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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文素养是大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构成部分，科学合理的课程设计是人文素养培育的关键，是深化高校“立德树人”的

必然要求。基于此，本文结合大庆师范学院学前教育专业人文素养引导课程教学实践的一些经验，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

学模式、实施策略、总结提升五个环节，优化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人文素养课程方案设计，促成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对真、善、美的

正确认知，把控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唤醒忧患意识，形成自律文化，自觉践行力行，勇于承担责任，培养社会主义新

时代全面发展的人，为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教学改革和培养卓越幼儿教师起到支撑与护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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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Design of Humanistic Quality Curriculum Scheme for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 Students

— A Case Study of Da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I Yan-hui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Daqing Normal University，Daqing 163712，China）
Abstract：Humanistic qual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re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Meanwhile，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curricu⁃
lum design is the key to the cultivation of humanistic quality and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fostering character and civic virtu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is，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teaching practice experience of guidance course of humanistic quali⁃
ty for students majored in preschool education in Daqing normal university.In terms of five links from curriculum goal，curriculum con⁃
tent，teaching mode，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the practice optimizes the humanistic quality curriculum scheme for preschool educa⁃
tion major，fosters the correct cognition of high moral standards of the true，the good and the beautiful in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
students，sets the correct outlook on life，values and world view for them，awakens the awareness of potential dangers，forms the disci⁃
pline culture，acts on students’own initiative，encourages them to take responsibility courageously，so as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
sive development of talents in the new era，which will play a supporting and escort role in th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form of pre⁃
school education specialty and the training of outstanding preschool teachers.
Key words：preschool education; humanistic quality course; optimization design of scheme

人文素养不可缺失。社会的快速发展，让学前
教育专业学生人文素养的关注度得到提高。培养
幼儿教师的高校必须明确以立德树人为根本，要解

决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根
本问题，特别要在人文素养课程中突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这一取向，并由此构建具有生机活力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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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人文素养课程体系，促成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对
真、善、美的正确认知，把控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和世界观这个总开关，唤醒忧患意识，形成自律文
化，自觉践行力行，勇于承担一生无穷无尽的责任，

“为高校学前教育教学改革、技能人才培养起到支
撑与护航作用”［1］。

人文素养与拓展是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核
心素养［2］。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发展的基石，幼
儿教师的人文素养是学前教育发展之关键。由
于学前教育的对象是幼儿，幼儿教师的素质直接
影响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基于此，关注学前教
育专业学生人文素养教育，把握人文素养内涵，
厘清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人文素养教育面临的困
境，并构建可操作、可借鉴、系统的学前教育专业
学生人文素养教育课程与实践路径，对于提升幼
儿教师人文素养，构建系统的人文素养培育课
程，优化课程方案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目前国内高校对于人文素养的研究多集中
在人文素养缺失导致的问题、成因分析与对策研
究上。国家思政管理部门、思政研究者和专家已
经深刻意识到人文素养对大学生的作用与影响，
积极呼吁、倡导学校教育管理加强人文关怀，通
过人文素养培育课程的建设解决大学生成长成
才的“短板”。但目前还没有构建专门、系统且相
对成熟的人文素养培育课程体系，人文素养培育
课程地位还处在被边缘化，教学内容碎片化，课
程整体不够完善，课程的逻辑架构缺少主线的地
位，课程设计从筹划到综合各种有效的思想、方
法、途径、手段和方式都明显不足，实施效果不尽
人意，如教学目标指向不明，教学内容宽泛重复，
教学方法传统老旧，重说教轻体验、重知识轻素
养、重悟理轻力行，特别是培育人文素养关于人
的主体性彰显不够等。

本文基于上述问题，结合大庆师范学院学前
教育专业人文素养引导课程教学实践的一些经
验，从课程设计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模
式、实施策略与总结提升五个方面，优化学前教
育专业人文素养课程方案设计，遵循教学的基本
规律，发挥人文素养课程的育人功能，使之达到
人文素养培育目标。

