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前专科生核心素养与健康教育胜任力的关系研究

陈秋珠，寇 柯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陕西西安 710062）
摘要：为考察学前专科生核心素养和健康教育胜任力的现状，揭示二者关系，随机整群选取300名学前专科生为研究对象，进

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学前专科生核心素养处于中上水平，专业能力较强，专业理念与师德一般，专业知识较弱，见习次数的

增多对学前专科生核心素养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学前专科生健康教育胜任力处于中上水平，沟通支持和成为资源能力较

强，教育实施和教育规划水平一般，需求评估和教育评价能力较弱，见习次数的增加对学前专科生健康教育胜任力的改变无显

著影响。学前专科生核心素养越高，其健康教育胜任力亦越高，构成核心素养的三个因子均对健康教育胜任力有良好的预测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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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Qiu-zhu，KOU Ke
（Faculty of Education，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62，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ore competences and health education competence of preschool students
in colleges，and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a random group of 300 preschool students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for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the core competencies of preschool college students is at the middle and upper lev⁃
el as a whole，the professional ability is relatively strong，their understandings towards professional concepts and teacher’s morality is
average，thei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s relatively weak，and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internships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core competencies; 2）the health education competency of preschool college students is at the middle and upper
level as a whole，the ability to communicate and support and become resources is relatively strong，the level of education implementa⁃
tion and education planning is average，their ability to evaluate needs and education evaluation is relatively weak，and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internships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competence of students.The higher the core
competencies of preschool college students，the higher their health education competence，and the three factors that constitute core
competencies have a good predictive effect on health education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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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学率达到85.2%，

质量提升和内涵发展成为当下学前教育新的工作

重点［1］，师资队伍建设是确保教育质量提升的关

键要素。2019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指出，要

通过“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实现

学前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学前专科生作为当下乃

至未来幼儿园教师队伍的重要后备军，其专业水

平与职业能力的高低对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质量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师核心素养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教师专业水平的高低，幼儿园教师核心

