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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人文素养现状及提升策略研究
——以大庆师范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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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黑龙江大庆 163712）
摘 要：教师教育是培养教师的关键环节，是教师队伍建设的源头活水。新时代教育背景下，国家和社会对幼儿教师的人文素

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而言，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对增强自身竞争力，对提升学前教育质量至关重要。

研究采用问卷的方式对大庆师范学院 256名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人文素养现状进行调查。结果表明：社会生存能力相对较

高；个人生存能力中人际交往、行为习惯和自理能力较弱；家庭生存能力中，关爱家人、安全意识和家务劳动需要强化；集体生

存能力中归属感较弱。针对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人文素养现状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文章从重视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人文素养课程

的建构、打造具有高水平人文素养的学前教育专业教师队伍、利用校园文化，对学生的人文素养进行熏陶、改革学校评价方式，

构建科学的评价体系、家庭和社会共同培育等方面对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人文素养提出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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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motion Strategy of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 Students’Humanistic Quality in the New Era

—A Case Study of Daqing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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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eacher education is the key link of teacherstraining and the source of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the state and society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humanistic literacy of preschool teachers. As
for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 students，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m to improve their humanistic literacy so as to enhance their competi⁃
tiveness and to upgrade the quality of preschool educati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humanistic literacy of 256 preschool teachers in
Daqing normal university was investigated by questionnaire，the result of which showed that: the ability of social survival is relatively
high; in the ability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behavior habits and self-care ability is weak; in the ability of family survival，car⁃
ing for family，safety consciousness and housework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sense of belonging in the ability of collective sur⁃
vival is weak. In view of above-mentioned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esent situation，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trategies to im⁃
prove the students’humanistic literacy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curriculum construction，construction of high level teaching staff，hu⁃
manistic literacy edification with campus culture，reform of evaluation methods in school，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evaluation system，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with joint efforts from family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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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必先强师，教师是教育质量的关键。

学前教育阶段在整个教育系统中起着奠基性作

用，幼儿教师作为学前教育的执行者，在教育实

施效果和质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学前教育

专业学生质量的高低不仅关乎每一个幼儿的成

长与发展，更与我国整体教育质量息息相关。

新时代对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8年1

月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改革的意见》，强调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

素质教师队伍［1］。提升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综

合素质，树立良好的师德师风，首先要培养其人

文素养。

一、人文素养是新时代幼儿教师的基本

素质

新时代教育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推进人

文素养教育，促进人的身心全面和谐发展。新时

代幼儿教师作为幼儿思想的引领者，个性和品格

形成的影响者，更要提升自身的人文素养，这是

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职业特殊性的需要。

（一）社会及教育发展的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了新时代，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新征程。教育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重要内容，建设教育强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道路上起着基础性作用，建设一支新时代高素

质的教师队伍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关键。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的教育要适应社会进步和

人的全面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

接班人［2］。并明确提出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

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加强学生的思想

品德、奋斗精神和综合素质。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作为培育者，其人文素养的高低显得十分重要，

只有不断提升幼儿教师的人文素养，培养一支具

有高尚师德、优良品质的幼儿教师队伍，才能适

应新时代人才培养的需要，才能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

（二）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需要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

水平关系着学前教育办学质量，提高学前教育质

量必须提升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水平。幼儿教

师的专业发展不仅包括专业能力和专业技能，还

包括专业理念、专业信仰、专业人格等素质［3］。幼

儿教师与幼儿之间是一种人文性的互动交流活

动，具有较高水平人文素养的幼儿教师会在幼儿

的内心深处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对幼儿一生的发

展产生积极的作用。此外，新时代对幼儿教师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幼儿教师不仅要丰富自身的专

