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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前教育专业教法类课程是培养学生专业核心能力的五大领域课程。但目前仍面临理论与实践相脱节、讲授与实训相

割裂及课时不足与质量提升相矛盾等困境。项目活动以项目任务为驱动较好符合高职学生学习的实用性和实效性要求，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以其学为中心、深度学习、技术支撑等特点高度契合教法类课程突破的需要。鉴于此，本研究以

《幼儿园社会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为例，以职教云线上教学平台为支撑，基于项目活动的理念重构课程内容体系，建构并实施

技术与教育相融合的学前教育教法类课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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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Hybrid Teaching Mode of Teaching
Method Course in Preschool Education Based on Project Activities

—Taking Design and Guidance of Kindergarten Social Education Activities as
an Example

YANG Shuang，ZHENG Qing-wen，HE Hai-bo
（Ningbo Preschool Teachers College，Ningbo 315336，China）

Abstract: The teaching method course of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 is a course in five fields to cultivate students' professional core
competence. However，there are still some difficulties，such as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the separation between
teaching and training，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insufficient class hours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Project activities are driven by
project tasks，which can better meet the practical and effective requirements of high vocational students' learning. The combin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hybrid teaching mode，with its learning as the center，in-depth learning，technical support and other characteris⁃
tics，highly meets the needs of breaking through the dilemma of teaching method courses. In view of this，this study takes the Design
and Guidance of Kindergarten Social Education Activities as an example，takes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cloud online teaching plat⁃
form as technical support，reconstructs the curriculum content system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project activities，and finally constr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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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mplements the hybrid teaching mode of preschool education teaching method courses by integrating technology with education.
Key words: teaching method courses；hybrid teaching mode；project activities；preschool education

一、问题提出

学前教育专业教法类课程是培养学前专业

学生成为合格幼儿园教师的系列核心课程，对于

学生教育教学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价值。当前，

高校学前教育专业教法类课程仍存在课堂教学

中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重讲授、轻实

训，重设计、轻实施，重小组、轻个人等问题［1—5］。

学前教育专业教法类课程教学质量须在持续教

学改革中得以不断提升，而教学模式的合理设计

是改革教法类课程必须攻克的难题。

研究发现，师范专业教法类课程的传统教学

模式已不能适应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需求。随

着信息技术的兴起，线上教学给传统教学模式

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

的探索已经成为当前高校教学改革的重要方

向［6］。有研究者根据在线优质教学资源和现代

信息技术相结合的混合教学模式理念，以校内

某专业基础课作为教学实验田，进行教学模式

改革［7］。也有研究者提出从“分析和重构已有

的教学内容、梳理和重建课程资源、合理分配

线上学习和线下教学时间、并采用多主体、多

元化的课程考核方式”等四个方面对学前教育

专业教法类课程进行混合式教学改革［8］。而混

合式教学作为整合传统学习和网络化学习优

势的教学方式，可以更好地利用网络平台和资

源，合理分配线上线下教学时间，为学生自主

学习和教师指导提供帮助，为教法类课程的改

革提供新的思路［9］。

鉴于此，本研究以《幼儿园社会教育活动设

计与指导》为例，将项目活动和混合教学模式相

结合，探索学前教育专业教法类课程改革的新

路径。

二、《幼儿园社会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课程内容的项目化重构

教法类课程内容项目化重构是指打破教法

类课程内部固有的学科体系，使每一门课程内容

以项目活动的形式呈现。首先，从幼儿园真实工

作情境中选择教学项目内容，通过研讨形成代表

性的典型项目，即将《学前儿童社会教育与活动

指导》课程内容重构为自我意识、人际交往、社会

环境与社会规范和社会多元文化四个项目。具

体如表1所示。
表1 《学前儿童社会教育与活动指导》课程项目活动分类表

课程名称

《学前儿童社会教育

与活动指导》

一级项目模块

（一）人际交往项目

（二）社会适应项目

二级项目模块

1.自我意识项目

2.人际交往项目

1.社会环境与社会规范项目

2.社会多元文化项目

三级项目模块

（1）自我认知项目

（2）自我体验项目

（3）自我控制项目

（1）同伴交往项目

（2）成人交往项目（亲子、师幼、其他社会成员）

（1）社会环境项目

（2）社会规范项目

（1）民族文化项目

（2）世界文化项目

其次，编写各级项目活动设计书，改变原有

课程以学科知识规律排序的教学内容，以任务为

导向，引领学生按照“提前预习思考——学习重

难点知识——接受项目任务——制定项目工作

计划——组织实施项目——实施项目自评——

反思提升”的思路完成项目活动学习，从而将教

法类课程的核心知识、能力和素质体系、幼儿园

岗位工作任务体系以及学生的已有经验体系三

者进行有机整合。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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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学生

