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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七届海峡两岸学前教育论坛于2021年12月12-14日在福州召开。200多位海峡两岸知名专家学者、幼儿园园长与教

师齐聚一堂，围绕“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引领新时代学前教育”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共同探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学前

教育发展的时代诉求、未来挑战以及建设高质量课程、做好0-3岁儿童发展与保教服务、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积极探索学

前融合教育、开展基于专业认证的教师教育改革等方面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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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quality Development：Requirements of the Era,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Preschool Education

—A Review of The 7th Cross-strait Forum on Preschool Education
CHENG Ying

（Office of Academic Research, Fujian Preschool Education College, Fuzhou 350007，China）
Abstract：The 7th Cross-strait Forum on Preschool Education was held in Fuzhou from December 12th to 14th, 2021. Focusing on the
topic of“constructing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and guiding preschoo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more than 200 well-known ex⁃
perts, kindergarten principals and teachers from both sides of Taiwan Strait gathered together. By adopting both online and offline com⁃
munication mode, the candidates discussed new era’s requirements, future challenges in preschool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 ground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countermeasures about constructing curriculum with high quality, offering excellent nursing,
education and developing service for children aging from 0 to 3, helping children to have scientific transition from kindergarten to pri⁃
mary school, exploring integrated education during preschool education, and carrying out teachers’education reform based on Teacher
Certification.
Key words：high-quality education；preschool education；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2022年12月12-14日，第七届“海峡两岸学

前教育论坛”在福州市福建会堂隆重召开。福建

省政府副省长李德金，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一级巡

视员姜瑾，台湾地区财团法人幼儿教育基金会荣

誉董事长陈汉强、董事长张碧娟等领导、嘉宾出

席开幕式并分别致辞，福建省委教育工委书记、

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林和平主持开幕式。来

自海峡两岸的200多位知名专家、幼儿园园长及

教师，以“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引领新时代学前

教育”为主题，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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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报告、分论坛研讨、学术沙龙、文集汇编、成

果展板交流、幼儿园参访等形式，围绕基于儿童

立场的幼儿园课程建设、0~3岁儿童发展与保教

服务、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学前融合教育的

探索、基于专业认证的教师教育改革等专题，展

开了热烈深入地学术研讨，吸引了 1 万多名学前

教育工作者线上同步观看。海峡两岸专家学者

以此次论坛为纽带，分享两岸学前教育改革与发

展的最新研究成果，助力“十四五”期间学前教育

的高质量发展。

一、高质量发展：学前教育的时代诉求与

挑战

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主要任务就

是迎接挑战、谋划未来。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

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主题，高

质量发展的理念与格局是贯穿“十四五”教育规

划纲要的逻辑主线，深刻回答着未来5年乃至15

年的中国教育，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

发展的重大命题。

（一）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诉求

高质量发展是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的新表述，指出中国各项

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开始全面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高质

量教育体系”。2021年，恰逢“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历史交汇之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

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要以推动高质量

发展为主题，并针对教育提出到2035年基本建成

“教育强国”的远景目标以及建设“高质量教育体

系”的战略任务。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六中全会公

报强调，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些文件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开好局、起好步确立

了纲领性引领，开启了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

新阶段，也为“十四五”时期中国教育的改革发展

指明了方向：由有质量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1］。

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质

量教育体系的基础和起点。扎实建设高质量学前

教育体系以推进“幼有善育”“幼有优育”的中国高

质量学前教育整体解决方案至关重要［2］。

（二）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机遇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一级巡视员姜瑾在《完善

