学生的压力。改变上述现象的关键是实施“课

岗证赛”融合式课程。此课程具有整合性、实用性和实训性的特点。在实施时可以通过“三阶段八环节”的流程，即社会调查、专

业研讨和制定实施课程计划等环节来完成教学和实训任务，以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满足“课岗证赛”对人才的专业素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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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grated preschool pedagogy
curriculum of "class and post certification competition"

CAO Li
（School of Preschool and Special Education, Xuzhou Preschool Normal College，Xuzhou，221000，China）

Abstract:In the past, the pre-school pedagogy curriculum neglecte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ontents of "class and
post certificate competition"made students learn the same content for different purposes.That is, "learning for
the class", "learning for the post", "learning for the certificate" and "learning for the competition".Repeated
learning not only wastes teaching resources, but also increases the pressure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The key to
change the above phenomenon is to implement the integrated curriculum of "class and post certification
competition".This cours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gration, practicality and practical training.It can be
implemented through "three stages and eight links"，that is, social investigation, professional discussion and
development of implementation curriculum plan to complete teaching and practical training tasks,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students and meet the professional quality requirements of the“course post
certification competition”.
Key words:Curriculum and post integration; curriculum certificate integration; curriculum competition integration;
integrated preschool education curriculum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要求“积

极推进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推进职

业学校专业课程内容和职业标准相衔接。把职业技

能大赛成绩作为高一级学校招生的重要依据”。《中小

学教师资格考试暂行办法》要求“教师资格考试实行

全国统一考试。”《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指出“职业院校要加强

与职业技能鉴定机构、行业企业的合作，积极推行“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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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制度。”教育政策是教育改革的风向标。为了贯

