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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demands high- quality talents of this major. Based on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STEAM,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reform of talent training model for preschool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by creating
muti-dimension courses with three modules, five levels and the complete-process education, trying to implement 6E and project-driv⁃
en teaching mode and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 so as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applied preschool education profession⁃
al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th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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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STEAM教育思想对学前教育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启示

STEM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起源于美国，是20世纪90年代由美

国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

域的专家共同提出的一种整合科学、技术、工程、

数学等学科的课程学习，用以应对学科割裂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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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无法创造性解决真实、复杂的科学技术问

题，在新硬件时代难以设计出高品质产品的现

状，培养学习者设计未来的能力，提升国家经济

保持繁荣与竞争力的技术和能力。STEM教育在

发展过程中逐渐融入了艺术、人文、社会等元素，

转向了STEAM教育。STEAM教育的正真内涵并

非各学科知识的简单叠加，而是学科素养彼此之

间进行有效融合，组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以

真实问题解决为任务驱动，在实践中应用知识、

获得知识，培养学生的复合思维、创新思维和问

题解决能力。发展STEAM教育成为世界发达国

家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重大战略和未来愿景[1]。

2016年中国教育部在《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

划》中要求：“有条件的地区要积极探索信息技术

在‘众创空间’、跨学科学习（STEAM教育）、创客

教育等新的教育模式中的应用。”[2] 2017年6月，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正式成立STEM教育研究中

心并连续发布了《中国 STEM 教育白皮书》和

《STEM教师能力等级标准（试行）》，白皮书中明

确提出“STEM 教育应该纳入国家创新型人才培

养战略，是跨学科跨学段的连贯课程群”。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是指高职

院校根据学前教育发展需求确立人才培养目标，

优化人才培养过程，建立质量保障体系的定型化

实践模式。它主要由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

方式、管理和评价等方面组成。传统高职学前教

育专业人才培养还存有诸多问题：如人才培养目

标前瞻性不够；课程体系实践性不强；教学方式

创新性不足，综合知识运用能力不高，基本上是

以传统的学科教学模式为主，重理论知识的学习

和掌握，轻实践能力的培养与发展，全面持续发

展的素质教育尤其是创新素质的教育培养匮乏；

评估体系多元性不明显等。学前教育的发展要

求高质量的学前教育专业人才，改革势在必行！

在探索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积极

尝试STEAM教育，打破学科界限，突出知识融合，

倡导基于问题的自主探究，对培养高素质、高技

能、创新应用型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二、基于STEAM教育思想的四川幼儿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实践

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简称四川幼

专）学前教育专业依托中国（绵阳）科技城，坚持

以政府指导下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进“协同

育人、协同创新、协同服务”的办学思路，以全体

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基本理念，对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进行了积极探索：定位人才培养目标，重构专

业课程体系，尝试STEAM教育教学实践，优化课

程质量评价体系，以适应学前教育改革发展要求,

培养卓越幼儿园教师。

（一）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人才培养目标是人才培养模式中最基本的

出发点，有了正确的培养目标才有可能达到毕业

要求，所以确立科学的学前教育培养目标是高职

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最基本的要求。经调研得知，

幼教机构渴求：热爱幼儿教育，了解幼儿，理论知

识扎实、技能突出、全面发展，有一定的实践、反

思、评价能力，能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愿

意长期在本园工作的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充分

说明社会对高素质、应用型幼儿园教师的旺盛需

求。基于行业调研与比较分析，四川幼专以人的

全面发展为基础，以《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为依

据，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确定了学前教育专业的人

才培养目标：培养理想信念坚定，自觉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能适应新时代学前教育事业发