上传课件

预先思考

讲解讨论

学习知识

给出项目

接受项目

明确任务

制定计划

课下辅导

实施计划

组织他评

项目自评

归纳总结

反思提升

图1 《幼儿园社会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课程项目活动实施流程图

三、《幼儿园社会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线上教学平台的搭建

智慧职教云平台具备导学、课程设计、题库

设计、课堂教学、线上互动、作业提交批改、考试

和统计分析多项功能。其中，课堂教学又分为

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模块，课前可以新增课

件、作业、讨论、测验、投票和问卷调查等活动帮

助学生预习新知；课中可以新增课件、作业签

到、头脑风暴、讨论、提问、投票、小组PK等活动

帮助学生充分讨论；课后可以新增学生总结、学

生表现、学生评价、作业和考试等活动帮助学生

反思提升和考核评价，能很好地满足教法类课

程项目活动开展和线上教学中教师与学生全方

位沟通交流的需求。因此，考虑学生使用的便

利性和教学的实效性，最终选择在智慧职教云

平台搭建《幼儿园社会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线

上教学课程。

四、基于项目活动《幼儿园社会教育活动

设计与指导》混合教学模式的建构与应用

根据教法类课程项目活动的安排，结合职教

云等在线教学平台的实践经验，并借鉴已有关于

混合教学模式的实践，将《幼儿园社会教育活动

设计与指导》教学分为课前自学、课中讲解、课后

延学、课中研学和课后反思五个部分进行，每个

部分分别由线上和线下活动以及教师和学生活

动组成。具体如图2所示。

课前自学 课后延学

线上线上线上线上线上 线下 线下 线下 线下 线下

成立项目小组

上传预习任务

上传学习资源

监督学习进度

线上互动答疑

上传分组名单

接收学习任务

学习教学资源

积极进行提问

上传思维导图 完成预习任务

记录预习问题

整理预习笔记

小组交流讨论

明确小组分工

查看项目任务

查看教学案例

积极参与讨论

查看教学课件

查看知识难点

分组制定计划

进行案例分析

个别发言交流

记录课堂笔记

标记知识难点 提交计划二稿

提交计划三稿

制作计划课件

修改计划二稿

修改计划一稿

初步评分评级

积极参与讨论

打开讨论平台

打开计划三稿

小组总结反思

针对问题回应

同伴相互点评

分组进行实践

交流修改心得

上传最终评价

上传计划四稿

个人反思总结

组间组内交流

修改计划三稿

设计教学任务

设计自学课件

设计教学课件

拍摄课程微课

寻找辅助资源

打开思维导图

上传教学课件

呈现教学案例

分组初步指导

开启讨论平台

进行难点回应

讲解知识重点

引导学生讨论

组织学生分析

给出项目任务

明确提交要求

线上互动答疑

课后小组辅导

课后个人交流

呈现评分标准

打开讨论平台

组织学生实践

鼓励学生提问

教师评价总结

上传评价内容

上传计划课件

课后个人辅导

总结评分

课中讲解 课中研学 课后反思

组织学生回应

学生

活动

教师

活动

图2 基于项目活动的幼儿园社会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混合教学模式

（一）课前自学

在线下，教师明确每一次社会教法课的教学

任务，合理分配教学课时，提前制作教学课件，撰

写教案并通过各种路径寻找辅助资源，将其中需

要学生提前学习和思考的问题转化为自学课件

并录制5分钟左右的微课；在线上，视班级情况，

学生按照组内差异化原则成立8组左右的项目活

动小组；提前一周上传预习任务、自学课件和微

课等学习资源，并监督学生预习进度，与学生进

行线上互动并及时答疑。学生在线下根据要求

自主进行小组分工，加强组内交流讨论，自主整

理预习笔记，并记录预习难点和完成预习任务；

线上上传分组名单，接收学习任务，学习教学资

源，并就预习内容积极与教师进行互动并上传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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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导图。