业知识，更要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职业道德。

只有提升自身的人文素养，更新自己的教育理

念，进而促进自身的专业发展，才能在新时代发

展浪潮中增强自身竞争力。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情况

研究以大庆师范学院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为

研究对象，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选取学生256

名。其中大二学生116人，大三学生140人；男生

19人，女生237人；独生子女120人，非独生子女

136人。并选取对应数量的家长，对学生的家庭

生存能力进行调查。在256名家长中，文化程度

为博士的1人，硕士1人，本科53人，专科33人，

中专（高中）及以下的168人；家长职业中，工人39

人，农民69人，教师16人，医生4人，政府机构人

员9人，企业公司职员39人，自由职业者46人，其

他34人。学生家庭人口数量的调查显示，2口的

有12人，3口的有100人，4口的68人，5口的55

人，其他21人。

（二）研究工具介绍

1.调查问卷的编制和回收

根据何庆研究员提出的人文素养相关理论，

编制《大学生人文素养发展情况调查问卷》和《大

学生“家庭生存能力”发展情况家长调查问卷》。

问卷经过信效度检验后向学生和家长发放，问卷

回收率达到100%，且问卷信息保证真实有效。

2.问卷结构的设计

问卷中涉及到的人文素养维度源于中国教

育发展战略学会人文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

事长，何庆研究员所提出的人文教育理论体系：

人文幼教课程主要培育责任、认真、劳动、自律和

感恩等人文品质；人文小教坚持以“爱”为基础，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培育学生的道德品质、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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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和道德人格；人文中教则引导学生正确认识

正逆文化、生命价值、从重个人到重集体和重国

家的价值提升等［4］。根据人的心理和生理发展特

点，综合以上指标并结合人文教育专家团队的建

议，最终确定大学生人文素养量化维度。维度主

要包括以自理能力、行为习惯、自我发展、人际交

往、学业追求和安全意识为内容的个人生存能

力；以遵守集体规则、安全意识、归属感为内容的

集体生存能力；以遵守规则、安全意识、归属感为

内容的社会生存能力和以关爱家人、家务劳动、

安全意识为内容的家庭生存能力。

3. 数据处理方法

采用SPSS 21.0 统计软件对回收的数据进行

描述统计、单因素方差分析、独立样本 t 检验等分

析。为便于统计分析，将人文素养相关问题的问

卷答案“不能”“偶尔能”“经常能”“一直能”赋值

“0”“1”“2”“3”。并根据统计结果选取有价值的

信息进行整理分析。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人文素养总体水平

根据表1和表2的统计结果显示，大二和大

三学生的人文素养各个维度水平呈现出一致性

的特点。在人文素养四个一级维度中，得分由低

到高分别为家庭生存能力、个人生存能力、集体

生存能力和社会生存能力。在个人生存能力中

安全意识、人际交往得分较高，自我发展处于平

均水平，人际交往、行为习惯和自理能力得分较

低；集体生存能力中，遵守集体规则和安全意识

得分较高，归属感得分略低；社会生存能力中，安

全意识和归属感得分较高，遵守规则略低；家庭

生存能力中，关爱家人得分稍高，家务劳动和安

全意识得分偏低。从两个表格可以看出，大二学

生在个人生存能力、集体生存能力以及家庭生存

能力方面均低于大三学生，但社会生存能力则略

高于大三学生。

表1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大二）人文素养现状描述统计表

一级维度

个人生存能力

集体生存能力

社会生存能力

家庭生存能力

二级维度

自理能力

行为习惯

自我发展

人际交往

学业追求

安全意识

遵守集体规则

安全意识

归属感

遵守规则

安全意识

归属感

关爱家人

家务劳动

安全意识

N

116

116

116

116

116

116

116

116

116

116

116

116

116

116

116

最小值

1.14

1.33

1.26

1.18

0.86

1.19

1.20

1.10

1.25

1.47

1.43

1.50

1.05

0.56

0.57

最大值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二级维度均值

2.12

2.28

2.31

2.39

2.20

2.57

2.66

2.62

2.52

2.61

2.76

2.71

2.29

2.09

2.14

一级维度均值

2.31

2.60

2.69

2.17

标准差

0.45

0.38

0.46

0.47

0.58

0.40

0.42

0.43

0.48

0.39

0.38

0.41

0.46

0.58

0.57

表2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大三）人文素养现状描述统计表

一级维度

个人生存能力

二级维度

自理能力

行为习惯

自我发展

人际交往

学业追求

安全意识

N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最小值

0.00

0.78

1.00

1.00

1.00

1.00

最大值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二级维度均值

2.08

2.29

2.37

2.43

2.23

2.59

一级维度均值

2.33

标准差

0.54

0.48

0.54

0.52

0.65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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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生存能力