展需要，热爱学前教育事业、关爱幼儿，具有良好

的职业道德修养和较高的人文素养，掌握扎实的

专业理论知识和职业技能，具备过硬的专业能

力，面向幼儿园教师职业，能从事学前教育领域

相关工作的专科层次幼儿园教师。

（二））重构专业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就是专业课程设置，是实现人才培

养目标的最根本保证，没有科学的课程体系难以

达成既定的人才培养目标。目前高职学前教育

专业的课程还存在着科际界线、知能分离和缺乏

整合的情况，课程功能不能很好地体现。美国马

里兰大学赫希巴奇（Dennis R Herschbach）提出的

STEM课程跨学科整合模式，将STEM课程分为相

关课程与广域课程。相关课程是将各科目仍保

留为独立学科，但各科目教学内容的安排注重彼

此间的联系。广域课程模式则取消了学科间的

界限，将所有学科内容整合到新的学习领域，形

成结构化的课程[3]。还有学者主张将STEM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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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创客教育结合起来，提出将基于设计的学习

（Design-based Learning）和面向真实问题的项目

式学习，作为培养学生STEM素养的教学方式[4]。

四川幼专坚持以学科拓展课程为基础，紧扣专业

核心素养，按照“系统设计、模块构建、三位一体、

融合培养”的育人思路，重构了“三模块——五层

次——全过程实践”的多维课程体系（参见图

1）。“三模块”是指对学科课程进行整合，形成幼

儿保育、幼儿教育、环境创设与家园共育三个课

程模块，坚持项目驱动、问题导向，融合学科知

识，推行模块化教学。“五层次”是课程的过程性

目标达成，其中：1）思想政治。坚持以思想政治

工作为引领，充分发挥专业党建的政治核心作用

和师生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以党风带教

风、促学风。以思想政治课为主阵地，创新思想

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依托学生党支部、共青团、

学生会、学生社团等群体，通过第二课堂和学生

活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理想信念，确保政治合

格。2）专业素养。坚持以专业课程教学为主体，

根据岗位职业能力构建模块化的课程教学，结合

专家讲学、园长讲坛、技能考核、专业能力大赛和

第二课堂等形式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专业理念，

夯实专业知识，提升职业技能，全面提升学生的

专业发展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3）科学素养与

人文素养。幼儿园教师面对一群天真活泼、好奇

心和求知欲强、知识来源广泛的幼儿，需要有丰

富的知识，坚持以通识课程为基础，社团活动为

载体，学生自主学习为核心，充分发挥绵阳科技

城的人文科技资源优势，着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全面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

和科学素养，夯实学生全面发展基础。4）文明礼

仪和安全法治。3-6岁的幼儿自我保护能力弱，

模仿能力强，需要幼儿园教师文明执教、依法执

教。将安全法治教育和文明礼仪教育作为学生

学习的必修内容，通过主题活动、实践演练、自主

学习等形式，全方位、多层面、有针对性地开展安

全法治教育和文明礼仪教育，全面培养学生的职

业素养和实践能力。“全过程实践”是指将学习主

体在课程体系实施过程中所参加的校内、校外教

育实践内容和环节按由浅入深、由低到高地进行

安排，使学生的幼儿园教师职业技能、教育能力

的培养形成完整的体系。该课程体系坚持“目标

引领”、“问题导向”和“全实践教学”，以学科的核

心知识为基础，融合多学科内容，创新多元教学

方法，深化产教融合，体现了STEAM 教育专业

性、人文性、整合性和教育性等特点，以及专业知

识培养的系统性、专业能力培养的全程性、专业

情意培养的融合性三个特色[5]。着重提升学生的

综合素质、专业发展能力、创新创业能力和实践

能力。

全过程实践

校内 校外

课内实践 大一：教育见习

大二：保教实习职业技能训练

第二课堂 大三：顶岗实习

试讲 调查、访问及其

它社会实践

幼儿
保育

幼儿
教育

环境
创设

家园
共育

学习项目
1、2…

学习项目
1、2… 学习项目

1、2…

学科基础：学
前儿童卫生
与保育、婴幼
儿营养、儿童
发展心理学、
婴幼儿照护
实操等。

学科基础：
幼儿园环
境创设、学
前教育政
策与法规、
家庭教育
指导等。

学科基础：学
前教育基本
原理、幼儿园
游戏、幼儿园
课程概论、幼
儿园活动教
育与指导等。

三模块 五层次

思想政治

专业素养

人文素养

科学素养

文明礼仪与安全法治

图1 基于STEAM教育理念的课程体系

（三）深化教学方式改革

教学方式为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提供可靠的

途径，采用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会事半功倍；相

反，没有很强实践性的教学方式是培养不出符合

社会需求的人才。四川幼专学前教育专业坚持

以学科拓展课程为基础，以解决真实情景中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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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为导向，坚持融合基于问题的学习（Problem-

based Learning）、基于项目的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和 基 于 设 计 的 学 习（Design- based