素养指幼儿园教师在职前学校教育和职后工作实

践中获得的、在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中表现出的、

决定其教育效果、对幼儿身心发展有直接和间接

影响的信念、知识和能力的专业素养的总和［2］。

包含幼儿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理念与师德三

个维度，十四个领域，六十二项要求［3］。学前专科

生在未来工作中要成长为一位出色的幼儿园教

师，需要拥有较高的核心素养。

身心健康是幼儿发展与学习的基础，幼儿园

健康教育既能保障幼儿当下安全愉悦成长，又能

对幼儿未来的发展起正向促进作用。近年来，新

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蔓延迅速，极度考验幼儿

园教师处理突发卫生事件的能力，引发了社会较

为深入地反思幼儿园教师所担负的健康教育使

命［4］。《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明确规定，幼

儿园教师要创设温馨的人际环境，让幼儿充分感

受到亲情和关爱，形成积极稳定的情绪情感［5］。

健康教育胜任力是幼儿园教师基于对幼儿的了

解，根据所具备的健康教育知识，采取恰当的问

题解决策略对幼儿实施健康教育的能力［6］，包括

成为资源、沟通支持、需求评估、教育规划、教育

实施、教育评价六个方面。成为资源指健康信息

传播和健康资源使用；沟通支持指成为健康教育

沟通者和支持者；需求评估指了解幼儿健康现状

和判断幼儿健康需求；教育规划指制定健康教育

目标和选择健康教育方法；教育实施指整合健康

教育内容和使用健康教育策略；教育评价指管理

评价过程和处理评价结果［7］。

核心素养作为一种内在的修养，更多涉及理

论层面的学习以及专业价值观的构建。健康教

育胜任力作为一种外在显性的教育行为表现，更

多涉及现实教育情境中对健康教育知识与技能

的应用。核心素养向职业能力的转变是影响学

前专科生专业培养质量的关键，能有效地解决学

生学校所学的知识技能与岗位需求脱节的问题，

提升其核心竞争力，培养出满足当下社会实际需

求的学前教育人才。目前国内已有研究成果，内

容方面多为核心素养或健康教育胜任力领域的

单独研究，以探究人口变量对核心素养或健康教

育胜任力的影响为主，未深入探寻二者间的关

系；对象方面多以幼儿园在职教师为主，较少以

学前专科生为研究对象。为弥补上述不足，探寻

学前专科生核心素养和健康教育胜任力的现状

及关系，改进中高师人才培养方案，提升其专业

水平与职业能力提供对策建议，特展开本研究。

二、研究方法

（一）调查对象

X市共有5所专科院校，其中3所专科院校开

设学前教育专业，随机选取A大专和B中专作为

样本来源。整群抽取2所学校的350名学前学生

作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350份，回收336份，

回收率96.000%，剔除无效问卷36份，获得有效问

卷300份，回收有效率为89.286%。其中大专205

人（一年级56人，二年级98人，三年级51人），中

专95人（一年级50人，二年级45人）。

（二）研究工具

1.学前专科生核心素养问卷

参考刘胜男编制的高师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核心素养调查问卷［8］，去除其中有关一般素养的

题项，修订形成学前专科生核心素养问卷。问卷

共43道题目，包括专业理念与师德（9题）、专业知

识（10题）、专业能力（24题）三个因子。问卷采用

李克特5点计分，3分为理论中值，所得分数越高，

核心素养越高。问卷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72。 CFA 结 果 显 示 ，X2 df = 2.492，GFI＝

0.742，IFI＝0.724，CFI＝0.721，SRMR＝0.076，

RMSEA＝0.071。

2.学前专科生健康教育胜任力问卷

采用高健编制的幼儿园教师从事健康教育

活动调查问卷［7］。问卷共有36道题目，包含需求

评估（6题）、教育规划（6题）、教育实施（6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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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评价（6题）、成为资源（6题）、沟通支持（6题）六

个因子。问卷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3分为理论中

值，得分数越高，健康教育胜任力越高。问卷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60。 CFA 结果显示，

