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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导向的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改革实践*

——以温州城市大学为例

吴思孝，胡剑波

（温州城市大学，浙江 温州 325000）

摘 要：高质量的学前教育师资供不应求是温州近几年的客观现实。温州城市大学作为地方成人高校在学前教育

成人专科（脱产）建设中以课程改革为切入点，从课程目标聚焦、课程内容分类、教学方式多样、学习动机促进四个

方面调整培养方案，提高教学质量；从成立学前教育研究机构、调剂补充优质师资、突出核心骨干引领作用、合理配

置教学资源四个方面加强师资团队建设，提高教师专业素养；从让学生走向舞台、搭建学生技能展示平台和实施素养

学分等方式，提高学生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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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oriented Curriculum Reform of Preschool Education

--A Case Study of Wenzhou City University
WU Si-xiao, HU Jian-bo

(Wenzhou City University, Wenzhou, 325000, China)

Abstract: The quality of preschool education teachers in short supply is the objective reality of Wenzhou in recent years. City

University of Wenzhou as a local adult college preschool education in adult college (Full-time) in curriculum reform as the break-

through point in the construction, focus, from the course objectives course content classification, teaching modes and learning motiva-

tion to promote the four aspects of adjusting the training program,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ions, adjust the supplement of excellent teachers four, outstanding core leading role, 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s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team,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teachers; from the stage, let the

students go to build students' skills display platform and implementation science literacy grading three channels reform assessment

methods,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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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省广播电视大学学前教育学科共建和

“十二五‘普通本科高校新兴特色专业建设项目——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学前教育专业”项目引领下，根

据区域学前教育师资紧缺的现状和教育教学实践中

遇到的问题，温州城市大学文法与艺术学院立足校

情，针对学生特点和学校办学特色，开展以实践为

导向的学前教育成人专科课程改革。“基于问题、全

面行动、实践导向”是本次改革的逻辑起点。

一、问题提出背景

（一）发展高层次的学前教育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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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提出“积极发展学前教育，到 2020 年，

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有条

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教育。重视 0至 3 岁婴幼儿

教育。”“把发展学前教育纳入城镇、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规划。”“加强学前教育管理，规范办园行

为。制定学前教育办园标准，建立幼儿园准入制

度。完善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严格执行幼儿教师

资格标准，切实加强幼儿教师培养培训，提高幼儿

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依法落实幼儿教师地位和待

遇。”温州市人民政府在相关文件中提出“要逐步

扩大初中毕业起点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培养规模，

扩大高中起点学前教育本、专科招生规模，积极探

索构建学前教育中高职衔接一体化师资培养体系

……。加快市中等幼儿师范学校建设，争取升级为

招收初中毕业起点五年制温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并增挂温州市学前教育师资培训基地。”①学前

教育的发展是基于国家和区域社会发展的客观需

求，是精准解决目前温州学前教育优质资源不足、

城乡发展不平衡、师资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等“短

板”的重要途径。

（二）发展高层次的学前教育是区域学前教育

发展的需求

合格优质的师资是教育资源的关键因素。近几

年，温州一直存在与绝大多数城市一样的学前教育

入学难的现象，实际上是缺少以高素质师资为核心

的优质学前教育资源。当前，优质资源不足，师资

队伍整体素质不高仍是温州市学前教育发展的“短

板”。《温州市发展学前教育第二轮三年行动计划

（2015—2017 年）》提出“到2017 年，全市幼儿园

专任教师大专及以上学历比例达到80%以上，专任

教师持有教师资格证比例达80%，力争达到85%。”