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学前教育全面普

及》主旨报告中指出，要充分认识学前教育改革

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阶段，把握新机遇，推进学

前教育全面普及。她回顾了十年来推动学前教

育发展的《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等若干重

大政策措施，总结了在上述政策推动下我国学前

教育规模快速扩大、普及普惠水平大幅提升等历

史性成就，认为“十四五”时期中国学前教育面临

三个机遇：一是推进学前教育全面普及；二是推

动学前教育立法；三是启动实施“十四五”学前教

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她还解读了“十四五”学

前教育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主要举措，强调

应坚持公益普惠基本方向，把完善公共服务体

系作为推进学前教育全面普及的核心任务，并

真正落到实处，具体包括：一是补齐资源短板，

进一步增加普惠性资源供给，坚持多渠道保障

普惠性资源供给；二是完善经费投入和成本分

担机制，加大财政投入和完善分担机制并举；

三是加强教师队伍，一方面把职业道德、综合

素质以及科学保教能力的培养培训作为核心

任务，另一方面推动高校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改

革；四是强化规范监管，在建立严格幼儿园准

入制度的基础上，加强动态监管，通过制度保

障和动态监管，引导依法依规办园。

（三）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未来挑战

在当今世界，知识与学习是变革的基础，面

向教育的新社会契约应该让我们能够换一种方

式去思考学习以及学生、教师、知识与世界之间

的关系。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长、广西师

范大学教授侯莉敏在《面向未来可持续发展的

中国学前教育》主旨报告中指出：学前教育要迎

接挑战、谋划未来，教育的目标应从“教授知识”

转变为“形成应对快速变化世界的能力”。因

此，未来教育需要思考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个问

题是学校为何存在？一方面，创新或创造能力

仍然需要专业知识；另一方面，“学会学习”将成

为幼儿园最重要的内容。因此，学习的内容应

是跨领域的、整合的，教师的角色是多元的、专

业的，对于幼儿的学习进程，应采用即时性评估

反馈调适，这样才能确保学习能始终处于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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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发展的中心。第二个问题是儿童需要哪些

能力？今日儿童所需能力已被赋予了新的内

涵，变革能力可以使学习者在生活中发挥积极

作用，跨越时间与空间，与自然界建立联系，从

而变革社会与塑造未来。早期认知能力、自我

调节和社会情感能力这三种能力比其他能力更

能预测儿童日后的发展。为了促进儿童早期学

习中这三个领域的持续互动，成人要转变儿童

能力观，为儿童成长提供积极的促进合力。第

三个问题是如何帮助儿童应对未来的挑战？最

关键是教师要赋予学习环境新的教学隐喻，即

把教育的内容与期望放于教育环境创设中，为

幼儿创造丰富的学习体验。面向未来、适宜儿

童的学习环境最根本的特征是以幼儿为中心，

让儿童在有准备的环境中随时开始学习，成为

积极的学习主体。幼儿园应支持所有的学习共

同体创设“可持续性文化”，支持儿童有目的地

建构知识、性格和能力，助力其在现在及将来迎

接不可预知之挑战时能发挥“最大的影响力”。

未来的时代将是智能时代，具有很大的变动

性和竞争性，未来人才必须要有创造力、探究力

和竞争力。台湾地区清华大学周淑惠教授在《面

向新时代幼儿STEM教育》主旨报告中指出，为了

让儿童能够适应未来人工智能时代的生存环境，

提高未来人才的竞争力，必须通过STEM教育去

培养有探究力、创造力、合作共构力的儿童。幼

儿园教育应该为STEM教育提供软硬件基础，教

师则要从生活、游戏、绘本和假想情境中寻找

STEM教育的切入点，同儿童一起共同解决问题。

针对我国当前“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

伍”的战略建设规划，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校长陈峰教授指出：面向未来的教师应成为知