彻职业教育文件精神，各高职院校纷纷开展教学改

革，尝试融证入课、融赛入课、课岗对接，试图通过课

程内容的融合来最大程度地发挥课堂主阵地的作用，

以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

学前教育学作为学前教育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

它关注的是真实、丰富、多元的教育生活。设置此课

程的目的是使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掌握基本的学前

教育理论，通过学习和训练具备基本的设计、组织幼

儿园教育活动、运用新观念、新方法分析解决幼儿园

教育问题的能力。将岗证赛内容融入学前教育学课

程中，可以使学生在课堂上既学到系统的理论知识，

又可以培养基本的职业素养，达到一课多用的目的。

但是，多年的教学实践表明，在过度追求“理论”品性

的过程中，学前教育学渐渐遗忘了幼儿教育所发生的

那个生活世界［1］。使高职学校的课堂教学重理论传

授，轻实践训练和技能培养。出现了课岗脱节、课赛

脱节、课证脱节的现象。因此，必须在“课岗证赛”融

合理念下设计与实施学前教育学课程，充分利用课堂

教学满足学生的就业、考证和竞赛的需求。

一、学前教育学课程实施的现状

（一）课岗分离

学前教育学是研究0—6岁儿童教育现象，揭示教

育规律的一门科学，是教育科学的一个分支。其内容

有学前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教师与幼儿和幼儿园环境

创设；幼儿园的各种教育活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和

小学的合作与衔接等。从内容上看，学前教育学本是

一个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科。但是，由于人们过于关

注该学科的理论品性，强调学科的逻辑性、系统性、抽

象性和绝对性，忽视了实践品性，从而使学前教育学

远离了真实的幼儿园教育生活，失去了鲜活的生机与

活力，成为了脱离实践的被架空的理论，主要表现为

很多实习生认为“课堂上所学的知识与幼儿园教育实

践无关。幼儿教师的本领是在实践中形成的，组织的

活动多了，自然就学会了。而实践中所需要的知识和

技能，学校没有教。”追其原因，主要是教师在脱离幼

儿教育“现场情境”下教授学前教育学的理论知识，即

课岗分离。“现场情境”表现为文化地域性，不同的地

区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展现出不同的学前教育学“实

践”类型［2］。由此可以看出，学前教育学的知识并不

完全是一般化、普遍性、抽象性的知识，不具有程序

性，而具有情境性和可变性的特点。只有在具体的教

育现场才能实现理论的具体化和实践化的目的。例

如, 面对一个有入园焦虑的幼儿，教师如何在短时间

内帮助其形成新的依恋，克服分离焦虑。这种教育技

能不是在课岗分离状态下训练而成的。课岗分离的

教学结果是完成学前教育专业课程学习的学生不能

在实践中胜任幼儿教师的岗位。

（二）课证分离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

的出台，明确了我国“到2020年，形成一支师德高尚、

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师资

队伍”的目标。制定教师资格准入制度是实现教师专

业化的关键。2013年，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教师资

格考试暂行办法》第八条明确规定:“试点省份试点工

作启动后入学的师范类专业学生，申请中小学教师资

格应参加教师资格考试”。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的目

的是考查申请人是否具备教师职业道德、基本素养、

教育教学能力和教师专业发展潜质。幼儿园教师资

格考试包括笔试和面试两部分。笔试中的论述题和

材料分析题主要考察考生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

教育实践问题的能力；面试主要考察考生的试讲或展

示能力，也就是说教师资格证将“学生能够捕捉生活

中的课程生长点，具备创设环境、观察评估、与幼儿对

话等视为能力的重点。”［3］而以往的课堂教学，教师只

关注教材的知识体系，只需要按部就班地完成教材中

知识点的讲授任务即可，忽视了知识的运用价值，也

没有有意识地关注教师资格考试的内容与方式，使得

课堂教学成为为教学而教学的孤岛，出现了课证分离

的现象。课证分离的教学结果是学生在修得相应专

业课程学分后不能顺利通过教师资格证考试。为了

满足学生的考证需求，临考前期，相关课程的教师要

按照《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标准（试行）》（以

下简称《考试标准》）挑选与本课程相关的内容重新开

展教学工作。这样既浪费了教学资源，又增加了师生

的负担。

（三）课赛分离

职业技能大赛是职业教育在新形势、新制度下为

了促进自身发展、提高职业教育水平而设计的基于专业

基础、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和企业岗位能力要求的比赛。

2017年开始举办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学

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赛项竞赛内容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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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涉及学前教育学课程的内容

从图1可以看出，大赛除了考察学生基本的弹、

唱、说、讲、跳和画教育技能外，还要考察学生运用知

识分析、解决问题和设计教育活动的能力，即对所学

的理论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但是，学过相应课程的

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如果不参加集中式的专门训

练，他们很难在比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究其原因，

课赛分离是关键因素。一方面，教师在课堂上只关注

知识的系统性和逻辑性，只把应掌握的知识点教给学

生，期末考试时考的也都是零碎的知识点，而技能大

赛考察的是学生运用知识点解决教育问题的能力。

也就是说，教师教授的是一个个独立的点，而技能大

赛考察的是一条条知识线，甚至是一个个知识面。但

是，教师在教学中没有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将点串成线

或连成面的能力；另一方面，课堂教学只注重理论知

识的传授，忽视了知识生活的土壤——教育活动。学

生仿佛在真空中学习知识，学到的都是教师凭借教育

理论和已有经验所设计的现成的方案，即脱离教学实

践的方案，一旦面对与所学知识不完全相符的真实的

教育活动时，学生不具备灵活运用知识现场生成适宜

的活动方案的能力，导致理论不能精准落地，学生在

活动面前束手无策，由此得出错误结论——课堂上学

的知识都是无用的。课赛分离的教学结果是完成学

前教育专业课程学习任务的学生不能在模拟实践中

展现自己对综合知识的运用能力。

二、“课岗证赛”内容融入学前教育学课程

的必要性

（一）《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对教师专业

素质的要求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以下简称《专业

标准》）指出幼儿教师应掌握幼儿保育和教育方面的

知识，包括“掌握幼儿园各领域教育的学科特点与基

本知识；掌握一日生活安排、游戏与教育活动”等知

识，具备环境的创设与利用、一日生活的组织与保育、

教育活动的计划与实施等能力。《专业标准》是国家对

合格幼儿园教师专业素质的基本要求，是幼儿园教师

实施保教行为的基本规范，是引领幼儿园教师专业发

展的基本准则。

（二）《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标准（试

行）》对考试内容的规定

从2013年开始，教师资格考试制度开始由省考变

为国考，以《考试标准》为依据，规定了资格考试包括

笔试和面试两部分。其中，笔试包括“综合素质”与

“保教知识与能力”两大模块。面试包括职业认知、心

理素质等八项测试内容。笔试和面试涉及学前教育

学课程的内容如图2所示。

图1 “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赛项竞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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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资格证国考制度的制定意味着师范专业学