然而，现状却不容乐观。以2014 年为例，全市幼儿

教师持证（教师资格证）上岗率48.14%，大专以上

学历持有率 68.32%，与全省幼儿教师持证上岗率

74.17%，大专以上学历持有率74.87%相比还有一定

的差距②。温州每年培养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的学生

4 000 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是中等职业学校毕业中专

文凭学生，而能进入大专院校接受高层次学前教育

专业学习的人数不到1/4，2015 年全市共招557 名全

日制大专以上学生 （含 3+2，不包括成人专科学

生）。由此看出，目前温州缺的不是中等层次的学前

教育专业毕业生，而是大专学历层次的毕业生。

（三）发展成人专科学前教育专业是学校发展

的需求

温州城市大学前身是温州广播电视大学，有着

33 年的办学历史，特别是在师范教育方面专业，积

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学校从1983年开始普通师范

专科学生培养（2006 年停止招收普专生），2007 年

开始成人专科（脱产）生培养。学校培养的大批优

秀师范毕业生被输送至全市各个中小学校（幼儿

园），成长为这些学校教育教学与管理的中坚力量。

2014 年，学校提出基于学校办学实际，依托课程改

革，推进成人专科学历教育。目前，学校办学设施

设备完善，有各种学前教育办学所需的教育教学设

施设备，能同时满足1 200 位学生学习和生活。学校

拥有40 余位从事学前教育专业学科教师，其中正教

授1 人，副教授14 人，博士2 人，所有人员均为硕

士研究生学历以上。学校通过学前教育专业课程团

队建设，打破校内学院界限，构建理论与实践、专

职与兼职相结合的复合型课程团队，加强理论与实

践的联系，增强与幼儿园的深度衔接。已有的办学

经验和优质的办学资源，让学前教育专业成为省广

播电视大学系统唯一的学科共建项目，温州的学科

建设方案成为全省学前教育（成脱）专业的改革模

板。学校将以学前教育专业建设为突破口，扩大招

生规模，提高办学质量。

（四）改革是学科发展的内在诉求

2015 年，笔者通过对 2014、2015级学前教育

专业 80多位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

结果发现：1.学生学习动机不强烈。学生来校学习

的主要原因有：高考成绩不好、被家长老师“骗过

来”、没有更合适的地方学习，他们来校的目的是

打发时间，混个文凭；2.学生对教学内容不感兴

趣。学前教育偏于教材和理论的内容，授课方式相

对单一，无法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学生反映教师

对学生学习问题较为淡漠，对学生的学习态度颇多

指责；3.学生对未来没有愿景。他们对专业发展和

学习内容抱有怀疑态度，看不到未来的发展方向，

如无法在毕业季参加资格考试，不一定去当幼儿园

老师等；通过对部分任课教师的座谈和个别访谈，

我们发现，教师普遍反映自己的教学动力不强，学

生上课不配合、参与度不高；课堂上学生上课迟

到、随意讲话、教学时间随意走动，教材内容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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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没有实践经验实操环节不好把握等。诸如此类

的问题颇多，如何激发教师和学生的教与学的积极

性，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课程改革势在必行。

二、实践导向的改革行动

成人专科学前教育专业属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系统的学历教育范畴，招生对象主要是具有高中学

历的学生。目前学校的招生对象来自职业高中毕业

生约 80％，普通高中毕业生和同等学力学生约

20%；该专业学制三年，脱产学习时间两年半，岗

位实习半年，实行学分制。原有的教学方案是以中

央电大为基础，省级电大统筹安排。

（一）强化实践，调整培养方案

经过多方调查和论证，我们对已有的电大系统

的成人专科学前教育学生的培养方案进行系统性调

整，增强实践内涵，强化实践教学。新的课程方案

试图体现以下设计思路：

1. 课程目标聚焦实践。课程目标聚焦学生学习

中遇到的问题，强调教学中的实践能力提升。（1）
核心思想。以课程改革为核心，按技能专长分层教

学，改变课堂教学方式，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2）培养目标。培养“一专多能”的合格的学前教