识的反思者、研究者和创造者以及团队合作者。

因此，在创新型幼儿教师的培养中应聚焦反思

力、创造力、合作力这三个核心能力，不仅要教授

教师幼儿园保育与教育的方法，更要将培养教师

具有研究与改革以幼儿为本的保育教育的信念、

知识与能力放在重要位置。

二、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策略

论坛期间，40多位专家分别就“基于儿童立

场的幼儿园课程建设”、“0~3岁儿童发展与保教

服务”、“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学前融合教

育的探索”、“基于专业认证的教师教育改革”等

话题，在主旨报告、分论坛研讨以及学术沙龙中

分享了各自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新成果及应对学

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挑战的策略。

（一）基于儿童立场，建设优质课程

课程质量是保证教育质量的前提，也是提升

教育质量的重要杠杆。普及优质学前教育，重点

是保障幼儿园课程的优质［3］。来自海峡两岸的幼

教学者围绕幼儿园高质量的课程设计与实施等

方面展开了深入对话与探讨。

1.基于儿童发展取向的课程设计理念

童年与儿童是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的首要

关注点。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王春燕指出，基于儿

童发展取向的幼儿园课程设计理念应注意以下

四方面：首先，基于儿童、尊重生命是幼儿园课程

设计的首要原则，课程设计只有真正进入儿童

“内部”，去认识了解儿童的生命特点，才能真正

做到适宜与促进儿童全面和谐发展；其次，是基

于经验、源于生活、贴近生活，通过生活、为了生

活是当今幼儿园课程改革的价值取向，幼儿园课

程内容应来源于儿童的生活，并指向儿童真善美

的生活；再次，要基于活动、自主探究，教师要理

解儿童的学习方式，坚持在活动中发展，并强调

儿童的自主探究，坚持适宜指导；最后，基于发

展、快乐成长。幼儿园课程的核心目标是促进儿

童全面和谐与个性化发展，终极目标是在发展中

成就儿童的幸福童年。

2.基于儿童生活的课程建构理念

幼儿园课程不是去演绎教材，也不是去忠实

执行既定的课程内容，生活中有很多教育机会，

儿童的生活应是课程建构的立足点，课程就在我

们与孩子们的共同生活中。南京师范大学副教

授张俊从南京鹤琴幼儿园关注生活、看见儿童的

“活教育”的课程理念出发指出：“活教育”的要义

主要体现在幼儿的生活与幼儿的活力这两个

“活”，教育要密切联系儿童的生活，并要激发儿

童天生具有的活力，实施“活教育”的关键是教师

看得见儿童，找得到课程。为了帮助年轻教师看

得到孩子的需要，并将之转变成课程，他在幼儿

园组织了“课程故事会”，让教师们以轻松的方式

讲述他们在与孩子接触中真实发生的故事，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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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们在讲述中加入自己对“儿童在哪里？学习

在哪里？课程在哪里？”的思考，从而帮助年轻教

师们逐步实现从实践者到反思者并最后成长为

研究者。

台湾地区台北市立大学教授刘淑雯指出，科

学探究不是灌输知识，也不是玩玩游戏，而是引

导幼儿像科学家般进行探究。大自然和生活中

的情境是孩子科学探究最好的情境，父母和教师

应以伙伴的身份协助幼儿探究。应重视特殊需

求儿童在绘本阅读中的参与，科学探究与绘本阅

读相链接可对特殊需求儿童的认知疗愈具有正

向作用。

3.基于儿童心灵感化的民族优秀文化课程启蒙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每个儿童都是处于自己

自然与社会生活所处的民族文化之中。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融入学前教育是国家认同的奠基性

工程［4］。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授程英提

出，高质量的民族优秀文化启蒙应注重“礼乐合

一、以美润心”，努力实现三重境界：一是喜，即让

幼儿喜爱；二是育，即培养；三是化，即感化。中

华优秀文化启蒙课程的理想境界就要是通过富

有审美感染力的“乐”教来实施民族文化的“礼”