（二）课中讲解

基于本课程中幼儿发展知识、学科领域知识

和教学策略等内容学生自主学习有可能较难理

解和掌握，那么，就需要教师在线下对其进行系

统地深入讲解，进一步帮助学生突破知识难点。

在知识讲解过程中，运用典型案例教学法，组织

学生交流讨论，帮助学生融会贯通，掌握将理论

知识应用于实践的方法。其次，布置项目任务，

指导学生自主初步制定项目计划（即教案），明确

项目活动开展思路，在线上，首先，教师结合学生

上传的思维导图进行简要分析、评价，上传包含

项目任务的教学课件、呈现教学案例；其次，在教

学互动平台上组织学生交流讨论，对学生课上初

步完成并上传的项目计划思路进行点评。在课

堂学习过程中，学生认真标记知识难点，记录课

堂笔记，针对案例积极发表想法，并在接收项目

任务后分组初步制定项目计划，查看知识难点、

教学课件、教学案例与项目任务，并积极参加案

例的交流讨论，最后将初步完成的项目计划实施

思路上传职教云。

（三）课后延学

根据项目活动在实施过程中的生成性特点，

学生初步拟定的项目活动设计方案仍需在课后

进一步进行补充、修改和完善。教师需要课后面

对面进行关于项目设计、组织和实施等内容的小

组辅导、个人指导，帮助学生进一步发现项目设

计存在的问题和实施的注意要点。在课后延学

过程中，学生在线下修改项目活动设计方案一

稿、修改项目活动设计方案二稿和制作项目活动

设计方案修改过程的汇报课件，线上提交设计方

案二稿和设计方案三稿。

（四）课中研学

利用专业实训室模拟实训教学环境，组织学

生开展项目活动方案设计、修改等研学活动，如，

以小组合作形式呈现项目活动设计方案、汇报修

改过程和反思经验收获；组织学生进行小组间交

流讨论、经验分享；鼓励学生根据评价标准与评

价方法进行小组互评与自评，并提供最终的参考

性评价结论。基于主体性学习原则，学生以小组

为单位在线下分组进行模拟试教、分享项目活动

方案修改经验、小组间互评；针对小组间评价的

质疑与问题进行小组内的进一步研讨，形成小组

的反思总结；在教与学平台上对其它小组的研学

表现进行评分评级。

（五）课后反思

教师主要在线下进行个别学生的课后辅导、

模块小结和作业评分；线上需上传评价内容、汇

报课件和模拟试教视频。学生主要在线下修改

教案三稿，在组间内自主开展交流，也可结合幼

儿园实践经验进一步进行个人反思总结；线上上

传教案四稿和各组最终评价等级，使各小组对每

一个项目的实施效果进行更全面、客观地反思和

评估。

五、基于项目活动《幼儿园社会教育活动

设计与指导》混合教学模式的实施成效与反思

（一）实施成效

1.学生课程学习成绩与专业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通过对实验组班级和对照组班级学生的期

末成绩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实施该教

学模式的班级学生显著好于另一个班级，p=

0.026<0.05，具有显著差异。此外，在学生的自我

评价中，所有学生均认为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

其社会教育活动设计和实施的能力取得进步。

其中，74.36%、58.97%和57.28%的学生分别表示

在社会教育活动设计、实施和评价能力上取得较

大进步。相较于其他教法类课程，所有学生表示

该教学模式使其有更多课堂实践的机会（70%课

时用于实践、评课和反思，并且有70%学生开展过

模拟试教），97.44%的学生表示对课程内容的掌

握更加扎实，具体如表2所示。
表2 学生社会教育活动设计、实施、评价等

专业能力发展自评表

项目/人数比例

在社会教育活动设计的
能力上是否取得进步

在社会教育活动实施的
能力上是否取得进步

在社会教育活动评价的
能力上是否取得进步

该课程教学模式对于课程
内容的掌握是否更扎实

没有进步
（%）

0

0

2.56

否

2.56

有一点进步
（%）

25.64

41.03

40.16

是

97.44

进步较大
（%）

74.36

58.97

5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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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课程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增强