Learning）等学习思想，积极探索教学方式改革。

1. 6E教学模式实践——以《幼儿行为观察与

指导》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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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agement）、探究（Exploration）、解释（Expla-

n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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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

ne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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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0，[7]。

解释

引入

探究

设计

拓展

评价
分享成果、多元互评

知识迁移、解决新问题

执行计划、展开研究

理解概念、确定计划

明确问题、预设计划

情景体验、激发兴趣 关注兴趣、整合问题

让位学生、引发思考

讲解概念、加深理解

追踪研究、提供帮助

增加难度、丰富研究

参与评价、关注成长

分析

综合

推理

演绎

假设

归纳

6E 学生 教师

STEAM教育

核心素养

图2《幼儿行为观察与指导》6E教学流程

《幼儿行为观察与指导》是学前教育专业课

程体系中十分重要的一门专业课程，即专门研

究学前儿童行为的意义，并依据外部行为表现

的观察与记录，对幼儿的身心发展、日常生活、

游戏活动和教学活动进行评估的一门课程。四

川幼专学前教育专业充分利用学生见实习机

会，将学生观察到的幼儿实际行为表现进行归

纳整合，结合相关理论知识，进行任务梳理，探

索推进6E教学模式（参见图2）。该模式的主要

操作环节如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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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阶段我们关注学生对真实情

景的体验以及对研究问题的兴趣，尝试帮助学生

建立知识联系。以“幼儿愤怒情绪的观察研究”

这一主题为例，我们利用学生定期下园和见、实

习机会，让多名学生共同选择一个班级的幼儿作

为观察对象，观察幼儿一日活动各个环节，最后

部分学生对幼儿的愤怒行为产生兴趣，集中反馈

观察所得，结成研究小组。而教师则需要关注学

生的这一兴趣点，在学生反馈观察所得时做好记

录，帮助学生确立后续的研究问题，尝试建立与

《幼儿行为观察与指导》的课程知识及相关知识

的关联。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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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阶段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合作能力、主动学

习和创新思维的关键，也是“6E教学模式”的中

心环节。这一阶段学生基于共同选题和观察对

象一致的原则进行协商分组后，开始以组为单

位围绕着“愤怒情绪的行为表现”“为什么会产

生愤怒情绪？”“愤怒情绪的干预策略是什么？”

等研究问题进行头脑风暴，进一步明确研究内

容和方向，制定初步的研究计划。教师要让位

学生，以启发性、开放性问题引导学生主动学

习、主动思考，不要急于讲授《幼儿行为观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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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的相关知识，也不要急于下结论，因为此

时学生对课程知识还未深入学习，思维不容易

被学科束缚，是养成主动学习品质和培养创新

性思维的最佳阶段。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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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通过学生的

展示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而发现学生概念

学习存在的问题，教师进行概念的讲解帮助学

生尽早地发现问题并及时调整。教师在讲解概

念时特别注意跨越学科的界限，以“愤怒情绪”

为例，既涉及幼儿的年龄特征，又涉幼儿的心理

特征，还涉及幼儿情绪的外显性特点。因此，讲

解时要结合学前心理学、学前卫生学以及行为

观察与统计的相关知识，据此来帮助学生了解

专业课程的科学体系和形成开放性的思维，形

成完整的研究计划。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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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有愤怒情绪行为的