生在毕业时发放教师资格证书的制度取消，取而代之

的是学生只有通过努力的备考才能获取资格证书。

（三）职业教育相关文件对学前教育专业职业技

能大赛的引领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简称大赛，是教育部发

起并牵头，联合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有关行业、人民

团体、学术团体和地方共同举办的一项具有公益性、

全国性的职业院校学生的综合技能竞赛活动，每年举

办一届。《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年规划（2013-2015

年）》指出“充分发挥全国大赛的品牌优势和宏观指导

作用”。2017年5月8日李克强对第十届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作出重要批示：“希望技能大赛贯彻新发展理

念，充分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推动职业教育进一步坚持

面向市场、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坚持工学

结合、知行合一、德技并修，坚持培育和弘扬工匠精神，

努力造就源源不断的高素质产业大军！”为了落实文件

精神，我国从2017年开始举办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高职组）“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赛项，目的是激发

高职院校和相关部门对《专业标准》的研究，检验师资

培养质量，为校校合作和校企合作提供平台。

实践中的幼儿教师肩负着社会和家庭的重托，承

担着对幼儿进行保育和教育的重任。他们不仅要有

丰富的保教基本理论知识，还要有基本的环境创设、

设计与组织幼儿园各种教育活动和灵活解决教育问

题的能力。高职学校的学前教育专业作为幼儿教师

职前培养的单位，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培养集理论素

养和实践技能于一身的准幼儿教师的重担。除此之

外，学校还要鼓励和组织学生参加教师资格证考试和

技能大赛，以检验学校的办学质量和水平。教师资格

证考试内容和技能大赛赛项内容都是依托学前教育

专业相关课程内容而编制的，只是考核方式不同。为

了避免重复性教学，教师可以将“证赛”内容融入学前

教育学课程，在课堂教学中，以案例教学或项目活动

的方式，针对“岗证赛”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进行专门

的训练和培养，完成理论学习和实践技能训练的任

务，实现一课多用的目的。

三、“课岗证赛”融合式学前教育学课程

的特点

（一）“课岗证赛”融合的内涵

“课岗证赛”融合是指专业设置的课程融合职业

岗位的需求、资格证书考试内容和技能大赛的赛项内

容，人才培养目标与行业要求对接，目的是构建既有

利于学生发展，又有利于学生习得职业知识和技能的

课程体系内容，实现高等性、专业性和职业性、技能性

的和谐统一。

“课岗证赛”融合包括“课岗融合”“课证融合”和

“课赛融合”三方面内容。“课岗融合”是指根据学前教

育就业岗位的需求，构建服务于融岗位工作要求、行

业要求及学生职业发展于一体的学前教育学课程内

容；“课证融合”是指将人才培养规格对接国家职业资

格标准，课程内容对接资格证书考试标准，按照职业

资格考试标准确定理论与实训内容，使学生在完成学

前教育专业课程学习的同时能够顺利完成职业资格

证书考试任务；“课赛融合”是指将教育技能大赛各种

赛项的竞赛内容按照学科进行划分后，分门别类地嵌

入对应课程，以竞赛内容为项目驱动，以此来设计课

堂教学内容和实训项目，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二）“课岗证赛”融合式学前教育学课程的特点