教启蒙，在“礼”与“乐”相辅相成、共生共行中推

动民族优秀文化启蒙教育从外在教化到内在感

化转型，让中华优秀文化的基因有机融入儿童血

脉，培养具有民族情怀、时代精神与审美品格的

中国儿童。

4.基于儿童体验的课程

来自澳洲紫金母婴学院的育儿顾问罗凤满

以幼儿园最受欢迎的骑马活动、认识常见的动植

物、玩水等活动为例，分享了该幼儿园以完全自

然的体验式课程为主的田园教学课程。福建省

直属机关幼儿园园长张美洁以其构建的“艺润”

课程为例，介绍了该园将艺术融于幼儿一日生

活、游戏中，赋予幼儿天马行空的想象，自由自主

的探索、发自内心的表现空间，让幼儿综合运用

多种感官欣赏、感受，再通过涂鸦、手工、律动、歌

唱等来“描述”自己对人和物、对生活美好的所思

所感，从而使每位幼儿个性得到张扬，潜能得到

发挥，成为最美的自己，收获快乐美好的童年。

阳光学院林丽卿博士倡导沉浸式课程的设计，强

调沉浸式的情境可让幼儿的学习更整体全面，聚

焦又高效，产生深刻持久的学习效果。北京师范

大学康长运博士指出，绘本能够与幼儿各领域的

学习和发展相融合，与儿童的生命进行互动。他

认为，高质量的童年就是儿童的一生，也是民族

的未来，而绘本是孩子们高质量童年的重要条

件，通过绘本实现各领域融合教育的关键在于教

师的素养和能力。

（二）实施科学早教，提升托育品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0~6岁“保教一体化”理

念得到国际相关教育组织的积极推动。随着儿

童早期教育与保育理念的传播与研究实践推动，

针对 0～6 岁婴幼儿“保教一体化”成为世界多国

开始着力的学前教育改革方向［5］。如何因地制宜

开展多种形式的 0～3岁 早期教育指导，提升托

育品质，普及有质量的教保服务日渐成为社会关

注的热点，也是亿万家长的共同期盼。

1.健全托育机构的运转机制与服务体系

0～3岁儿童托育机构的健全与有效运转是

早期教育高质量发展重要条件，需要政府的主

导作用与多部门的共同协作。台湾教育主管机

构辅导公私立幼儿园委员李静晔介绍了台湾地

区为发展婴幼儿托育事业，多部门共同协助，借

由居家托育中心形式来“以点成片”，将托育服

务网络从片区和街道进行逐级连接，并委托各

协会来承担居家托育中心的运转机制。福建幼

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授郑健成从理论和实践

两个角度，说明了服务婴幼儿发展的基本逻辑，

总结梳理了婴幼儿发展服务的实践经验更迭，

提出了未来在政府主导下各尽其责、多元服务

和以社区村居为依托的保基本、全覆盖、求适宜

的婴幼儿发展服务趋势。福建省计划生育协会

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刘腾发介绍了福建省计生

协会以“0~3岁婴幼儿家长及照护者”为主要对

象、以“普及科学育儿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儿童

早期发展服务工作情况，并详细介绍了该协会

通过编印科普书籍进行免费精准发放、建立专

家团队提供专业支持、组建工作队伍开展专业

培训、建立社区阵地就近服务群众、实施线上教

育增强有效覆盖、持续开展“优生优育进万家”

主题宣传活动、开展儿童早期发展科普宣传和

入户访视服务等具体举措，以期构建更加完善

的儿童早期发展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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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优化早期教育的保教理念与教育指导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但菲从脑科学的角度，提