幼儿，围绕着“幼儿愤怒情绪的行为表现”“为什

么会产生愤怒情绪？”“对愤怒情绪的干预策略是

什么？”等研究问题开展观察研究，完成研究报

告。教师在这一过程中追踪学生的整个研究过

程，了解学生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及时给予

启发引导和帮助。

（5）拓展：该阶段要求学生能够运用已学的

概念、技能在新情景中解决新的问题。因此，

在“幼儿愤怒情绪的观察研究”的实践探索中，

要求学生在这一阶段能够尝试变更研究对象，

拓展研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以验证该研究内

容所确定的结论是否具有普适性。例如，可以

由观察小班幼儿换到观察大班幼儿，分析不同

年龄段幼儿对愤怒情绪的不同表现形式及应

对策略；可以由观察愤怒情绪扩展到观察幼儿

其它行为表现。教师在这一过程中则需要提

出新要求，增加学生的研究难度，帮助学生基

于自己的研究主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引发出

新的有价值的研究问题。

（6）评价：STEM教育强调应采用多元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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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行为观

察与指导》这一课程将学生置于真实的问题情

境，关注学生在过程中的感受和体验，给学生充

分自由的空间去发挥自身的想象和创造，轻结

果。通过观察图片、观察视频、研究过程及结论

分享，采取组内自评和小组互评的方式优化项

目。作为教师，应该聚焦学生学习过程的点滴，

教学相长。

2. 项目式教学流程重构——以《幼儿教育活

动指导》为例

项目式教学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构建主义

学习观，其主要强调复杂学习环境和真实任务，

强调社会分工协作，采用多种方式表述教学方

法，以“学”和“学生”为中心，其核心理念是：学

生知识和能力的获得，建立在真实情境下，通过

教师引导，学习小组团队协作，利用有效的文献

资料，通过意义构建的过程而获得[9]。四川幼专

学前教育专业对项目式教学进行了积极探索，设

计出基于真实工作岗位情境的人才培养工程结

构，按典型工作能力分类并以各个学习项目为支

撑（参见图3）。同时，按照项目化（式）教学流

程，即提出教学项目、组建项目团队、制定项目方

案、组织项目实施、进行项目评价等环节，在

STEAM教育理念下对传统教学流程进行了重构

（参见图4）。

基于工作能
力的典型工

程1

基于工作能
力的典型工

程2

基于工作能
力的典型工
程……

学习项目

项目团队

学习项目1

学习项目2

学习项目……

人才工程

图3 基于STEAM教育理念的高职人才培养

工程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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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思路