1.整合性

“课岗证赛”融合式课程是教师依据《专业标准》

《考试标准》《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赛项规程》《学前

教育学课程标准》（以下简称《课程标准》）来选择和设

计课程内容，并将其整合到特定的模块中。整合后的

模块包含了幼儿教师应具有的职业知识、职业情感和

职业能力的内容。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先介绍所要掌

握的知识点，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将知识点串成知识

线，接着教师通过案例的形式引导学生将知识线串成

知识面，学生借助受教经历、角色模型、教育观、儿童

观、情感表象和教育技能再形成一个知识体，最后，学

生利用知识体来解决教育中的实际问题，从而达到融

会贯通的目的。

2.实用性

设计融合式课程的前提是教师要做好充分的准

备工作，以体现该课程的实用性。首先，教师要对学

生可能就业的目标行业进行调研和对市场需求的情

况进行分析，以此确定某一岗位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

职业能力；其次，教师要把《专业标准》中的专业能力

按照课程体系的框架进行分解；最后，教师要将教师

资格证书考试内容和技能大赛赛项内容以模块的形

式进行组建，以鲜活的教育活动案例的形式呈现给学

生，学生在分析案例尝试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习知

识、培养情感、发展专业能力，学习应教、应试和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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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巧。

3.实训性

“课岗证赛”融合的目的是培养既具有专业知识

又具有职业能力，既具有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又

具有竞赛获奖证书的多证书人才，从而实现培养集专

业知识、专业情感和专业能力于一身的专业人才的目

标。为了达成此目标，就需要教师改变以往的理论教

学方式，采用理论与实训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即教师在

通过调研分析的基础上，根据《课程标准》和《专业标

准》生成课堂教学的内容，在以案例的形式将知识呈现

给学生后，教师要及时将课堂转交给学生，由学生结合

所学的知识以小组讨论或自主研学的形式探究解决问

题的方法，并通过合作的形式完成操作和展示的任务。

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结合见习和实习经验生

成活动案例并尝试解决，以达到举一反三的目的。

四、“课岗证赛”融合式学前教育学课程

的实施

教师可以利用“三阶段八环节”的方式来实施“课

岗证赛”融合式学前教育学课程，如图3所示。

（一）第一阶段——社会调查

第一环节，了解岗位需求

社会调查 专业研讨 制定实施计划

幼
儿
园
调
查

汇
总
调
查
结
果

分
析
工
作
任
务

制
定
课
程
目
标

选
择
融
合
内
容

制
定
学
期
计
划

制
定
课
时
计
划

实
施
课
时
计
划

图3 “课岗证赛”融合式学前教育学课程实施流程图

表1 学前教育学课程的工作任务

应知

支 撑

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幼儿园教育的目标、任务、内容、要求和基本原则
学前教育政策、法律、法规知识
0-6岁婴幼儿保教和幼小衔接的有关知识与基本方法
幼儿园与家庭、社区合作知识
教师专业发展知识
幼儿园课程知识

应会

一日生活的组织与保育
游戏活动的支持与引导
教育活动的计划与实施
激励与评价
幼儿园环境创设与利用能力
沟通与合作
反思与发展

在课程实施之前，课程组的教师可以以顶岗实习的

学生和幼儿园教师为调查对象，通过访谈的形式了解目

前幼儿园在教师专业建设方面对幼儿教师的专业素质

的要求，包括教师的职业道德、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

第二环节，汇总调查结果

经过社会调查、收集资料之后，课程组的教师要

对资料进行汇总。汇总可以依据以下几个维度进

行。维度一，汇总幼儿园教师的需求量；维度二，汇总

幼儿园对教师专业素质的要求；维度三，汇总幼儿园

园本课程对教师特殊素质的要求。

（二）第二阶段——专业研讨

第三环节，分析工作任务

结合《专业标准》和《课程标准》，分析学前教育学

课程的工作任务。

将工作任务按照应知和应会的维度进行划分。

应知内容是学生在课程结束后应掌握的专业知识和

具有的专业情感；应会内容是学生在课程结束后应具

备的专业能力。专业知识和专业情感是专业能力的

支撑（见表1）。

第四环节，制定学前教育学课程目标

结合幼儿教师岗位需求、《专业标准》《课程标准》

和学生的学习特点，从认知、情感和能力三个维度制

定课程目标。认知目标：掌握从事学前教育工作所必

需的基本教育理论与保育、教育知识；能力目标：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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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学前教育基本理论与知识分析和解决教育活动