出儿童大脑发育需要足够的营养、良好的环境、

充足的睡眠以及父母、教师和同伴的爱，并分享

了儿童早期阅读、数学学习、音乐学习、体育游戏

活动等方面的早教建议。

上海市早期教育指导服务中心、上海市托育

服务指导中心教研负责人金荣慧介绍了上海“儿

童优先”的保育理念，以全面、启蒙性的刺激和体

验促进儿童健康快乐成长的托育目标，以及以吃

吃睡睡、做做玩玩、听听说说、唱唱跳跳、涂涂画

画和拼拼搭搭为主要内容的托育课程。

台湾地区国俪文教机构日光托婴中心园长

廖继薇指出，婴幼儿早期教育应着重加强孩子的

感觉统合能力锻炼，并介绍了该机构为婴幼儿打

造的促进视、听、触和本体觉发展的课程内容，从

动手做、提供真实体验、探索寻找自信、拥抱失败

的耐挫力和学会同理心等五个关键点阐述“动手

做”对于婴幼儿的重要性。

3.完善托育机构的教育环境与家长指导

台湾地区婴幼儿启蒙教育学会秘书长张世

雄介绍了疫情后儿童托育面临的多项挑战，提

出通过“人、设、料、法、环、测”来让其感受环境

的存在。其中，“人”即构成需求与被需求的主

体；“设”即构成规律与突发操作的各种配套器

具；“料”即构成膳食与消耗品的配套与频率；

“法”即构成管理与服务于需求的条理化；“环”

即0-3的软硬实力做环境结合；“测”即结合主管

机关与市场评价的综合目标，从而让婴幼儿更

喜爱自己所生存的环境。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海西宝贝早教

中心负责人彭如玲介绍了该中心依托福建幼高

专的专业力量，坚持“以养为主，教养融合”的理

念，逐步构建完善了彰显“关爱、多元、成长”理念

的课程体系，通过讲座、咨询、社区辅导等多渠道

开展社区家庭科学育儿指导与服务，帮助家长成

为称职、智慧的父母。

（三）幼小有效协同，双向科学衔接

在我国当下社会竞争激烈、教育资源分布不

均衡的背景下，幼小衔接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制约

幼儿园与小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成为家

长焦虑的主要根源。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要求，教育部于

2021年3月发布了《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

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如何高质量推进幼儿园

与小学双向科学衔接，成为当前学校与社会极为

关注的问题。

1.遵循各学段教育规律以确保幼小科学衔接

儿童一生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统一的有机

体，而幼小衔接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高质

量教育体系既要确保每个学段的教育都要实

现高质量的发展，同时，还要确保各学段衔接

之桥的高质量构建。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梁

慧娟提出，幼小科学衔接首先要以儿童为本，

幼儿园和小学教育都应遵循各阶段儿童的身

心发展特点和规律；其次，小学、幼儿园应双向

协同，密切合作，营造有利于学前儿童、初入学

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良好教育生态；再

次，要落实家园校三方共育理念，幼儿园和小

学要引导家长成为幼小衔接的参与者，应以观

察记录为基础向家长提供孩子学习与发展的

情况。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召存认为，幼小衔

接既要帮助儿童顺利实现从幼儿园到小学的

过渡，还要保证高质量的学前教育成效能够在

小学得以延续；幼小衔接再出发有四条路径：

培养有准备的人，培育有准备的学校，基于儿

童经验发展的幼教一体化课程政策的顶层设

计，恢复儿童在幼小衔接当中的主体地位。

2.以儿童发展为中心实施双向衔接

幼小衔接是儿童发展的“拐点”，在此阶段

牢固树立“儿童发展中心”理念，是幼小衔接应

对“零起点”挑战的关键［6］。因此，幼儿园与小学

只有将儿童发展置于中心位置，在尊重儿童、满

足儿童成长需求的同时，基于幼儿园与小学的不

同特点，联合开展教研与课程衔接等工作准备，

努力保障双向衔接的质量与效益。

台湾地区自然心教育爱国际基金会创始人

林子盟先生认为，教育部《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

指南》的落实是幼小衔接真正的根据。科学的幼

小衔接就是要实施中国特色式幼教课程，实现取

材生活化、教学活动化、课程整合化、形态多元

化，幼儿园应将指南的要求园本化，以符合幼儿

发展规律的方式开展活动。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第二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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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长吴丽珍强调幼儿园在幼小衔接中的学习准备