一、课程目标：：培养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
发展的人

以“培养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发展的人”为

靶向定位课程目标。课程目标是人文素养课程
方案优化设计的起点和关键，是课程实施的方
向。现代社会意义下，人文的核心是“人”即是尊
重人的生命，重视人的价值，关注人的发展，发挥
人的潜能，其核心内容是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
的关怀，做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社会主义新时代
背景下，人文素养课程应明确以“立德树人”为根
本，要解决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
养人的根本问题和核心问题，突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这一取向。追求成功的同时不能忘记向
上提升的渴望，敢于奋斗的同时也不能忘记社会
的责任和国家的关怀［3］。目标突出了社会主义新
时代背景下人生观和价值观，更能体现人文素养
培育课程的性质，通过人文素养课程的学习，有
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追求
理想人格的意识和理性行为，帮助学生获取应对
未来不可确定情境下的必备品格。

二、人文素养培育课程内容与教学模式

人文素养课程设计总体以坚持科学性、注重
时代性、遵从发展性为基本原则，以培养社会主
义新时代全面发展的人为目标，消除学前教育专
业学生人文素养培育短板，明确未来的发展方
向，根据我校教学实际，结合学前教育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以及幼儿教师工作岗位与工作内容，以

“融合兼顾、精炼集中、突出特色”设计课程内容，
以“任务驱动，教学做评，学知行用合一”构建教
学模式，形成学前教育专业人文素养课程体系。

（一）课程内容：融合兼顾，精炼集中，突出

特色

1.聚焦目标，融合兼顾

根据人文素养课程目标，首先融合人文思政等
课程。人文素养内容宽泛，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所需
的人文底蕴与人文精神广泛培植于人文课程、思政
课程、学科课程与专业课程的知识与技能之中，不
断挖掘这些课程蕴含的真、善、美元素与涵养的内
在精神，让人文素养培育的教学目标显性化，打破
过去人文思政类课程的学科壁垒、设置随意、各自
为政、体系庞杂、内容重叠、重复建设、目标模糊不
实等弊端［4］，聚焦于新的时代，聚焦于特定的人文
素养培育目标，紧扣人文素养核心要素，重锤实锤，
使人文素养培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课程开始
之前，课程设计者针对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特点，
涵盖自理能力、行为习惯、自我发展、人际交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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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追求、安全意识6个维度，聚焦了大学生普遍存
在的160个问题，制成预实践表，在人文素养课程
学习过程中，通过大量真实的案例与生命体验，在
课程教师的引领下，锁定目标，不断识理、悟理，学
生一点一点地抛弃自身存在的问题，重塑自我。其
次融合大庆特有的石油地域文化内涵，秉持以大庆
精神办学，以铁人精神育人的理念，丰润人文课程
的内容，兼顾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未来幼
儿教师的行业需求，重新建构有针对性的培育学前
教育专业学生基本人文素养和必备的职业通用能
力的教学内容，形成特色教学内容，切实做到教学
内容“宽厚精新”［5］。

2.精炼集中，重点突出

培养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发展的人，把真正
培养人、净化人心灵、催人奋进的人文素养要素
精炼集中，构成人文素养课程的核心内容。清华
大学何庆教授团队设计的“新时代学前教育专业
大学生人文素养培育机制研究”项目把大庆师范
学院学前教育专业作为“大中小幼”人文素养培
育一体化课程高校中的首个实践基地，把真、善、
美、忧患、自律与力行等作为人文素养培育的最
基本要素，贯穿于个人、家庭、集体、社会、国家这
个逻辑主线，形成一个闭环，既有精度，又有力
度，既有宽度，又有高度。

真是生命的真实。课程伊始，课程主体在唯
物史观的基础上，理解人文语境下的“真”的含
义，认清自己的角色，明白“我是谁”，我在社会中
充当什么角色，承担什么责任，如何才能保持生
命的本真状态。十佳道德模范洪战辉，生活虽然
给了他苦难，但是追求生命本真状态的洪战辉却
扛起了责任，依靠自己的独立、勤奋，努力改变命
运，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因此，生活、学习、工作
中需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生命与责任，以实事
求是惟真。如果失去人的本真状态，就会出现文
化冷淡、文化幻觉的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因
为他的人生观是模糊的，价值观也会扭曲的，对
人文认知存在盲区，进而也就不会产生追求理想
的人格的意识和力行行为。