社会生存能力

家庭生存能力

遵守集体规则

安全意识

归属感

遵守规则

安全意识

归属感

关爱家人

家务劳动

安全意识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0.90

0.56

0.57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2.66

2.66

2.60

2.64

2.72

2.68

2.27

2.21

2.26

2.64

2.68

2.25

0.53

0.49

0.55

0.52

0.50

0.50

0.55

0.68

0.64

（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人文素养各维度

上的差异分析

为了明晰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人文素养各个

维度是否存在差异，研究从学生的性别、年级、是

否是独生子女三个变量出发，对大庆师范学院学

前教育专业学生人文素养各维度进行独立样本t

检验，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人文素养各维度上的差异分析

维度

个人生存能力

集体生存能力

社会生存能力

家庭生存能力

变量

性别

年级

是否是独生子女

性别

年级

是否是独生子女

性别

年级

是否是独生子女

性别

年级

是否是独生子女

F值

10.706

4.800

1.024

12.133

6.720

.440

8.179

8.008

.730

.859

10.370

.022

显著性

.001

.029

.313

.001

.010

.508

.005

.005

.394

.355

.001

.881

Sig.(双尾)

.307

.731

.217

.088

.474

.461

.109

.879

.316

.146

.272

.219

t

1.023

-.345

1.237

1.714

-.717

.738

1.608

.153

1.004

1.459

-1.101

1.233

不同性别的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个人生存

能力、集体生存能力以及社会生存能力方面存

在显著差异，在家庭生存能力方面没有显著差

异。由计算结果可知，女生在个人生存能力、集

体生存能力以及社会生存能力方面三个方面的

均值均高于男生。不同性别的学前教育专业学

生在家庭生存能力方面则没有显著差异。不同

年级的学生在四个维度上都存在显著差异。结

合表1和表2可知，大二学生整体的个人生存能

力、集体生存能力和家庭生存能力略高于大三

学生，而社会生存能力则略低于大三学生。是

否是独生子女与其人文素养水平之间没有显著

差异。

（三）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家庭生存能力维度

上的差异分析

对不同文化程度、职业的家长及家庭人口数

的学生家庭生存能力进行单因素检验和比较分

析。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家长因素在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家庭生存能力上

的差异分析

维度

家庭生存能力

变量

家长文化程度

家长职业

家庭人口数

均值

2.21

F

.787

1.036

1.888

显著性

.535

.113

首先，家庭生存能力和家长的文化程度、职

业以及家庭人口数没有显著差异。但计算结果

（续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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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家长的文化程度处于本科及以上的学生，