中的问题，具有高阶思维、自主学习与探究的能力；情

感目标：热爱幼儿、热爱学前教育事业，树立科学儿童

观、教师观，形成爱岗敬业的职业信念。

第五环节，选择并融合课程内容

首先，分析《考试标准》“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面

试大纲”和《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竞赛规程》，将与

学前教育学课程相关的考试或竞赛内容挑选出来；其

次，将挑选的内容对照学前教育学课程单元进行划

分；再次，将划分的内容以知识点或案例的形式融入

到相应的教学单元。

（三）第三阶段——制定实施计划

第六环节，制定学期计划

首先，教师要深入了解教师资格证考试内容、教

育技能竞赛中相关赛项内容与相应课程内容之间的

关系；其次，将考试与竞赛所需要的知识点提炼出来；

再次，分析“保教知识与能力”试卷结构与历年真题和

《竞赛规程》，了解各知识点的考察方式，分析各种题

型与知识、能力的对应关系。如单选题、简答题主要

考察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记忆和理解能力，要求学生准

确记忆课程中相关的基本理论和知识点，客观性较

强；而论述题和材料分析题主要考察学生运用理论知

识分析实际教育问题的能力，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逻

辑思维能力，主观性较强。最后，根据教学时数和课

程内容的特点制定具体的学期计划。

第七环节，制定课时计划

首先，教师依据学期教学计划，认真学习《3-6岁儿

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以下简称《指南》）《考试标准》》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竞

赛规程》《专业标准》，结合幼儿园调研的结果，确定本

次教学活动目标。其次，明确划分本次课程中应知和

应会的内容，目的是在不增加授课时数的情况下，充

分利用现有的教学时间，通过课堂讲解、练习和课下

实训等方式合理地满足高职教育的学历要求、岗位需

求、职业资格证书考试要求和技能竞赛要求。再次，

教师以模块的形式划分教学内容。第一模块，学前教

育学课程的基本知识、基础理论；第二模块，幼儿园保

育和教育活动常用的知识点；第三模块，与本次课程

内容有关的教师资格证考试、技能大赛考点；第四模

块，涉及相关知识点的幼儿园教育活动案例和真题案

例。最后，根据教学目标、模块内容的特点和学生的

学习心理，选择适宜的教学方法，设计教学环节。

第八环节，实施课时计划

本环节，可以采用五步教学法。

第一步，讲解应知内容（包括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

对于学生已知的知识点，可以采用复习巩固的方法

带过，对于新的知识点，教师可以采用讲授法、讨论法、

观察法精讲、细讲，以达到理解、记忆和掌握的目的。

第二步，讲练与教师资格证考试、技能竞赛相关

的知识点

在这一步，教师的任务是采用讲授法、案例教学

法、演示法等精讲相关知识点。学生的任务是模拟演

练。演练的题型有两种，一种是真题；另一种是仿编

真题。演练的方式是小组合作。演练的目的是理解

出题人的考察意图、有针对性地训练学生的答题思

路，最终掌握答题技巧。

第三步，讲练与幼儿园教育活动相关的知识点

首先，教师以幼儿园教育活动案例的形式向学生

呈现相关知识点的应用方式。其次，学生利用知识点

对案例进行分析。再次，师生共同评价，进一步深化

知识。由于设计和组织教育活动具有很强的主观

性。教师和园长的个人知识，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经验

以及性格都会影响幼儿课程的具体实施过程，渗透到

具体的实施细节中。课程的实施是具有创造性的，也

会具有极大的个性差异［4］。因此，为了使学生形成科

学的教师观和儿童观，掌握正确的活动组织方法，教

师可以借助案例教学法使学生既看到了别人的优点与

不足，也发现了自己应努力的方向，从而能够在上岗后

依据《纲要》和《指南》灵活而科学地开展教育活动。

第四步，借助案例，综合训练

首先，教师呈现包含本节课相关知识点的幼儿园

教育活动案例。其次，学生以组为单位领取任务，研

讨、分析案例中涉及到的知识点，利用理论知识对幼

儿及教师的行为进行分析并对教师提出教学建议。

再次，小组展示研讨结果，师生共同评价。

第五步，结合活动，小组反思

在师生评价之后，展示活动的小组成员进行反

思，针对活动中的不足之处，分析原因，寻找改进措

施，重新设计活动。幼儿园教师的反思过程其实就是

一个自我唤醒的过程。其本质是幼儿园教师对专业

发展责任的理解以及专业行动意识的觉醒［5］。同样，

反思也可以使学生的行为由被动变为主动，从而提高

专业能力。

通过“三阶段八环节”的学习和训练，学生既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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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学前教育学课程基本的理论知识，重点理解了与教