工种技术课程学习目标

本学科教师与学生自发组建

复制传统企业工作流程

按照方案实施

针对项目成果的单向评价

1.行业工程结构

2.专业能力结构

3.高职学生原有职业认知

1.高职学生

2.跨学科高职教师

3.产业导师

4.未来客户

1.有趣的工作方案

2.符合科学规律的工作方案

1.新技术对学习的改变

2.技术与艺术的结合

1.促进学生能效感的获得

2.基于业界生态的评价

3.评价与职业规划相结合

项目式教学流程 STEAM教育理念思路

建立项目来源

组建项目团队

制定项目方案

开展项目实施

完成项目评价

图4 STEAM教育理念下高职项目式教学流程重构示意图

以《幼儿教育活动与指导》为例，项目式教学

流程重构后的主要操作环节如下。

（1）确定项目来源。结合专业模块化教学，

以思维导图梳理出幼儿园教师七大专业能力与

课程学习结构图，所有学习项目都指向该结构图

相应位置。这一结构图不但要出现在本课程工

作手册式教材之中，还会延伸到不同学习项目的

任务单之中。教师以考核测试与课堂互动等形

式，检测学生对项目与职业之间联系的掌握情

况。从项目对一般普通幼儿园教师岗位能力的

提升作用到对整个教育事业的价值，项目来源没

有被学科所限，而是以静态与动态的项目区分紧

跟学前教育的发展。

（2）组建项目团队。STEAM教育的协作性强

调的是同学、教师和专家的协作，是建构多层次

立体的团队合作方式。对于职业教育来讲工程

项目团队应该由学生、跨学科“双师型”教师、实

训基地产业导师甚至未来工作客户等组建，这也

是对真实生活的情境创设。《幼儿教育活动与指

导》课程成员来自于课程涉及领域的跨学科教

师、本专业学生和幼儿园实训指导教师，他们建

立起了专业学习共同体。

（3）制订项目方案。项目方案应具有开放

性，需要关注工作过程的趣味性与科学性，培养

高职院校学生的学习和工作乐趣，促进其科学

精神的形成。例如，在“保教见习”项目前，照例

都要求学生为幼儿准备舞蹈、儿歌等互动小节

目或者游戏，这是她们非常乐意的事情。但是

见习结束后的总结中，学生总会感受到这些准

备的内容往往不能像预期那样吸引幼儿。他们

发现，幼儿园指导教师之所以能够与幼儿和谐

相处并实现自己的教育意图，是基于保育工作

中对幼儿的细心呵护而建立起的信任感。随后

的所有活动指导项目，学生都应主动立足于保

育工作展开设计。

（4）项目实施。艺术与技术实现有机结合

是体验人类发展成果的有效途径，STEAM教育

非常看重新技术以及人文艺术在工作任务中的

作用，这有助于项目目标的实现。《幼儿教育活

动与指导》课程团队近年来一直要求学生在“试

讲”项目完成过程中拍摄视频，用以自我检测和

成绩在线互评。这一做法从当初超过一半的学

生表示抵触或敷衍，不愿意将自己的视频公开，

到如今84.75%的学生会为力求视频完美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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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重复练习，其中自拍美颜技术的发展起了

重要的作用。这个有趣的现象说明，审美可以

成就学生的个体价值，新技术可以改变他们的

学习态度。该项目实施过程使用智能化、信息

化、可视化的新技术改变学生学习与工作方式

的同时，也通过艺术性的表现使自己的工作成

为他们幸福感的来源。

（5）项目评价。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是

项目式教学评价的两个组成部分，评价对象包括

学生个人、工作团队、指导教师，评价方式包括了

自评、互评和教师评价等。其目的是对教学效果

进行全面的评估，对课程后继项目的设计提供参

考，同时也为了培养教学团队及学生的反思能

力，整体提升学习品质。《幼儿教育与活动指导》

课程团队为了让学生适应多元评价，采取将学生

“试讲”实训视频进行互评；特邀一线幼儿园教师

与家长就网络热点和他们亲历的“家园矛盾”与

“家园共育”典型案例进行研讨；将学生完成的活

动设计项目，以情境再现的方式在幼儿园实施，

幼儿园教师、领导、家长甚至幼儿参与评价全过

程。这些项目评价措施，不是简单获取教学评价

结果，而是使学生形成较为成熟的评价认知，提

升社会性发展。

（四）优化课程质量评价体系

高质量课程教学是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

STEAM教育理念要求建立健全开放多元的评估

体系。一是建立立体多维的课程考核制度。学

前教育专业以项目任务驱动的方式组织教学，坚

持形成性、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理论、实践操作考

核相结合，同时将学生的校外实习作业、工作表

现、职业道德等成绩纳入课程考核体系，将校内

课程考核与校外工作考核有机融合。二是形成

了较为严密的教学质量三级评价制度，主要由教

学督导组评价制度、同行专业教师评价制度及学

生评教制度三大块构成。三是引入第三方评价，

以幼儿园、早教中心、学生、家长及学前教育研究

机构等利益相关方为评价主体，多方式、全方位

评价我校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的职业发展能力

和教师职后培训能力，为教学质量管理、人才培

养方案制定、课程改革等提供科学依据。

三、小结

随着学前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培养高素

质、创新型、应用型人才成为时代赋予我国学前

教育的一大重任。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形式，

STEAM教育是美国乃至其它发达国家在培养创

新应用型人才方面做出的全新探索，它关注学生

的主体性，注重在实际的教育情境中培养学生的

实践能力、思维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笔者利用

STEAM教育的先进理念构建了STEAM思想指导

下的多维课程体系，进行了6E教学模式和项目式

教学的初步尝试，试图优化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

业人才培养模式，期望能为高职学前教育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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