其家庭生存能力略高于家长文化程度处于本科

以下水平的学生，如家长文化程度为本科，学生

家庭生存能力均值为2.27；家长文化程度为硕士，

学生家庭生存能力均值为2.8；家长文化程度为博

士，学生家庭生存能力均值为2.6；家长文化程度

处于中专（高中）及以下的学生家庭生存能力略

低于全体学生的家庭生存能力均值，均值为2.18。

其次，家长职业为教师、医生、企业公司职员

的学生，其家庭生存能力均值偏高，分别为2.35、

2.40和2.33；家长职业为农民、政府机构人员和自

由职业者的学生，其家庭生存能力均值低于整体

学生均值，分别为2.12、2.07和2.15。表明家长职

业和学生的家庭生存能力方面没有显著差异，但

存在一些影响。

最后，在家庭人口数和家庭生存能力方面，

家庭人口数为2口的学生家庭生存能力最高，为

2.43；家庭人口数为4口和5口的学生家庭生存能

力低于整体学生均值，分别为2.19和2.10。

四、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人文素养存在的

问题

（一）个人生存能力方面

从研究数据可知，在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个人

生存能力中，自理能力、行为习惯和学业追求得

分偏低，自我发展得分处于中等水平。

首先，自理能力方面，在合理安排生活，掌握

娱乐、游戏时间方面存在困难，动手能力弱。大

二学生中仅有 25.42%的学生能一直合理安排作

息时间，大三学生中则只有18.88%；大二学生中

能掌握游戏时间，不沉迷网络游戏的学生仅有

25.42%。大二学生中能定期整理内务的学生为

38.98%；大三学生中占41.26%。其次，行为习惯

方面，大部分学生都缺乏体育锻炼，饮食不健康，

没有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和良好的阅读习惯。大

二学生能每天坚持锻炼60分钟的仅占11.86%，大

三学生中占13.99%；大二学生能一直坚持阅读的

占27.97%，大三学生中占30.77%；大二学生中一

直能树立健康消费观，有支出计划，不滥用金钱

的占41.53%，大三学生中占44.76%。最后，在学

业追求方面，学习计划性不强，对自己的专业知

识缺乏深入理解，在主动寻求各种途径促进自身

专业发展方面有些欠缺，专业书籍阅读不足。大

二学生中只有35.59%的学生一直能制定专业发

展规划，每天自主学习专业知识，大三学生中占

46.15%；大二学生中一直能根据自己的学业追求

制定学习计划的占34.75%；在学术方面，大二学

生中有49.15%的学生能做到踏实做学问，学术不

作假，还有5.93%的学术只是偶尔能做到；一直能

主动阅读专业书籍的大二学生占总人数的

34.75%，大三学生占总人数的37.76%。另外，自

我发展方面，很多学生遇到困难和挫折时，缺乏

挑战的信心和勇气，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积极

寻找解决办法方面还有待加强。

（二）集体生存能力方面

研究结果表明，大二和大三学生的集体生存

能力在四大维度中均值较高，仅次于社会生存能

力得分。在集体生存能力的三个二级维度中，归

属感得分最低，安全意识得分最高。在归属感方

面，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在主动履行个人责任，主

动为集体活动出谋划策以及参与学校组织的大

型活动方面积极性不高，参与度有待提高；能主

动关心别人，考虑别人的感受方面稍微欠缺；同

学之间能做到同舟共济、共担责任的能力有待提

升。大二有55.08%的学生一直能积极参与集体

活动并主动出谋划策，大三学生中有7.69%的学

生只是偶尔能做到；大三学生中还有6.99%的学

生偶尔能履行个人责任，9.09%的学生偶尔能主

动参加校团活动；大二学生中一直能主动关心别

人，考虑别人感受的占57.63%，大三学生中还有

6.99%的学生只是偶尔能做到，从数据可知，小部

分学生的集体生存能力有待提升，特别是集体归

属感方面。

（三）社会生存能力方面

从研究结果来看，社会生存能力在四大维度

中的均值最高，说明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社会生

存能力与其他生存能力相比处于较高水平。在

社会生存能力的三个二级维度中，大二和大三学

生都呈现出安全意识和归属感得分较高，遵守规

则得分相对较低的趋势。说明学生在捍卫国家

统一，维护各民族团结方面以及保守国家机密等

方面具有较高的意识，对社会主义文化具有很高

的认同感并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

是在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和公共秩序，主动做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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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德方面的传播者以及主动节约资源、倡导