师资格证考试有关的知识点，还学会了应用相关知识

点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锻炼了设计和组织教育活

动的技能，发展了合作与反思的能力，培养了热爱幼

儿、尊重幼儿的情感，初步具备了比赛的知识与能力，

具有了幼儿教师应具备的基本的专业素质。真正实

现了“一堂课多目标”的目的。

五、实施“课岗证赛”融合式学前教育学课

程应注意的事项

实施“课岗证赛”融合式学前教育学课程应处理

好以下几种关系。

（一）处理好“产教”融合与“课岗”融合的关系

首先，“产教”融合是“课岗”融合的前提。“产教”

融合是现代高职教育改革的方向。《国家职业教育改

革实施方案》第十条指出“推动校企全面加强深度合

作”以达到“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双元育人”的目的。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区分普通高等教育的关键，它改

变了过去校企分家、各自为营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过

校企合作共同制定和实施人才培养方案，既能满足企

业对人才的需求，又能为高职学校的人才培养指明方

向、确定规格。其次，“产教”融合是“课岗”融合的保

障。只有“产教”融合，“融园入校”，学校及时了解幼

儿园的岗位需求，按照需求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幼儿

园和学校共同建立实训基地、建设“双师”型教师队

伍、开发实训课程和教学资源，才能保障“课岗”的有

效融合。再次，“产教融合”是理念，“课岗”融合是措

施。“课岗”融合是“产教”融合的必经之路。“课岗”融

合可以促进学前教育学课程标准与幼儿园教师专业

标准的统一，使教师能够按照岗位需求选择教学内

容，开发教材和其他教学资源，推进专业与产业的对

接，最终实现“产教”融合的目的。

（二）处理好课与证的关系

课是获取证的保障，证是对课质量的评价。处理

好课与证的关系，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方

面，在内容上，融证入课。以《考试标准》》所要求的应

知和应会的内容为主线，重构课程计划，在学习应知

内容的同时，实训应会内容。二方面，在课堂教学中，

借助真题和模拟真题，营造实训情境，通过讲、学、练

的方式，掌握与证有关的知识和技能。三方面，创造

条件保障学生课后的实习和实训。首先，学校和幼儿

园合作建设实习、实训基地；其次，由具有“双师”结构

的教学团队共同指导学生的实习和实训，使学生具备

幼儿教师应有的专业情感和技能。四方面，杜绝以证

代课。任何一门课程都有其独立完善的理论体系。

学历教育的目的是为学生提供充足的教学资源保障

其完成所有专业课程的系统学习，从而达成专业人才

的培养目标。职业资格证书考试考察的是从事相关

职业的人员应具备的最基本的理论知识、情感和技

能，其内容以模块的形式呈现各课程的最基本知识

点，不是完整的理论体系。课是本，证是末，避免本末

倒置。

（三）处理好课与赛的关系

赛是对课的教学质量的检验与评估。处理课与

赛的关系要做到，一方面，融赛入课，赛教融合。教师

选择《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竞赛题库》中与学前教

育学有关的试题融入课堂教学中，模拟比赛场景，让

学生通过比赛的形式作答竞赛试题；二方面，以赛促

教，以赛促学。竞赛不是目的，竞赛是手段，是发现教

学问题，促进教学改革的手段。教师除了在课堂上利

用真题在小组之间开展竞赛，检验学生知识与技能的

掌握程度，及时调整教学进度和方法外；也可以在课

后通过组织规模性的技能竞赛，激发学生的竞胜心，

努力学习。竞赛还可以评价学生的专业素质，以便进

行针对性的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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