要以游戏活动为载体，通过提供适宜材料、创设问

题情境、鼓励经验交流、适时共情互动等策略，做

好幼小衔接的准备工作。福建省福州实验小学校

长陈坚介绍了该校“双减”背景下实施“一星期熟

悉环境、一个月喜欢上学、一学期适应小学”的“三

个一”入学适应教育的积极探索，该校通过与幼儿

园开展联合教研等系列活动，共同探索入学适应

期学与教的适宜方式，以此降低幼小衔接坡度，并

建立起幼小双向科学衔接的长效机制。

（四）关注特殊儿童，推进融合教育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在对隔离机构

和家庭对特殊儿童发展的有效性进行追问。对

于多样性异质文化的包容与接纳的融合性文化

被提出并进入公众视野，“全纳教育”“融合教育”

逐渐成为保障教育公平的国际趋势。2005年第

六届国际特殊教育大会的主题是“融合教育：包

容多元”。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

出：“完善特殊教育保障机制”的要求，学前特殊

教育已从扩大受益面向提升融合教育质量转

变。在高质量教育发展的背景下，融合教育的理

念及其推进为特殊儿童的家庭支持和参与提供

了新的场域和土壤［7］。

1.建立支持融合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机制

目前，融合教育在世界各国仍处于摸索阶

段，要实现有效的、高质量的融合教育，亟需建

立支持融合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机制。广西

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特教系郭德华教授指

出：当前，在特殊儿童中，孤独症儿童的数量居

首，学前融合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状非常突

出，尤其是融合比例非常低、以康复干预为主，

偏远地区与农村地区特殊儿童教育等问题突

出，提高融合安置率、提高融合教育质量、建立

可持续发展保障机制是学前融合教育的发展趋

势。他认为，融合教育的关键在于家校协作，需

做到理念一致化、行动一致化、环境一致化、评

价一致化。

台湾地区在融合教育保障机制方面也进行

了积极探索。台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学校老师

吕琳介绍了台北市特殊教育资源及主要服务对

象情况，包括申请巡辅教师入园、特教资源服务

流程及评估，以及教学辅导历程方面的人员沟通

合作、课程与教学规划、情绪行为辅导、环境及心

理营造等。

2.积极应对融合教育的观念挑战

鼓励特殊需求儿童进入普通幼儿园，让其接

受应有的学前教育，无论对特殊需求儿童还是正

常儿童的健康成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

是，目前社会、家长乃至幼儿园教师对待融合教

育的态度都并不乐观。学前融合教育的挑战主

要来自于教育观念、教育体制与实践方面的挑

战。重庆师范大学教授申仁洪认为，应取消排

斥、走向全纳，弱化竞争、增强合作，学会生存、学

会关心；应对学前教育体制的挑战，可以重构教

育组织型式，重新分配教育资源；此外应优化幼

儿园环境、制度与文化，调整班级规模、时空管理

和班级文化，增强课程的通用性与灵活性，注重

学习（游戏）活动的统一性与个别化以及评价的

结果性与表现性等。

3.针对障碍儿童的特殊需求采取策略

对于不同类型的障碍儿童，教师应根据他们

的特殊需求采取针对性的策略。台湾安美儿童

专注力中心治疗师李文玮介绍了交感神经过度

兴奋儿童专注力的表现、大脑机制、影响因素等，

提出培养该类儿童注意力的策略：给孩子多做按

摩，与孩子多进行主动性接触，给儿童一个替代

的、安静的、刺激量少的环境。

台湾地区财团法人台安诊所博士周进财分

享了对儿童进行感统检测后，面对孩子不同问

题的几种应对方案：如果肌肉张力偏低，可以多

做有利于改善肌肉稳定度的运动；如果前庭功

能障碍，可以增加前庭刺激量，提供直线及垂直

象限的前庭刺激，但应避免被动的旋转前庭刺

激以防可能造成癫痫；如果是触觉防御现象，则

对原始触觉系统采取敏感处置，以触觉刷或触

觉球刷肌肉给予触觉刺激；如果是身体概念低

落，应增加本体刺激量，可由高肌耐力之动能活

动取得或经由高本体刺激之静态活动中取得；

如果是触觉区辩别能力偏低，可增加触觉经验

与精细区辩游戏活动。

福建省残疾人康复教育中心副主任颜晓蓉