通过智慧职教云平台的统计，学生课堂发言

的次数、积极性、提问的质量等提升幅度明显。

一方面表现为平均每次课发言约14次；另一方面

表现为从对教案的无话可说或随意评价到对教

案各元素撰写的规范性、师幼互动的有效性、课

件设计的合理性、活动设计的逻辑性、活动内容

的整合性等方面有话可说、有理可依。此外，学

生课后利用线上资源学习的自主性和主动性增

强，表现为每周课前和课后均有部分学生会在线

下或线上主动向教师预约个人辅导，以及有更多

学生（约76%）会结合自己的学习需要在课后自主

查看职教云的各类学习资源，及时进行梳理、反

思和总结。

3.学生课程学习效果评价能力明显改善

从课程项目活动设计、实施、研学、反思的

整个过程看，学生关于课程学习评价意识、评

价方法、评价途径、评价工具等课程学习评价

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首先，在课程学习过程

中，大部分小组、学生（约75%）在教师的指导下

能坚持课程学习的全程性评价、过程性评价与

终结性评价相结合，从项目活动方案设计到课

程实训、考试考查都能自觉地、高效率地完成

出勤，课堂表现（10%）、在线资源查看（10%）、

平时作业（个人教案设计 10%+个人模拟试教

10%+小组教案设计 10%+小组模拟试教 10%）

（40%）、期末模拟试教（30%）、研学（10%）等课

程学习要求，其主动意识显著增强；其次，经统

计分析，大部分学生（约65%）能根据教师提供

的初步课程项目活动学习的评价标准，结合小

组学习经验，进行项目活动学习效果评价标准

的修改、补充与完善；小组间、小组内能积极开

展交流讨论，进行自评与他评，评价的学理性、

逻辑性有了明显改善。

（二）基于项目活动的教法类课程混合教学

模式的实践反思

1.教师项目活动实施和线上教学平台使用能

力有待提升

以项目活动重构原有的教法类课程的内

容，在课程内容和教学思路上进行了较大的改

革，会给教师的教学能力提出更大的挑战。同

时，线上线下混合教学需要教师提升线上教学

平台使用的能力，为学生创造更多实践的机

会，增强学生理论结合实践的应用能力。因

此，需要加强教法类课程师资队伍的稳定性建

设，加强青年教师到幼儿园蹲点实践，提升教

法类课程教师的实践能力；增加具有高级职称

的外聘教师，加强实践指导，增加学生理论结

合实践的应用能力，并通过培训和优秀案例分

享加强教师项目活动的实施能力和混合教学

的实践能力。

2.基于项目活动的教法类课程教学模式有待

修改和完善

本研究建立的教学模式仅是根据课程组一

年多教法类课程教学改革经验的初步总结与

提炼，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如，在课前导学，

部分学生没有进行教学资源学习等，需要进一

步明确课前导学的学习任务、评分要求；在课

中讲解过程中，要为学生创设学习情境，提供

学生分析的支架；在课后延学中，可以通过线

上小助手等帮助学生提升延学能力；在课中研

学中，要增加问题梳理提升和自我反思的环

节；在课后反思中，需要进一步完善评价机制，

帮助未获得模拟实训机会的学生反思自己所

设计的教案是否合理性。

3.教法类课程的线上教学资源需要进一步挖

掘和梳理

目前学生可以获得的在线平台学习资源主

要集中于智慧职教、云班课、中国大学慕课以及

浙江省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缺少我校教法类

课程的在线教学平台和教学资源，缺少基于项目

活动或混合教学模式的新形态教法类教材开

发。未来需要向在线开放课程和新形态校本教

法类教材开发的方向继续努力，鼓励教法类专业

教师把更多的研究和教学经验推向线上平台，并

积极编写教材，更好地满足应用型高校学生教法

类课程的学习需要。

4.教法类课程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方式有待进

一步改革

学前教育专业教法类课程是理论与实践一

体化的专业课程。学生的学习，不仅要准确把

握教学理念和理论知识，还要把所学理论知识

较好地与幼儿园课程设计、活动实施等结合起

来，真正做到理实一体、课岗融通。如何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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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实践的机会以及提升学生理实一体化的

能力是教师一直需要研究的问题。本研究虽

然通过小组开展项目活动的方式增强学生实

践的能力，但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方式上仍

存在问题，需要通过实践中阐释理论、理论中

践行实践的方式以更好地解决理论和实践课

时冲突的矛盾。当然，教法类课程仅靠课堂教

学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将学前教育专业教法类

课程见习、幼儿园主题活动实习以及研习等有

机结合起来，更好地提升学生教法类课程“思

—写—教—评”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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