善是生命的可塑。人格教育贯穿于人的一
生成长的各个时期，在不同的时期，人格呈现不
同的走向。在人的幼儿阶段，人之性即向善阶
段，主要尝试承担责任；在人的青少年阶段，人之
道即择善阶段，主要勇于承担责任；在人的成年
阶段，人之成即至善阶段，责无旁贷地承担一生

中无穷的责任和义务，这样才能彰显人格魅力。
大学生如何实现理想的人格，学会承担各种角色
赋予的责任，追求高尚的人格发展？根据个人生
存能力、家庭生存能力、集体生存能力、社会生存
能力四个方面应该承担的责任，课程设计夹豆子
的生命体验，用四种颜色的豆子代表上述四个方
面的能力，在学生夹的过程中，充分体验承担责
任的过程，能否认真、完整、自信地做好四个方面
的事情，履行四个方面的责任。实际上，这个过
程体现的就是一个人成长、成熟的过程，就是提
升人格的过程。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责
任意识，是一个人从完整人格到成熟人格再到理
想人格的客观条件。

美是生命的体现。对美的追求是一个人健
康存在和快乐生活的方式和技巧。以劳动为美，
因为劳动是承担责任的方式，是创造财富的手
段，劳动让人找到存在的价值，反之不劳动就会
让生命失去价值。大学生正值青春年少，大学期
间如何管理自己，激发勤奋的意识，如何通过勤
奋劳动，追求精彩人生。用承担责任追求人格发
展，创造可以实现的美好。

忧患，概括说就是“遇事想后果、规避风
险”。有忧患，事情向好发展，无忧患，则危机容
易滋生。忧患是智慧，所以忧患是生存修养的基
础，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需要忧患，随时随地都
能提高人的生存修养。

自律，通俗地说即对自己的约束。提高学生
的自律水平、建立规范性的约束机制是创新建构
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两大维度，个人层面的
意识形态体现在每个人的自律文化方面，社会层
面的意识形态体现在国家规范性的约束机制方
面。自觉遵守规范性的约束机制就是自律，所以
建立学生的自律文化至关重要，个人自律性进步
一小步就会推动社会自律文化前进一大步。

真、善、美、忧患与自律，初步建立了对人文
理论、人文对人以及社会发展的影响的认知。人
文素养是通过人的行为体现和提升的，通过开创
性的践行性活动帮助学前教育专业大学生提高
人文素养，同学们的践行性行为把对人文的认知
全部转化为行动即“力行”。力行是提高人文素
养的前提，力行度决定人的生活质量、现在和未
来，大学生兼顾学业和创业都离不开力行，力行
才能实现自我价值，成为受人敬仰之人。

按照中国学生发展素养要素划分，学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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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应突出自主发展与社
会参与两个维度，使两个维度中的学会学习、健
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的培养目标落到实
处［6］。

3.突出特色，增强活力

一是选取契合度高的与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的学习、生活、工作息息相关的话题作为课程资
源，将幼教事业所需理想人格与精神文化嵌入到
人文素养课程教学中去。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
认知度，内容的广度与深度上也有取舍。在《忧
患》一课，围绕大学生的现状，设计了不同的典型
文本案例，如玩游戏导致失明、多名学生被降级
和开除学籍、高校发生校园霸凌事件、边走路边
看手机可能带你入坑、猎奇心理害死19岁大学生
等九个典型事件，还有《沉睡中的大学生：你不失
业，天理难容》讨论话题等，唤醒大学生，激发忧
患意识，并安排学生在学习、生活、就业、素养、规
划、恋爱六个方面进行自我对话，反思不足。在
《美·生命的体现性》一课，让学生体验“劳动+追
求=幸福”思考自己20岁的人生，设计“致自己·未
来寄语卡”。