介绍了福建省福乐幼儿园将残疾儿童康复训练

与学前教育相结合的全面发展康复模式。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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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目前已经招收普通孩子做融合教育，并将原本

进行的一些走训制的项目改成半日活动，将专项

训练与集体活动结合，还定期组织幼儿开展测

评，根据儿童的障碍情况进行康复训练。

（五）基于专业认证，培养卓越师资

学前教育师范生既是未来从事学前教育工

作的“准教师”，也是学前教育机构师资补充的主

要来源，还是建设高素质学前教育教师队伍重要

的源头活水。为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专业化的创

新型教师队伍，2017年，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学

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并在全国实

施。如何以师范专业认证为抓手，破解学前教育

师资培养中的突出问题，保障和提升学前教育专

业人才培养质量，成为学前师范院校课程建设与

教学改革的重点。

1.加强未来教师的师德养成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教授蔡飞

认为：师德是高素质师资的核心，针对幼师生师

德教育存在的内容碎片化、方法途径单一、知情

行割裂等问题，学校可构建幼师生立体化师德养

成体系：一是统筹计划，建构“多方·协同”的育德

机制；二是课程筑基，打造与思政教育、专业教

育、专业实践以及“童心师爱”校园文化等课程实

现互融的“整体·贯通”师德课程体系；三是内容

固本，构建以师德规范认知为基点、以童心师爱

的情感陶冶为重点、以幼教育信念升华为高点的

“模块·序列”师德教育内容体系；四是德美融合，

构筑“开放·多元”师德教育途径体系；五是力践

笃行，构建“系统·递进”师德实践活动体系，将幼

师生师德行为养成于日常行为规训中。

2. 积极破解学前师范院校人才培养的突

出问题

教育部师范类专业认证专家委员会委员、合

肥师范学院教授宋冬生指出：学前师资培养的适

应性和针对性不强是学前师范院校人才培养的

突出问题，破解上述问题的主要策略为：一是架

认证两线之桥，解决脱离岗位需求问题，重塑学

前师资培养体系，以提高教师培养的适应性与针

对性；二是铺四个养成之路，以四个养成的课程

体系正向支撑四个养成的毕业要求，以解决理论

脱离实践的问题；三是支课程育人之点，解决重

教书轻育人问题；四是破课程考核之关，解决职

业能力培养薄弱问题。具体体现在三个“聚焦”：

聚焦认知能力，改进结果性评价，促进深度学习，

架好一道梯；聚焦学习能力，强化过程性评价，促

进自主学习，铺好一条路；聚焦应用能力，注重表

现性评价，促进应用学习，建好一座桥。

3.多举措培养高素质的创新型教师

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

要举措。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副教

授赵一仑指出：卓越教师计划2.0核心目标与教

师教育的新使命是培养数以百万计的骨干教师、

数以十万计的卓越教师、数以万计的教育家型的

教师。他介绍了“内外联动、生态实践”的浸润式

学习场、“四课整合、五性并茂”的完整内容体系、

产出导向的教学改革等面向一流专业自我建设

的多方面举措。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教授陈峰

指出，在创新型幼儿教师的职前培养中，要坚持

产出导向，培育职前教师可持续发展素养。并以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中心”的项目式合作学习为例，介绍了学生、高校

教师、幼儿园教师形成一个研究共同体的做法。

学生在校3年期间，在“双师”共同教育指导下，学

生合作进行活动设计与组织实施，从而不断提升

合作能力、反思性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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