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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社会教法课建设和幼儿园社会教育活动设计与实施为问题切入点，

建设包括高职院校教师与幼儿园教师的教师共同体为实践载体，通过教师共同体的构建与发展，尝试

改进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社会教法课和省域内幼儿园社会教育。构建的策略包括共同愿景、协同发

展、多样活动、机制保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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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teaching methodology course of preschool education specialt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kindergarten social education activiti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building a teacher community including teache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kindergarten 

teachers as the practice carrier, this paper tries to improve social teaching methodology course of preschool 

education specialt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kindergarten social education in the province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eacher community.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include common visi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iversified activities, mechanism guarantee,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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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1.1相关概念的界定 

幼儿园社会教育是以幼儿的社会生活事务及其相关的人文

社会知识为基本内容，以社会及人类文明的积极价值为引导，

在尊重幼儿生活，尊重幼儿社会性发展规律与特点的基础上，

由教育者通过创设有教育意义的环境和活动等多种途径，培养

幼儿的基本社会生活能力和技能，并増进幼儿的相关知识，激

发幼儿的社会情感的教育过程。《幼儿园社会教育活动设计与指

导》课程（以下简称“社会教法课”）是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核

心课程，旨在引领学生理解并掌握幼儿园社会教育的意义、特

点、目标、内容、原则、途径和方法，并依据幼儿社会性发

展的特点进行教育教学实践。学生通过案例分析、观摩教学、

设计教案、模拟教学、下园试讲等活动，能独立撰写幼儿园

社会教育活动方案，熟练进行校内实训，初步在幼儿园进行教

学实践。 

1.2理论基础 

本研究的主要理论支撑是实践共同体理论。实践共同体指

这样一个群体：所有成员拥有一个共同的关注点，共同致力于

解决一组问题，或者为了一个主题共同投入热情；他们在这一

共同追求的领域中通过持续不断的相互作用而发展自己的知识

和专长。教师共同体本质上是实践共同体，相关人员组成学习

小组，所有成员围绕着一个主题或问题，使用共同的学习材料，

遵守共同的合作学习制度，从事研讨、观摩、交流等相似的活

动，在取得了共识的专业技能库中努力实现提高教育质量这样

一个共同的事业。 

2 幼儿园社会领域教学教师共同体构建的价值 

本研究以建设高职院校教师与幼儿园教师的教师共同体为

实践载体，构建的价值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 

2.1提高幼儿园社会教育有效性  

幼儿园社会教育虽然能促进幼儿全面发展及终身发展，但

是在实践中幼儿园五大领域教学中 受冷落的就是社会领域，

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刘晶波指出我国幼儿社会性发展的整体

水平远远达不到《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与《3-6岁儿

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所设定的目标。原因主要是教师自身专业

知识能力欠缺，容易将社会教育简单化、表面化，主要从社会、

教师的角度来设计实施，而缺失儿童视角。多数幼儿园采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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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教学活动的方式开展社会教育，容易陷入说教困境和形式困

境，难以实现社会教育目标。 

本研究为指导幼儿园社会教育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希望通

过“高校—幼儿园”教师共同体的建立，帮助并指导幼儿教师

设计与实施社会教育活动，提高幼儿园社会教育实效性，为省

域内幼儿园社会教育的实践发展做出切实的努力。 

2.2提高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有效性 

社会教法课与“幼儿园健康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幼儿园

语言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幼儿园科学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幼儿园艺术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一同为学生将来从事幼教

工作形成必要的教育教学能力打下坚实基础。然而，由于其理

论知识讲授占据大量课时，实践训练单一化、碎片化、形式化，

不是从幼儿教师实际开展幼儿园社会教育的流程来组织实施教

学活动，学生学习效果一般。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幼儿园社会教

育实践中的问题，落实到课程方面就是加强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对社会领域的深入学习。许多教师也认为社会领域学科特点不

明显，不如语言、艺术等领域明确、易操作，在辅导学生参加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技能大赛时，也因为不擅长所以很少选择社