X2 df = 2.770， GFI＝0.751， IFI＝0.820， CFI＝

0.818，SRMR＝0.057，RMSEA＝0.077。

（三）研究过程

首先，确定X市的A大专和B中专作为调查

样本；其次，与两所学校的学前教育专业负责人

取得联系，说明研究的目的与意义，获得其同意；

最后，研究者在负责人陪同下进入调查学生所在

班级，向学生表明身份，告知研究目的及问卷填

写要求，说明调查数据仅用于研究，不涉及个体

信息外泄，打消其顾虑，发放问卷，请学生在15分

钟内按要求认真作答，回收问卷后对学生与负责

人予以感谢。

（四）数据处理

数据量化赋值，采用SPSS 24进行数据处理，

处理方法有描述统计、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

析和多元回归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学前专科生核心素养与健康教育胜任

力的描述统计

1.学前专科生核心素养状况

对学前专科生核心素养的3个因子和总分进

行描述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学前专科生的核心素养整体现状（N=300）

变量

专业知识

专业能力

专业理念与师德

核心素养总均分

Mean

2.875

3.667

3.592

3.378

SD

0.588

0.514

0.548

0.408

Min

1.000

1.919

1.833

2.326

Max

4.458

5.000

4.917

4.472

Range

3.458

3.081

3.083

2.146

由表 1 发现，学前专科生核心素养总均分

高于理论中值（Mean=3.378>3）；专业知识均分

差距最大（Range=3.458）；核心素养因子均分由

高到低依次为：专业能力（Mean=3.667），专业理

念 与 师 德（Mean=3.592），专 业 知 识（Mean=

2.875）。

2.学前专科生健康教育胜任力状况

对学前专科生健康教育胜任力6个因子和总

分进行描述统计，结果见表2。
表2 学前专科生的健康教育胜任力整体

现状（N=300）

变量

需求评估

教育规划

教育实施

教育评价

成为资源

沟通支持

总均分

Mean

3.774

3.793

3.794

3.731

3.835

3.843

3.795

SD

0.620

0.662

0.652

0.610

0.665

0.658

0.584

Min

1.667

1.833

2.000

1.833

2.000

1.667

2.000

Max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Range

3.333

3.167

3.000

3.167

3.000

3.333

3.000

由表2可以得出，学前专科生健康教育胜任

力总均分高于理论中值（Mean=3.795>3）；需求评

估和沟通支持均分差距最大（Range=3.333）；学前

专科生健康教育胜任力各因子均分从高到低依

次为：沟通支持（Mean=3.843），成为资源（Mean=

3.835），教育实施（Mean=3.794），教育规划（Mean=

3.793），需求评估（Mean=3.774），教育评价（Mean=

3.731）。

（二）不同见习次数的学前专科生核心素养

和健康教育胜任力差异比较

以见习次数为自变量，核心素养和健康教育

胜任力分别为因变量，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

数据处理，结果见表3。

表3 不同见习次数的学前专科生核心素养水平和健康教育胜任力差异比较

见习次数

0次

1次

2次

3次

核心素养

Mean

3.246

3.430

3.588

3.489

SD

0.438

0.385

0.350

0.327

F

11.002

P

0.000

健康教育胜任力

Mean

3.809

3.777

3.963

3.770

SD

0.622

0.568

0.468

0.575

F

0.418

P

0.740

由表3可知，不同见习次数的学前专科生之

间核心素养差异显著（P=0.000＜0.001）；其核心

素养均分由高到低依次为：2次（Mean=3.588），3

次（Mean=3.489），1次（Mean=3.430），0次（M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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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6）；不同见习次数的学前专科生间的健康教