携带购物袋购物、践行垃圾分类等这些生活中的

小事方面还有待提升。

（四）家庭生存能力方面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家

庭生存能力在四大维度中得分最低，说明在关爱

家人、家务劳动和安全意识方面做得不够好，应

重点关注和提升。首先，在关爱家人方面，对家

人的关心和陪伴不够，对家人的理解和耐心不

足。大二学生中能做到一直主动关心父母身体

健康的有54.32%，6.9%的学生偶尔能关心父母身

体，大三学生中偶尔能主动关心父母身体的占

12.14%；大二学生中一直能了解父母常用药物的

占31.9%，大三30%；大二学生中一直能按时提醒

父母体检的占20.69%，大三29.29%；大二学生中

经常陪家人锻炼的学生占37.93%，大三27.14%；

一直能及时了解家人内心需求的32.76%，大三

31.43%。其次，家务劳动意识不强，主动打扫卫

生，为家人服务的主动性低。如大二学生中在假

期经常为家人做饭的占43.59%，大三27.14%。最

后，在家庭生存能力的安全意识方面显得有些薄

弱，如大二学生中不能积极为家人选择和定制保

险的占24.14%，大三的18.57%。此外，大二和大

三学生的数据中都呈现出男生的家庭生存能力

均值低于女生的特点，说明学校、家庭等方面对

男生这方面的培养略显不足，后期培育时需要加

强注意。

五、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

策略

（一）重视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人文素养课程

的建构

1.科学设置课程，转变教育模式

学校作为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培养人的

固定场所，可以有效控制影响学生发展的各种因

素，达到良好的培养效果。高校作为学前教育专

业学生的培养机构，要以《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等相关文件作为制定人

文素养培育方案的依据，根据幼儿教师的职业特

点和时代要求，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方案，科学

设置课程和培育目标，突出新时代对人文素养的

要求，增加人文素养相关课程，促进学前教育专

业学生知识、能力、素养的全面发展。一方面可

以适当增加传统文化内容和国学经典，帮助学生

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从研读国学经典启迪智

慧、开启心灵、培养良好品德，塑造健康人格，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5］。另一方面，

在加强绘画、舞蹈等艺术课程的同时可以开展一

些人文知识、社会交往、自我发展等方面的讲座，

帮助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增强个人生存能力，提升

自身的人文素养水平。

2.把人文素养教育融入专业课程中

人文素养与专业课程联系密切，学前教育专

业课程内容都会以一定的人文素养为基础，高校

及教师可以挖掘新颖的专业课程教学方式，把人

文素养教育融入其中。如教师在讲授学前儿童

文学课程时，借助经典文化内容，通过对文学作

品中人物的善恶进行评价，对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的道德、情感、人格、世界观和价值观起到潜移默

化的影响。再如教师在讲授学前教育史等类似

课程时，可以选择民主活泼的教学方式，重视学

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多交流，多感悟。通过教

学方式的改变，引导他们置身其中，感悟教育思

想的奥秘和先人的伟大智慧。通过对专业课程

的学习，逐渐培养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人文素

养。

（二）打造具有高水平人文素养的学前教育

专业教师队伍

1.提升学前教育专业教师人文素养水平

学前教育专业教师作为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的培育者，教师的人文素养水平和培育能力与学

生的人文素养培育效果具有直接的关联，强化教

师队伍建设，提升学前教育专业教师人文素养水

平，才能保证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人文素养培育的

顺利进行。专业教师不仅要具有渊博丰富的专

业知识，更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这要求高校对

任课教师进行人文素养课程的培训，促使和帮助

学前教育专业教师深入了解人文素养内涵，深化

人文素养教育理念，深刻认识到人文素养培育的

重要性，提升教师的人文素养水平。

2.增强学前教育专业教师的人文素养培育

能力

教师具有了较高的人文素养还需要具备较

强的执教能力，才能把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人文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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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培育落实。高校可以开展教师人文素养执