会活动。因此，社会教法课教学亟待改进，应成立课程教研团

队，加强教学中的实践性，突出幼儿园的教学实践，以有效提

高教师教学质量，促进课程建设的规范化。 

2.3深化校企合作培养“双师型教师”  

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教师应是“双师型教师”，但是许多

教师只是“双证”教师，缺乏幼儿园一线实践锻炼，难以联系

幼儿园实际开展教学，不具备有效指导学生实践教学的能力，

科研课题也较少涉及幼儿园教育实践。只有多参与幼儿园的教

育实践，才能在学校教学中有的放矢，才能通过言传身教更好

地培养学生的教育教学能力，校企合作则是培养“双师型”教

师的重要途径。 

在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校企合作有待深化，

不能只停留在邀请幼儿园园长进校园讲座、聘请幼儿园园长及

骨干教师做兼职教师、高职教师到幼儿园观摩教学等初级合作

方式，还可以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和课程大纲，共同进行科研等。

由于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教师授课任务重，学校很难派其到幼儿

园顶岗实践。实际上高职教师可以联合区域幼儿园，定期参与

幼儿园的教育实践，以灵活的方式到幼儿园调研和学习，并将

幼儿园前沿发展和用人需求引进课堂教学中。学校和幼儿园双

方同时发挥各自优势，不仅能够有效调动幼儿园参与合作的积

极性，为培养“双师型教师”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推动学

前教育师资队伍高端发展，也为提高高职院校教师服务社会搭

建了一个优质平台。  

2.4增强高职院校教师服务社会能力 

《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

学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增加教师社会服务能力，主动服务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转型升级，引导和鼓励教师主动为企