育师资，“一专”即熟练掌握一门专业技能，即

“声乐、键盘/钢琴、舞蹈、美术、口语、英语”等

技能中任何一项；“多能”即综合能力，培养学生

专业的理论知识、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3）突出

实践。课程方案体现出 5 个增加，即增加课时容

量，增加专业精神培育，增加技能课程，增加学生

选修课，增加学生技能分层；体现2 个减少，即减

少理论课程内容，减少照本宣科教学方式；体现 3
个“化”，即课程模块化、模块项目化、项目课题

化。上述所有的变化都是基于学生与工作岗位匹配

的实践能力的获得和提升。

2. 课程内容突出实践。（1）课程模块化。在专

业培养方案中，我们基于省电大教学系统要求的规

定动作的前提下，增删保留了 47 门课程③。其中，

24 门必修课，23 门选修课。分别体现在公共基础

课、职业基础课、职业技能课、职业延伸课和综合

实践课等五个板块中。（2）模块项目化。我们把五

个模块涉及的 47 门课程分成三个项目组，即理论

组、技能组和实践组，每个项目组实施负责人制。

理论组负责公共理论和基础理论课程，技能组负责

音乐、美术、舞蹈、口语和英语课程，实践组负责

每个学期的实践环节。项目组负责人牵头相应课程

的师资竞聘、教学方案拟定与落实和过程监控等工

作；任课教师通过说课形式呈现对任教课程的授课

内容安排、教学目标、组织形式、教学方法和评价

考核等。技能组指定音乐、美术、舞蹈、口语和英

语各自课程负责人，负责三年技能课程实施方案制

订和落实。条件成熟，可通过竞标形式寻求具体课

程负责人。（3）项目课题化。项目运行以省市学前

教育共建项目和学校教学改革专项为契机，结合学

校校长课题、省市课程资源建设和其它项目立项为

依托，争取经费倾斜和政策支持。研究和实践成果

可以迁移到学校的教学改革和学前教育相关的社会

培训项目中，体现研究创造价值。

3. 教学管理强化实践。常规的课堂教学存在一

些弊端，如一本教材，一讲到底，一套试卷，一写

到底；一直以来存在教学内容不够丰富、教学方式

过于单一、学生缺少参与、评价方式单一等问题。

课程改革后，我们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教学方式的调

整：（1）提倡课堂微变革。我们提倡教师在已有教

材基础上的自主增删教学内容，提倡教师课堂教学

内容呈现方式多样化，如课外材料选用、网络课

程、视频、微课等；提倡教学组织形式多样化，如

讨论、外出参观、学生演示等。并在学前教育学科

共建项目的核心课程中选择 3～5 门率先启动教学

内容和教学方式的变革（目前已有学前教育学、教

育政策与法规、课程论等开始变革）。（2）评价方

式多样。在满足电大系统所需的考核和评价方式基

础上，尽可能把课程考核和评价权下放给任课教

师。提倡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结合，提倡多种

形式考核学生。如学生主题发言、创造性提问、节

目排演、舞台表演、作品展示、专业证书获得、毕

业设计、毕业汇演等都可以成为课程的考核形式。

（3）上课时间多样。原有的课程学习时间是上午8
45～1115，下午 130～415，每半天一门课程，

2.5 小时，学生学得辛苦，老师教得疲惫，教学任

务重，学习效果一般。为了提高学习效果，经多次

师生座谈会后，错位安排课程内容，如技能类课程

与体育课程穿插在理论课程中，有效切换身体运动

和脑力运动的不同类型学习，并变换课时节数和课

程安排。上午和下午各为两节大课，即一个半小时

为一门课程授课时间，一个半天安排两门课程。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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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不同的课程要求，形成了半天的大课、两小节

课、隔周课、专题讲座等不同的课程类型。

4. 教学对象分层。由于学生在专业技能上的差

距较大，学校按学生能力和趣向选择，对学生的专

业进行分班、分层教学。公共课合班统一上课，技

能课分班分层授课。按学生专业能力与已有学习活

动进行初始分班，班内进行分层教学。第四和第五

学期，按学生学习情况，特别是技能学习情况酌情

分班。原则上分音乐、美术、舞蹈、英语等班级。

学生以所选的技能为个人发展的专业方向，熟练精

通此类能力，综合提升其它能力。此种分班方式，

实施导师制。实施个性技能培养导师制，由任课教

师任导师，负责学生的技能培养。导师负责学生分

班后的入口和出口整个技能过程性培养。

以社团或沙龙的形式为抓手，原有管理班级不

打破前提下，形成相对专业的分层教学。通过自愿

申报和老师遴选，开设技能类的社团（如声乐、键

盘/钢琴、舞蹈、美术、口语、英语等），增加学生

技能学习的难度。目前有声乐、舞蹈、手工、心理

等社团，有固定场所和时间进行排演，有专业教师

定期指导。

5. 激发学生学习动机。通过多种形式，提高学

生学习积极性。（1）增加学生机动时间。一周教学

时间内至少得留出两个半天机动，其中一个半天用

于各类专题讲座和集体活动，另一个半天或以上学

生自主安排。（2）增加学生职业认同课程。新生要

开展校情教育和职业规划教育，每一学期初要开展

始业教育，提高学生对学校和专业的认同感；开设

系列化的专题讲座，邀请幼儿园实践专家、校内外

专家和知名校友从“专业精神培养”和“专业技能

提升”的角度开展系列讲座。如增开“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手机摄影技巧”“电影欣赏”课程，提