二是改变过去思政课单纯的说教方式，每一
主题内容都增加了生命体验环节。学前教育专业
学生通过理性学习与生命体验，内心经历触动、心
动、接受等一系列心理过程，然后改变，最后人文
素养得到提升。比如在《真·生命的真实性》一课，
课程主讲教师先是引导学生观看视频《天堂的午
餐》，让学生认识家庭文化冷淡现象及其危害，而
后设计一个生命体验环节：制作“亲情沟通卡”，现
场连线父母，执行报恩责任。再如《善·生命的可
塑性》一课，先是通过一个案例，对比分析两个不
同大学生在精神面貌、承担责任与尽孝及人格发
展情况，通过多种角度看问题，鼓励学生做深度思
考。然后设计一个扔掉坏白菜的生命体验环节，
强化学生面对现实、承担责任是塑造生命的方
法。面对闻起来恶心的、摸起来黏黏的坏白菜，如
何才能挽救它的生命，重新焕发生命？把坏掉的
白菜扒下来扔掉！学生扔掉的不仅仅是坏掉的白
菜，而是像附在自身的一些坏习惯、存在的问题，
应及时清理掉，让学生结合预实践表的项目认真
反思自己哪些责任没有承担起来。

三是整合和利用大庆石油工业城市独具特色
的石油文化与幼教事业文化资源，以保证人文素
养培育课程的生命活力、持久力和成效。如利用

当地的铁人第一口井、铁人纪念馆、石油科技展览
馆、油立方等作为人文教育实践基地，将红色文化
精神融入课程之中。聘请一些石油老会战给学前
教育专业学生做报告，用亲身经历教育和鼓励新
时代的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和突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同时邀请优秀的幼教工作者来
校，开展不忘初心，定心定力幼教情怀教育。

四是营造人文素养培育环境，让环境会说
话。以拓展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为主
线，建设走廊文化、橱窗文化，组建社团文化，积
极开展红色文化月活动。

五是人文素养课程建设过程中，及时吸收人
文教育的最新成果。充分利用“大中小幼”人文
素养培育一体化的中小学先期积累的经验和实
践成果，共同教研，听课磨课，相互借鉴，开展大
学校园的人文素养培育。

（二）教学模式：任务驱动，教学做评，学知用

行合一

传统的思政课堂教学方法多以讲授法为主，
课堂状态是“师授生听”，师生互动很少，许多思
想是入耳不入心，难以产生共鸣，师生间心灵沟
通不畅，采用“任务驱动，教学做评”课堂教学模
式能够有效解决人文素养培育的困境。任务驱
动是在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基础上的教学方法，能
为学生提供生命体验和感悟问题的情境，围绕任
务展开教育，以任务的完成结果检验和总结学习
过程等，有效改变学生的心理状态和学习效果。
此模式分七个环节：引导、思辨、议论、展示、评
价、力行与体验，使学生主动建构探究、思考、实
践、运用，实现学知用行合一，优化人文素养课程
设计，完善培育体系。

1.引导——思维导入，有序启动

引导是人文素养培育课堂教学的起点，包括
引出主题、导入理论和导学问题。主讲教师使用
简洁明快的语言或通过媒介实现旧知向新知的
导入，引出要讨论的主题。导入之后，便是导学，
紧扣本课主题的核心词，通过问题串的方式引发
学生的思考，触动心灵，产生思想的萌动，让其心
动。如《自律》一课，说到自律，便会自然想到自
由。到底什么是自律、什么是自由，二者是什么
关系？如何实现真正的自由？最终让学生明确
自律是自由的前提，你有多自律，就有多自由。