教相关培训，以教师为中心，充分发挥教师教学

的主观能动性，注重每一位教师的个性化发展，

充分增强教师人文素养的培育能力。增强教师

对学生人文素养培育教学能力，掌握人文素养课

程教学的方式方法，把人文素养课程真正融入到

每一节课，每一处教学活动中，每一次谈话中，让

学生无时无刻不受人文素养的熏陶，从而达到提

升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人文素养的目标。

（三）利用校园文化，对学生的人文素养进行

熏陶

1.营造良好校园人文氛围

怀特海曾指出“文化是思想活动，教育所要

传授的是对思想的力量、美、条理等深刻的认识，

以及一种特殊的知识，这种特殊的知识和知识掌

握者的生活有着特别的关系。”［6］21校园作为学前

教育专业学生主要的生活环境，校园文化所承载

的文化背景和人文思想对学前教育专业学生陶

冶人文情操，提升人文素养具有潜移默化的作

用。高校可以创设良好的校园人文景观，良好的

校风校纪，优美的校园环境以及和谐的校园氛围

可以激发学生的人文情怀，有助于学生人文素养

的提升。

2.开展积极的校园文化活动，培养学生人文

素养

校园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可以潜移默化的

影响人的理念和行为，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

还可以帮助学生拓宽眼界，学习与人沟通交流，

增强表达能力和交往能力，促进学生的自我发

展。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可以调动学生参与的

积极性，逐渐引导学生主动塑造自己，强化人文

素养提升的内在动力。如开设一些文体竞赛，诗

歌朗诵等活动，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并能使学

生在活动中增强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和集体归

属感。此外，也可以针对专业知识开展一些寓教

于乐的校园活动，促进学生对学业追求意识的提

升，进而促进其综合素质的提高。

（四）改革学校评价方式，构建科学的评价体系

1.改革传统的评价方式

传统教育评价方式重智育轻德育，重视学生

的学习成绩，忽视考察学生的人文素养，导致有

些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后职业道德素质较低。

社会上时常爆出的幼儿教师“虐童”事件就反映

了个别幼儿教师丧失职业道德。教师职业道德

和其人文素养紧密相连，没有较好的人文素养，

其职业道德水平也不会很高。新时代对幼儿教

师的职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评价学前教育

专业学生不能只看其专业知识和技能，也要关注

其人文素养及道德品质，各高校需要改革传统的

评价方式，运用更科学全面的评价方式。

2.构建科学的、多元化的评价体系

教育评价关乎教育的发展方向，2020年10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

改革总体方案》，方案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学校

评价的根本标准，改进师范院校评价，把办好师

范教育作为第一职责，将培养合格教师作为主要

考核指标［7］。在对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进行评价

时，其人文素养是必需考察的内容，高校要把立

德树人作为评价改革的方向，改变传统的重智育

轻德育的单一评价方式，构建科学的、多元化的

评价体系，突出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人文素养的

重要性，间接促进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人文素养的

提升。

（五）家庭和社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幼儿园招聘调整价值取向

应试教育模式和实用主义影响下，幼儿园在

招聘幼儿教师时都会重点关注“精英”类的学前

教育学生，“精英”代表着学生成绩是否靠前，各

类证书是否齐全，五大技能是否优秀等，而对学

生的人文素养则关注甚少。这种价值取向导致

学生在大学时专注于考证考级，如高级育婴师、

心理咨询师、英语四六级等，对自己的人文素养

提升较为忽略。

新时代幼儿教师不仅要传授给幼儿知识，更

重要的是做幼儿健康成长的帮助者以及思维和

认知发展的引导者［8］。幼儿园应根据社会的需

求，调整其招聘价值取向，不仅要关注其专业知

识，也要考察其对自我发展的认识、人际交往、行

为习惯等个人生存能力和遵守规则等社会生存

能力，以及关心关爱他人等优良品质，进而促进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增强其自身人文素养。

2.家长明确教育责任，提高家庭教育水平

家庭教育影响着孩子性格和品德的养成，增

强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人文素养可以从增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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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水平着手。从研究调查结果来看，学前

教育专业学生的家庭生存能力有待提升，主要表

现在关爱家人、家务劳动和安全意识方面。物质

水平的极大丰富，学生在家庭里得到的宠爱也越

来越多，很多学生甚至没有动手做过家务。走进

大学以后，存在自理能力弱，社会交往能力和安

全意识不强等问题。一个人最初所接受的家庭

教育决定了人一生的品格，人的情感、性格、观

念，人的心理特征与其早期的家庭抚养有密切关

系，父母的教养方式也深深影响着孩子的发

展［9］。家长要承担起教育孩子的责任，改变教育

态度，掌握正确的教育方式，营造民主的教育氛

围，让其主动参与到家务劳动和家庭决策中，逐

渐增强其关爱家人，主动为家人服务，和家人沟

通的意识。

3.家校及社会共育，形成教育合力

幼儿教育要完成新时代的新任务、新要求，

既要开展科学知识、人文知识教育，更要注重人

文精神、道德品质的实践养成，努力实现知识教

育与实践养成的统一、幼儿园教育和家庭教育的

统一［9］。大学教育也是如此，传统的家庭教育重

视知识和科学教育，忽视了人文教育，导致很多

学生进入大学和社会后自理能力弱，动手能力不

强，没有良好的行为习惯，不会主动关心别人。

家长要承担起教育责任，重视对孩子思想品德，

行为习惯和自理能力的培养。从研究结果可知，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人文素养在性别方面有显

著差异，男生得分低于女生，家庭教育中要更重

视对男生人文素养的培育。另外，要营造社会氛

围，加强人文素养的宣传，营造全社会共同促进

学生人文素养提升的良好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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