育胜任力无显著差异（P=0.740＞0.05）。

（三）不同核心素养水平的学前专科生健康

教育胜任力差异比较

将核心素养总均分由低到高排序，选择总人

数上下27%分别对应的分数（3.098和3.641）为低

核心素养组（n=81）和高核心素养组（n=81），其余

归为中核心素养组（n=138）。低核心素养赋值为

1，中核心素养赋值为2，高核心素养赋值3。以核

心素养作为自变量，健康教育胜任力总均分及各

因子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4。

表4 不同水平核心素养的学前专科生健康教育胜任力差异比较（M±SD）

需求评估

教育规划

教育实施

教育评价

成为资源

沟通支持

总均分

低核心素养

3.305±0.601

3.243±0.577

3.281±0.581

3.255±0.554

3.320±0.629

3.243±0.626

3.274±0.513

中核心素养

3.833±0.497

3.826±0.550

3.822±0.541

3.761±0.470

3.866±0.522

3.924±0.471

3.839±0.439

高核心素养

4.144±0.533

4.289±0.479

4.257±0.516

4.158±0.537

4.298±0.503

4.305±0.504

4.242±0.449

F

51.096***

76.539***

65.038***

63.421***

65.079***

85.670***

89.654***

LSD

3＞2*，3＞1*，2＞1*

3＞2*，3＞1*，2＞1*

3＞2*，3＞1*，2＞1*

3＞2*，3＞1*，2＞1*

3＞2*，3＞1*，2＞1*

3＞2*，3＞1*，2＞1*

3＞2*，3＞1*，2＞1*

注：*代表P＜0.05，**代表P＜0.01，***代表P＜0.001，下同。

由表4可知，不同水平核心素养学生的健康

教育胜任力总均分及各因子存在显著性差异（P

均＜0.001）。进一步事后检验发现，高、中水平学

生的健康教育胜任力总均分及各因子均显著高

于低水平学生（P均＜0.05）。

（四）学前专科生核心素养与健康教育胜任

力的相关分析

对核心素养总均分和健康教育胜任力总均

分及各维度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5。

表5 核心素养和健康教育胜任力相关分析

专业知识

专业能力

专业理念与师德

核心素养总均分

需求评估

0.208**

0.657**

0.408**

0.558**

沟通支持

0.294**

0.671**

0.470**

0.633**

教育评价

0.292**

0.669**

0.430**

0.613**

教育规划

0.334**

0.667**

0.451**

0.642**

教育实施

0.284**

0.651**

0.446**

0.609**

成为资源

0.332**

0.619**

0.396**

0.596**

胜任力

0.321**

0.721**

0.477**

0.670**

由表5可知，核心素养总均分与健康教育胜

任力总均分存在显著正相关（P＜0.01）；核心素养

3个因子与健康教育胜任力6个因子间均存在显

著正相关（P均＜0.01）。

（五）学前专科生核心素养对健康教育胜任

力的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核心素养对健康教育胜任力

的影响，以核心素养各维度为自变量，健康教育

胜任力总均分为因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

析，结果见6。
表6 核心素养对健康教育胜任力的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专业知识
专业能力
专业理念与师德
constant

B
0.132
0.707
0.132
0.349

SE.B
0.040
0.053
0.049
0.192

Beta
0.133
0.623
0.124

t
3.271
13.437
2.701
1.824

P
0.001
0.000
0.007
0.049

注：回归方程模型的R=0.742，R2=0.551，△R2=0.546，F=

121.010，P=0.000。

由表6可知，回归方程模型显著（F=121.010，

P=0.000＜0.001）。核心素养3因子共同影响健康

教育胜任力，可预测其54.6％的变化。回归方程

为：健康教育胜任力=0.349+0.707×专业能力+

0.132×专业知识+0.132×专业理念与师德。

四、分析与讨论

（一）学前专科生核心素养现状分析

调查发现，学前专科生核心素养均值高于理

论中值（Mean=3.378＞3）；核心素养因子均分由高

到低依次为专业能力、专业理念与师德、专业知

识；不同见习次数学生的核心素养均分由高到低

依次为：2次、3次、1次、0次，其间存在显著性差

异（P=0.000＜0.001）。出现此结果的主要原因

有：第一，国家政策的支持与高校培养模式的创

新提升了学前专科生的核心素养水平。2018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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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办好幼儿师范教育，扩大