高了学生人文素养和学习兴趣。（3）提高学生学习

活力。开展大学生系列课余活动，如共读一本书、

共赏一部电影、知识竞赛、教学技能比赛、演讲比

赛、讲故事比赛、体育类比赛、才艺展示等，增强

职业认识，丰富业余生活。增加学生选修课程，丰

富知识结构。（4）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学校促成森

马集团副总裁南云女士个人出资，捐赠资金一百万

元成立“加成助学基金”，每年的利息，重点用于

资助学前教育专业品学兼优的学生，为获奖学生提

供去优质幼儿园进行实践进修、推荐就业的优惠条

件。2016 年已奖励了第一批学生。

（二）加强师资团队建设

1. 成立学前教育研究机构。2016 年初，经学校

批准，在学院下面成立学前教育教学研究中心，配

备一位中心主任，负责学前教育专业建设的常规管

理和实践运行。学校以项目制的形式提供专项课

题，给予项目运行经费补助，原则上由研究中心主

任负责学科建设项目运行。

2. 调剂补充优质师资。在师资的安排上，打破

校内学院界限，把学校所有在编教师纳入到师资库

备选，聘任校外兼职教师和幼儿园园长担任客座讲

师；在师资使用上，以组建学前教育专业课程团队

为目标，打破原有单学科师资队伍建设思维，以课

程为单位组建备课小组，“1+1”搭班教学的模式

（1位校内老师为主+1位校外老师），合理配置教学

资源。由校内教师担任备课组负责人，把控课程教

学的设计、要求以及教学的进度等。同时，借助专

业优势，与学生处一同组织优秀的专业老师，选拔

优秀学生组建合唱、舞蹈等社团。

3. 突出核心骨干引领。以课程教学为引领，突

出骨干教师的引领示范作用。胡忠英教授创新课堂

教学，主持《教育学》“翻转课堂”教学改革研究

被列为浙江省 2015年度高等教育课堂教学改革项

目；积极引领成人专科学前教育发展，承担浙江电

大成专学前教育共建专业建设。吴思孝博士负责学

前教育学、儿童发展心理学和学前教育政策与法规

等核心课程的授课工作，提出并落实以培养学生专

业精神为抓手的系列课程，有效促进“师范＋技

能”专业建设；王喆副院长负责学生教育教学实践

环节，吴王宁老师作为研究中心主任承担学前教育

《声乐》等系列课程，重点负责技能课程的示范引

领落实。

（三）改革考核方式

教学改革首先是课程的改革，课程的改革需要

评价方式的配套。学院通过让学生走向舞台、搭建

竞赛展示舞台、配合学校的素养学分等方式，促进

课程评价效果。

1. 多元化评价的实践。2016 年上半年，学院提

出“让学生走向舞台——创新考核方式”设想，把

学生的评价权利让给任课教师。学院的技能类教师

要求每位学生都要通过正式表演的方式向观众全面

展示自己一学期的学习成果。“让学生走向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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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学生是舞台的主角”的基本理念。考核是