2.思辨——深度思考，辨析悟理

思辨是人文素养培育课堂培养学生独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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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能力的过程，思辨也是悟理、明理的过程。可
通过让学生带着问题阅读文本材料和观看视频
材料，通过圈、点、勾、画、批、注、观等，梳理观点，
加强思辨能力。课程设计了许多辨析视频与文
本案例，引导学生思辨，鉴别、界定是与非、正与
逆、美与丑的意识与行为。如《善·生命的可塑
性》中对“小张与张君宏的人格发展辨析”，一个
无论在精神面貌、承担个人责任、承担家庭责任，
还是尽忠尽孝方面，形成两个不同的人格发展走
向，对比之下，我们如何践行以承担责任提升自
己的人格？再如《自律》一课，设计了在2020年突
发新冠肺炎疫情面前，人的不同心理与表现。一
个是“教科书式的自我隔离”，一个是“抗拒疫情
防控措施、哄抬物价、寻衅滋事案”进行辨析，让
学生明确缺少人文素养的行为必须通过国家或
集体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进行约束，个人也
要建立公民的自律文化。

3.议论——问题讨论，合作学习

议论是人文素养培育课堂的问题讨论与合
作学习。一是这个过程可两两合作、多人合作，
相互启示，共同完成。二是问题探讨，思想碰撞，
解决思辨中的疑难问题、困惑问题。学生们在合
作中产生灵感，在讨论中碰撞出思维火花，相互
启迪加深印象。讨论是让内隐的思维转变为外
显的“有声思维”——是将大脑里进行的思维活
动有声化，将每个学生的思维具象化。这样，学
生就可以充分地认识自己的认知过程并在必要
的时候改变它，哪怕一点点的改变，都是我们所
期望的，我们的目标是只要他改变。

4.展示——或言或行，尽显本真

展示，可以通过口头表述，或到黑板上扮演，
或是到讲台前演示操作，展示他们内心的本真状
态，真心的评判，最大限度地暴露学生思辨和讨论
中内心的想法以及存在的问题。学前教育专业大
学生在这一点上不及幼儿的直接、率真、大胆与坦
荡，他们可能会隐藏内心真实的想法，呈现的可能
是虚言、虚态。此环节要求教师通过对学生的诱
导、激赏、肯定，调动起学生探究的热情，启发和鼓
励他们大胆地质疑、挑战、补充、完善。

5.评价——开宗明义，旗帜鲜明

“思、议、展、评”四个环节是递进关系，是一
个逐步走向高潮的过程，也像打仗一步一步地缩
小包围圈的过程，到“评”的环节，就是打扫战场
了。“评”是精讲，“评”是拓展，“评”是点睛，“评”

是结论。在人文素养课程中，主讲教师时时以
“结”作评，课间有小结，课终有大结，结语都是精
心设计的，主讲教师结语精炼，态度明朗，观点明
确，扣紧人文素养的核心词、关键句，反复重复，
内化于心。

6.力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力行，人文素养培育需要把外在的材料变为
内在的品质，人文素养直接体现了人们心理品质
的变化，这种变化最后落到行动上。行是果，是
改变，是经过一系列人文素养培育后的成果，是
人文素养培育的关键一环。高雅的人文素养的
表现体现在：有高度的精神境界、有深度的人文
心理体验、有宽厚的人文情感包容和有大度的人
文关怀操行［7］43。在《力行》课中，学生对照自己的
预实践表，已经看到学生可喜的改变，学生在自
制的作息表上改变过去起居饮食随课表而动的
不良习惯，有的坚持吃早餐，有的坚持跑步，有的
坚持阅读等等，清楚自己的角色定位，重拾自我，
重塑自我。

7.体验——实践操作，体察感悟

体验即通过肢体动作参与某种活动，感悟其
中的道理。这个环节主要是让学前教育专业大
学生联系实际，亲历亲为，实践体验。如在《美·
生命的体现性》中，通过自制小手工皂的活动，体
验劳动带来的快乐与成就，主要始终伴随“理”。
探究、思考、实践、运用、内化、力行。再如《自律》
中“生命的三重守候”生命体验环节，每个同学用
一块坚硬不变形的平板托举鸡蛋，要求连续坚持
3个2分钟，平板代表人生之路，鸡蛋代表你的生
命，3个2分钟分别代表不同的坚守含义，按照标
准动作托举。并且学生一边托举一边思考问题，
体验结束后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交流。让学前教
育专业学生通过了解、参与、体验，以一种“人文
关怀”的心态对待我们这个世界，这种形式的体
验远比获得一点知识来得重要，学生受到了理智
的挑战和内心的震撼，产生情感的共鸣，我们可
以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达到培育学前教育专业
大学生的人文素养的目的。