有质量的教师供给，优化培养课程体系等［9］，为我

国学前教育师资水平的提升提供了政策保障与

支持。各职业院校的学前教育专业积极响应国

家号召，大力培养和引进“双师型”教师，提升职

校教师的专业素质，进而达到人才培养效果的提

升。一些中高师院校改革人才培养模式，采用校

企合作，完善人职匹配、职业生涯规划和与企业

建立“订单式”方式培养学生［10］，既提升了学生对

课程设置的满意度，又有效提高了学生的核心素

养［11］。第二，实践教学改革提高了学生的专业能

力。中高师院校为适应社会对高质量学前教育

专业学生的需求，也在不断改革实践教学体系，

寻求有效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新体系、新模式。

当前职业院校改变了传统固定时段实习的单一

模式，实践教学不仅可以根据内容灵活、渐进安

排时段，而且实践形式也丰富多样，有模拟教学、

教育见习、顶岗实习等方式。通过对实践教学各

环节、要素的科学组织和规划，采用动态管理监

督不断完善和规范实践教学，提升实践教学效

果。学校通过与幼儿园的协同合作，打造优质实

训基地，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实践条件。重视实习

指导团队的建设，规范实习指导教师的指导、评

价行为。通过实践教师的有效指导，促进学生将

实践中所见所闻转化为自身知识与能力水平，有

效提高了学生的专业能力。第三，学前专科生的

专业认同感低，阻碍了专业理念与师德的提升。

专业理念与师德无法通过外界的说教方式被动

灌输生成，需要学生发挥学习的内驱力，通过知

识进修、榜样模仿以及实践反思等途径主动修炼

而成［12］。内驱力受专业认同程度影响，高专业认

同感的学生更加认同专业的价值，产生高接纳专

业的意识态度，表现出积极主动的学习行为［13］。

当下受幼儿园教师社会地位不高、薪酬待遇较

低、职业发展前景不明等现实因素及学生个人兴

趣与职业期望水平较低等因素影响，学前专科生

的专业认同感并不高。低专业认同感的学生缺

乏专业情感，仅将幼儿园教师视为谋生糊口的手

段，而非实现自身生命价值的事业，其学习动机

不足，专业学习不认真，毕业后选择从事薪酬较

高的职业，放弃幼儿园教师职业，造成幼儿园教

师流动性大。第四，“重技能轻知识”的思想导致

专业知识较弱。大中专院校学前教育的培养目

标聚焦于“应用型”人才，课时设置削弱专业理论

知识，偏重艺术技能，将弹唱说跳等作为学生学

习的重心［14］，通过加分或优先评奖、评优等形式

鼓励学生尽早考取相应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提

高学生综合能力和就业竞争力。短期内虽然快

速提升了学生的专业技能，但长期而言，专业知

识不足压缩了未来专业领域的进一步发展空

间。第五，见习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学

生的观察、反思、评价能力。见习通过学生真正

接触幼儿，了解和熟悉幼儿在园的一日活动，加

深对专业理论的理解，激发对专业的兴趣，提高

专业核心素养。虽然见习活动与实习活动相较

而言在园的时间相对较短，学生的感受较浅，但

是，其依然成为促进学前学生职业认同与岗位适

应的重要途径［15］。3次见习学生的核心素养低于

2次见习学生，可能因为第3次见习时间安排在毕

业时段，受找工作、撰写毕业论文分散精力所影

响，降低了见习效果。

（二）学前专科生健康教育胜任力现状分析

调查发现，学前专科生健康教育胜任力均值

高于理论中值（Mean =3.795＞3）；健康教育胜任

力各因子均分从高到低为：沟通支持、成为资源、

教育实施、教育规划、需求评估、教育评价；不同

见习次数学生的健康教育胜任力无显著差异（P=

0.740＞0.05）。造成此结果的原因有：第一，中高

师院校的课程教学有利于健康教育胜任力培

养。课程设置主要聚焦于儿童心理学、儿童保育

学、幼儿健康教育等幼儿健康类基础学科。教学

方式通过微格教学模拟授课、到幼儿园专业见习

与实习等方式，提升幼儿健康教育的实践操作技

能。第二，当代学生对社交软件和互联网的利用

能力较强，能够获取的沟通支持和成为资源的能

力亦强。网络成为当代大学生交流沟通、获取资

源的重要平台。随着移动终端设备便携性不断

提升，各种社交app如微信、QQ等的使用，既缩短

了人与人沟通交流的空间距离，又实现了沟通交

流的即时性。数字信息化已经渗透到当下人们

生活的方方面面，相较于其他群体而言，对于新

鲜事物最敏感、学习能力最强的大学生［16］，便捷

获取健康教育数字化资源并加以利用的能力较

强。第三，教育实施和教育规划能力的提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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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大量的实践经验的动态总结而成。实践能