学生综合能力提升的一种，期末考试的改革是最为

学生所津津乐道的，很多学生表示考核方式从以往

“一张试卷”到“技能展示”，不仅仅能更好的考察

专业技能学习效果，通过舞台展示锻炼了心理素

质，全面的展示自身的综合技能。学期末的多项专

业课程中，授课老师通过相应的考试改革帮助学生

提升内部学习动机，声乐、钢琴、视唱练耳、口语

等技能课程均采取学生正式表演的方式进行考核。

声乐和钢琴课程更是安排在报告厅，学生统一正式

着装，体验演奏的专业氛围，提升专业自信心。对

于实践性较强的理论课程，则采取社会实践和论文

报告相结合的方式考核，改变以往学生死记硬背、

考过即忘的考核弊端。与此同时，学院与教务处还

通过筛选对专业技能突出的学生进行专题立项，优

选教师专题培养。考核方式的变革有利于让每一位

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都能在教育规范的基础上发展

特长，形成专业优势，真正实现“一专多能”的人

才培养模式。

考核方式从以往“一张试卷”到“技能展

示”，全面考察学生专业技能学习效果。声乐、钢

琴、视唱练耳、口语等技能课程均采取学生正式表

演的方式进行期末考核，考察专业技能学习效果，

通过舞台展示锻炼学生心理素质，全面展示学生的

综合技能。

2. 技能竞赛搭建展示舞台。组织学前专业声

乐、键盘、舞蹈三项技能大赛，在全体学前专业的

学生中，各海选出 20 位优秀学生，参与声乐、键

盘、舞蹈单项技能比赛，充分展示学生学习成果；

组织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手工成果展示，每位学生结

合学前教育相关课程，独立创意手工作品，并在全

校展现。既培养了专业技能，提高了实践动手能

力，还培养了学生的专业认同感。

3. 增加实践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行为习惯

和品德涵养是学生健康发展的基础。2016 年，学校

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加强养成教育，提出

实施素质学分的设想。素质学分主要是指专业教学

计划中除专业课程学分之外的内容，涵盖了思想品

德、人文修养、社会能力、专业技能和职业创新五

个方面。学生必须同时修满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各

类专业课程学分和规定的素质学分方可毕业。学生

素质学分共计 6 学分，以学期为审核认定单位时

间，分 4 个学期考核，每学期 1.5 学分。学院把学

校素质学分的要求与专业课程学分有机结合结合。

从 2015 年开始，学校在整合校内外学前教育

资源的基础上，以“知识、能力、素质”为要素，

通过完善培养方案、突出能力培养，培育师资团

队，加大管理力度、规范教学秩序，改革教学模

式、加强实践教学，开展专业竞赛、营造赛训促学

的良好氛围，初步构建“学历+技能+素养”一体化

的人才培养模式。

三、反思和展望

（一）实践反思

实践是教学的起点也是终点。学前教育专业主

要培养学生学前教育专业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形

成较强的实践能力。根据学生职业成长规律，结合

课程教学实际，设置教育见习、课程实训、跟班实

习、顶岗实习四个层次递进的实践教学过程，构建

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为区域内输送合格的教师是我

们改革的初衷，根据近几年对毕业学生的调查发

现，从学校毕业的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绝大多数进入

到生源所在地较好的民办幼儿园。在大力发展学前

教育的背景下，以实践为走向的改革无疑能很好契

合学科的发展和学生的发展。改革过程中，学生的

学习劲头提高了，教师的改革意愿增强了，课堂教

学方式、评价方式和师生关系处理上都有非常大的

变化。学生喜欢课堂、沉醉于技能学习、师生交流

畅通无疑是最有力的注释。

（二）对策建议

一是明确招生计划。由于受学校师资和办学条

件限制，建议招生计划做适当限制，每年为 4～6
个班级，限定班额，入学前增加面试；二是提高教

师待遇。由于学校办学特点，随着生源扩大，外聘

人员增加，外聘教师待遇显得较低，好的师资难以

聘任。建议增加外聘教师课时费用，倾斜校内任课

教师课时计算，促进校内教师专注于教学；三是完

善教学设施。增加学前教育方面的图书资料、视频

资料和教学器材，特别是音乐、舞蹈和美术等专业

教室和琴房配置；四是争取考证资格。由于特殊的

原因，当前学前教育成专脱产的毕业生在读期间无

法报考幼儿教师资格证考试。建议学校向省、市有

关部门反映，帮助协调解决此问题。
（下转 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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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方向

一是提升项目开展中资料的收集、整理、归纳

和宣传的意识。围绕教学常规和教学改革开展，在

学生教学质量提高、专业技能掌握和教师教学能力

提升等方面可以做一些主题式的资料梳理；二是加

强学前教育学科共建项目策略落实。加强与省电大

联系，加强对学前教育专业建设中方案的落实和过

程的督查，进一步提高学科共建的效率；三是提升

学科共建参与教师的教学能力。通过教学沙龙和主

题研讨，继续通过听课、评课、外出活动提高教师

的教学能力；提倡专业教师外出学习交流，提升新

教师的教学技能。四是发展全日制“3+2”学历教

育。在我国师范教育由三级培养模式转为二级培养

模式的十年多时间里，温州缺少一所专事于大专层

次的学前教育师资培养学校。可在条件成熟的前提

下整合资源发展大专层次的高等职业院校。

注释：

① 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温州市发展学前教育第二轮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年）的通知》（温政发〔2015〕 33号）

文件。

② 潘舒畅.2014年温州教育“年检”报告出炉[N].温州日报,2015-06-30.
③ 2016年下半年根据省电大要求，增加了3门课程，目前共有47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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