人文素养培育课程有许多独到之处。首先，
人文素养的培育必须经由对事理感悟、实践的锻
炼；其次，人文素养是人的心智筛选后的沉淀；再
次，人文素养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起着决定
性的作用；最后，人文素养的决定性影响是持续
的、长久的。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必须从意识层面

13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1年第4期

发展到品质层面［7］43。“任务驱动，教学做评”课堂
教学模式符合学前教育专业技能人才培养的认
知规律，符合教育规律，符合人文素养培育规
律。引导和促进学前教育专业大学生成为有事
业心、有责任感、有求知欲的自主学习者和品行
的努力改造者。

三、课程实施：：注重实效

人文素养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保证
这个系统的高效运作，涉及到教材，学生，教师等
子系统的整体组合的多方面的问题。人文素养
课程方案的优化设计，首先看态度，关键看行动，
最终看是否能取得实效。为保证实效性，即要考
虑学生的特点，遵循人文素养教育教学规律，体
现人文教育特色，又要考虑以下几个原则，这样
人文素养课程方案优化设计才能取得实效。

（一）渐进性原则

学前教育专业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培育非一
日之功，课程方案设计应遵从生物的认知规律，
从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的普及开始，逐步引导
学生深化知识、升华人格，从而领悟人文精神内
涵，培养学生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素养。整个过
程应满足渐进性原则，螺旋式前进，按照个人、
家庭、集体的发展逻辑，最终上升到社会与国家
层面［8］。

（二）连续性原则

人文素养培育从开始接触到养成要经历不
同的发展阶段，而且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性
质，学前教育专业大学生的人文素养课程方案设
计也应该是贯穿各个年龄段的、连续性的过程。
因此，在进行人文素养培育的过程中，应该针对
幼、小、中、大学生不同阶段的思维能力、接受能
力和思维特性形成由简单到复杂、分阶段、连续
性的教育模式，不断地持续跟进措施，以便学生
能够很好的领悟、消化和接受每一个成长阶段的
人文素养［9］。

（三）整体性原则

坚持整体性原则，注重顶层设计。人文素养
课程的整体性可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人文素养
课程是由多种思政要素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主
要体现在任务和目标上的共同性、方向和功能上
的一致性、内容和要求上的契合性等方面，它们
的不同侧重主要体现在思政内容、课程地位、课
程特点和思政优势等方面［10］；二是体现在人文素

养内容及其反映的人文思想、人文精神的一体性
上，又体现在个部分内容的有机联系上，充分发
挥各自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和育人优势，形成协
同效应，增强育人合力。从教的角度说，把握好
整体性，才能有准确的教学目标，才能把人文素
养教得本质。从学的角度看，注重整体性，才能
了解人文素养的源头、发展和去向，才能掌握不
同内容的联系性。课程方案优化设计则是对这
些教学要素和人文素养的本质进行系统安排和
组合［11］28-29。

（四）可操作性原则

课程方案优化设计为人文素养的理论与实
践取向、教学内容与学生认知水平提供了现实的
结合点。人文素养课程可以有一定的理论要求，
同时又是明确指向实践取向的；它可以有一定人
文素养教学内容逻辑要求，但又要符合学前教育
专业大学生的认知基础。这种操作性从本质上
体现在人文素养课程方案实施中师生积极参与、
交往互动的过程。兴趣激发，问题驱动，思维碰
撞，质疑反思，探究辨析等所支撑的教与学双方
的积极参与，沟通对话，交流互动。课程方案优
化设计的各个步骤必须有极强的可操作性，是教
师组织教学的可行性依据［11］28-29。