业和社会服务。目前，高职院校教师具有社会服务能力的教师

数量较少，而教师社会服务能力建设是高职院校内涵发展的需

要。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教师可以利用自身专业优势和特长，

根据幼儿园实际需要为幼儿园开展培训、咨询和专业指导，从

而提升高职院校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 

3 幼儿园社会领域教学教师共同体构建的途径 

在探索的过程中，我们主要通过四种途径构建幼儿园社会

领域教学教师共同体。 

3.1高校教师共同体  

高校教师共同体主要由本校社会教法课教师、学前心理学

教师构成。其中，学前心理学教师更能精准地把握幼儿社会性

发展规律与特点，使共同体的研究更专业、有效。个人化的教

学一定程度上阻碍教师个人的专业成长，共同体的集体教研在

保持各自精神独立的前提下，用群体教学智慧去促进个体教学

智慧的成长，以改变教师个体教学中的僵化现象。 

3.2“高校—幼儿园”教师共同体 

高校教师与幼儿园教师形成教研团队，合作探索高职院校

学前教育专业和幼儿园的社会领域课程、教法、教研及实践指

导等，共同围绕学前教师职前职后培养中尤其是幼儿园社会领

域教学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研讨。 

3.3跨区域校际共同体   

许多地区不同高校的社会教法课教师通过微信群交流、学

习，这种高校教师联盟已经初步在网络平台上构建了跨学校、

跨区域的专业发展共同体。在现有条件下，需要加强不同学校

之间的交流，通过交流探讨，开阔思路、信息共享。教师间的

差异与异质性为教师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与新观点新资源，从

而更有利于教师学习和专业发展。 

笔者也发出了召集令，召集了“尺码相同的人”——热爱

教育、关注幼儿园社会教育、愿意通过共同体获得专业成长的

人。加入共同体交流的不止是全国各地对幼儿园社会教育感兴

趣的高校教师、幼儿园教师，还有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 

3.4师生学习共同体 

在构建高职学前教育专业社会教法课程的过程中，教师愿

意以平等的姿态与学生交流对话，根据学习者的需求和反馈，

调整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 

4 幼儿园社会领域教学“高校—幼儿园”教师共同

体构建的策略 

构建“高校—幼儿园”教师共同体是所有教师共同体中的重

心和难点，下文将聚焦于这一教师共同体构建的策略进行分析。 

4.1共同愿景 

以幼儿园社会领域教学为中介，建立“高校—幼儿园”教

师共同体。从高职院校一线教师层面，基于高职院校课程建设

和幼儿园教育实践的需要，找到契合点建立教师共同体，同时

在平等合作、互利共赢中深化校企合作。共同愿景可以是短期

的目标，例如完成课题研究，也可以是长期的目标，例如教学

团队的建设，但归根结底是每位成员都能够获得进步，共同体

中的教师能够获得个体的专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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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协同发展 

教师共同体成员通过扩大合作实现协同发展。一方面，教

师以参与者的身份加入幼儿教师的社会领域教育实践活动，为

教师的学习与实践提供专业引领和支持。同时，可以参与幼儿

园申报课题、参与家园共育等，使教师的专业研究理论与实践

紧密结合。另一方面，幼儿园园长和教师能够对学前教育专业

课程提出意见和建议，可参与到社会教法课程大纲制定、课堂

内容和体系的调整、学生技能大赛辅导和高校科研项目中等，

推动教学方式和人才培养方式的改变，实现教学内容与幼儿园

岗位需求的对接。 

值得注意的是，共同体成员之间理想的关系状态应为高

校教师愿意以平等的姿态与幼儿教师交流对话，愿意学习幼

儿园的教育教学经验。高校与幼儿园是合作的伙伴关系，每

位教师都是团队的一员，都是研究者，建立一种平等、合作

的研究关系。 

4.3多样活动 

通过丰富多样、真实的活动，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反思

能力，加强教师对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让共同体成为教

师专业成长的心灵家园。教师团队之间的合作、互助、共享是

教师共同体发展的重要外力。活动形式主要包括共读经典、观

摩活动、对话交流和行动研究等。 

共读经典是在共同体中推动教师专业阅读，将“共读”作

为重要的阅读方式。教师要想成长，一定要读一些教育理论或

学科专业类的书。许多老师特别害怕读这类专业书籍，即使买

了书，也很难坚持读完，应用到实践中更是困难。大家相约一

起共读一本书，用团队的阅读动力来督促个体的阅读行为。共

读的方式，可以降低专业阅读的难度。例如，教师共同体成员

共读《学前儿童社会学习与发展核心经验》《幼儿园社会教育资

源》《幼儿园社会区材料设计与评价》。 

观摩活动是教师共同体常见的一种活动，通过观摩、交流

幼儿园社会教育活动，一方面高校教师深入了解幼儿园教学实

践，另一方面幼儿园教师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反思能力。 

对话交流是围绕一个教育话题，开展对话分享活动。对话、

交流是我们学习、生活和工作的重要方式。在共同体中，对话

交流是促进成员共同合作、凝聚成员共识的重要方式。线上对

话交流中畅所欲言，鼓励各种意见和看法的自由表达。对话主

题有时是预设的，有时是随机产生的。教师共同体的构建，让

共享对话成为一种习惯、文化。教师对共同话题的关注和深入

思考既是共同体构建的根基，也有利于提高对话的水平和质量。 

共同体每位成员自主确定一个行动研究的主题进行实践。

例如，共同体中的幼儿园教师围绕节日进行一系列的班本课程

的实践，形成了端午节、中秋节、童心向党、母亲节等优秀的

班本课程。 

这些活动的开展，需注意现场研究与网络交流相结合。借

助微信、腾讯会议等网络平台进行“高校—幼儿园”教师共同

体的学习交流，进行专业学习活动与教研活动，及时分享前沿

信息、学习心得和案例资源。 

4.4机制保障 

首先，签订“高校—幼儿园”教师共同体合作协议，明确

合作目标与内容，保证双方在合作中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其次，

“高校—幼儿园”教师共同体建立之后需形成学习分享机制和

定期教研机制，形成相互促进成长的共同体。 后，建立共同

体评价机制，确保共同体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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