力的提升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需要通过不断

地经验积累与反思总结而成。初入学的学生处

于专业发展的“学习期”和“探索期”，实践环节多

通过理论学习与观摩所完成，缺少参与教育实践

的机会，较难大幅度提升实践能力。实习次数较

少的学生其获取的实践机会较少，因而其对教育

实施和教育规划的反思能力也较弱。第四，幼儿

健康教育需求评估和教育评价对评价者的要求

较高，不仅需要具备较广博的知识，包括幼儿相

关的知识、健康教育领域的知识、评价策略的知

识等［17］，而且需要克服评价过程的主观偏见。比

较完善的幼儿相关知识体系基于大量相关理论

知识学习与不断实践反思总结基础之上，需要经

历漫长、动态的发展过程，体现于幼儿园教师职

业生涯中的不断提升与完善。第五，健康教育胜

任力侧重实践技能，需要通过实际操作得以提

升。对于学前专科生而言，实习、见习次数越少，

实际操作的机会相对越少，没有量的积累就无法

达到质的提升。见习作为一种以看、听、思考为

主的实践方式，其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的

动力，与入职后工作岗位的转化动力而言，对健

康教育胜任力的提升略显不足。

（三）学前专科生核心素养与健康教育胜任

力的关系分析

调查发现，高、中水平核心素养组的学前专

科生在健康教育胜任力总均分及其各因子上均

显著高于低水平组学生（P均＜0.05）；核心素养总

均分与健康教育胜任力总均分间存在显著正相

关（P＜0.01）；健康教育胜任力各因子与核心素养

各因子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P均＜0.01）；核心

素养3因子均对健康教育胜任力有较好的预测作

用。带来此结果的原因有：第一，核心素养高者

其健康教育胜任力较高。教师核心素养与师幼

互动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8］，幼儿园

教师具备高核心素养有助于教育教学活动效果

的提升，更好地达成育人目的。高核心素养主要

体现为拥有更高深的专业知识，更出众的专业能

力，更先进的专业理念与更高尚的师德，是职业

能力发展与提高的基础。知识的学习是能力增

长的基础。学前专科生头脑中需要具备健康教

育的关键经验认知，才能具备提醒幼儿养成健康

行为的最基本条件。拥有较强的健康教育活动

组织能力，方具备将健康教育经验以幼儿感兴趣

的方式传授给幼儿的能力。第二，健康教育胜任

力较高其核心素养亦较高。健康教育胜任力能

够反作用于核心素养。提升健康教育胜任力有

利于强化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19］，激发学习者的

自主学习动机，促使学习者努力提升自身的核心

素养［20］。胜任力水平不足会影响学生的职业成

就感，带来职业压力［21］，产生职业倦怠，阻碍核心

素养的提升。

五、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第一，学前专科生核心素养处于中上水平，

专业能力较强，专业理念与师德一般，专业知识

较弱，见习次数增多对学前专科生的核心素养有

显著的提升作用。

第二，学前专科生健康教育胜任力处于中上

水平，沟通支持和成为资源能力较强，教育实施

和教育规划水平一般，需求评估和教育评价能力

较弱，见习次数增加对健康教育胜任力的变化无

显著影响。

第三，学前专科生的核心素养与健康教育胜

任力存在显著正相关，核心素养越高，健康教育

胜任力越好。核心素养的3个因子均对健康教育

胜任力有较好的预测作用，共同作用影响学前专

科生的健康教育胜任力。

（二）对策建议

第一，调整学前教育师资培养取向，将中高

师对学前教育的师资培养取向由“技术型”向“发

展型”转变。在重视技能理念的基础上，亦要重

视学前专科生专业理论水平的提升，加强专业知

识，特别是健康领域知识的学习力度。

第二，开发多元化的见习形式，让学生拥有

更多更好的实践机会。通过与省级以上优质园

所合作，建立研学共同体，将课堂所学的专业知

识及时与教育实践相互联系，提升知识转为实践

的能力。为教育实践设置严谨有效的评价与监

督机制，使见习实习、顶岗培训等实践不再是浅

尝辄止、蜻蜓点水，而是切实有效地将理论、实

践、反思、提升相互结合。

第三，充分认识到学前专科生核心素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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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胜任力之间的关系，激发其专业发展

的内在驱动力，引导学前专科生通过自觉规

划、理论学习、反思总结来促进其专业发展，提

高学前专科生的核心素养，达成其健康教育胜

任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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