（五）体验性原则

体验是人文科学认知的一条重要的途径与
原则［12］240，是大学生在与文本、教师以及学生自我
之间倾心对话的基础上，充分调动自己作为学习
的主体的能动性，通过想象、移情、反思、感悟等
种种积极的心理活动，在不断的肯定与否定、解
构与重构的思想流变中，慢慢生成起新的观点、
情感、态度的历程。体验作为一种主体的身心与
外部世界产生交往并生成反思的认识与实践的
活动，它是大学生的自主行为，即自主选择、自主
判断、自主建构的过程。体验能够使学生处于主
动积极而自由的情感、心灵、精神的自我反思体
悟中，潜滋暗长关于自然、社会、人生的新的情
感、态度和价值观。

（六）生成性原则

众所周知，传统的教学设计强调预设与控
制，教学过程中往往是执行教学设计，完成设计
中规定的内容与流程。然而，把“预设”转化为实
际的教学活动过程中，师生双方的互动往往会

“生成”一些新的教学资源，需要教师能够及时把
控，适时调整预设。就是应该正确理解“预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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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的关系，人文素养课程方案的“预设”是指
教师对人文素养教学内容的总体把握、钻研和再
创造。把握好预设的意图和教学内容的教育价
值，能根据学前教育专业大学生的实际情况，选
择贴切的教学素材和教学流程。人文素养课程
方案的“生成”，一方面是指教师通过任务驱动和
启发式的教学，帮助和引导大学生悟理，激发大
学生的学习欲望和兴趣；另一方面要仔细观察大
学生的心理反应与行为变化，认真倾听大学生的
意见，特别是迅速发现和捕捉到大学生的思维亮
点，及时做出积极的反应，必要的心理疏导，有效
互动，教师以平等的姿态与学生交换意见，因势
利导，把握正确的思维方向，沟通探讨，直至问题
的解决［12］。

四、人文素养课程的总结提升：：改进完
善，落地实施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具有高度觉悟的、完
善人格的、全面发展的健康人。在人文素养引导
课程方案实施过程中，课程运作人员必须及时对
人文素养课程的各个要素如课程目标、课程内
容、组织方式以及相关因素如环境设计、教师的
态度、行为、师生互动、学生的改变等的合理性、
适宜性、协调性进行检核，以期掌握反馈信息，并
根据这些信息针对性地调整、改进课程。对于学
前教育专业学生而言，针对学生的预实践表，跟
踪观察记录学生改变情况，看看是否是真改变还
是伪改变。在课程方案优化设计中，从确定目标
到评价改进，是一个非直线型推进的、循环滚动
地过程，课程的设计者与实施者每走一步都要回
头看一下，持续跟进，及时反馈，及时评价，不断
改进，不断完善。

人文素养课程的落地，首先需要在宏观层
面，学校上层领导基于对社会发展趋势的判断
力，对教育本质问题的洞察力，将人文素养培育
课程设定为学校课程建设的核心目标，同时也鼓
励人文教师、思政教师以及实施课程思政的学科
老师作为科研的核心任务，积极持续地推动推进
这一战略性工作；其次中观层面，学校管理层积
极推动教师转变教学观念，突破传统课堂教学瓶
颈，构建以发展学生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为核心
目标的课堂生态；同时，微观层面，更需要学科教

师结合学科特点，积极改进教学策略与方法，实
现通过学校考察落实人文素养培养目标。

此外进一步完善人文素养培育的课程设计，
进一步拓展人文素养培育的实施路径，进一步强
化人文素养培育的组织保障。健全的教学管理
措施是人文素养课程质量的保障，制定科学规范
的人文素养课程纲要，优秀师资是课程质量的重
要因素，建立健全专门的课程管理体系，充足资
金是课程成功实施的不可或缺因素。

人文素养课程方案设计是一个系统的、复
杂的、长期的工程。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兼具职
业教育和教师教育的双重特性，其人文素养的
培育非常重要。以职业化方向、模块化设置和
人文精神与方法的目标定位，优化学前教育专
业人文素养课程方案设计，将在培养优秀的符
合社会期望、人民满意、家长放心的幼教人才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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