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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湖南省郴州市为例,选取极具有代表性的三家早教机构,从课程来源、理论基础、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组织实施以及课程评价等层面入手,发现早期教育课程设置与实施存在课程适切性有待提

高；课程理论与实践脱节；课程实施环节流于形式；家长参与显著不足等问题,为此提出,提升课程研发

能力；有效融入课程理论；整合课程环节；引导家长科学育儿等建议为婴幼儿早期教育课程的科学设

置和高效实施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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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Study of Early Education Curriculum Setting and Implementation Status 
--Taking Chenzhou City of Hu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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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Chenzhou city of Hu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ree representative early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re selected, and from the aspects of curriculum source, theoretical basis, curriculum objective, 

curriculum content, organizational implementation, and curriculum evalu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a need to 

improve the appropriateness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curriculum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curriculum are disconnec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urriculum is merely a formality; 

significant lack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other issue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it is proposed to enhanc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effectively integrate curriculum theory; integrate course segment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scientific setting and efficient implementation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curriculum by guiding parents to adopt scientific parenting and other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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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幼有所育、幼有善育”的民

生目标,把早期教育提到了关系社会持久发展的国家战略高度。

在湖南省郴州市,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民对早期教育越来越重视,社会需求日益增长。近年来,郴州

市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各种早期机构不断

建立。截至目前,郴州市城区挂牌营业的各类早教机构约有30

多家,其类型主要有国际连锁的早教机构、国内连锁的早教机构

和郴州市本土机构三类。这些早教机构教育质量的优劣成为早

期教育相关利益主体关注的焦点。课程被称为教育的心脏。早

期教育课程就是一个早教机构的心脏,它的优劣是评价一个早

教机构的重要标准,也是早教机构运营发展的基础,更是指导家

长、儿童的参考和依据。因此,探寻早期教育机构课程设置与实

施现状对早教机构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早教行业健康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本研究将在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采用案例分析法

和比较研究法,并结合实地访谈的方式对郴州市极具代表性的

早期教育机构的课程设置与实施现状进行研究,以期为早教机

构课程体系的优化及实施方式的创新提供参考建议,促进早期

教育良性而持续的发展。 

2 研究设计 

2.1调查对象 

本研究选取郴州市城区三种类型中知名度最高,规模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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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具代表性的三家早教机构作为调查对象。其中A机构是一家国

际连锁早教机构,成立于2010年,是当地最大两家早教机构之一,

目前有2所分校,每周约有300多会员宝宝来机构上课；B机构是

中国十大教育连锁品牌之一,成立于2012年,是规模最大的一家,

目前有4所分校,每周约有500多会员宝宝来上课；C机构是当地

一家本土机构,成立于2016年,目前也有3所分校,每周约有400

多会员宝宝来上课。三家机构均属于民营性质,且均属于全日制

与非全日制类相结合的早教机构。其业务范包括对0-3岁婴幼儿

进行保育和教育,同时也就如何育儿向家长提供科学指导。这类

机构的活动时间及内容比较灵活,课程形式更加多样。 

2.2调查过程 

本研究于2023年6月至2023年8月间,根据研究目标对研究

对象开展调查,主要方式如下：一是通过机构官网、新媒体平台、

线下宣传单、营销推广活动等途径,对于各机构的基本运营情

况、早教课程设置与实施现状进行调研。二是根据研究目标制

定了相应的访谈提纲,通过与机构管理人员以及任课老师交流,

了解其课程来源、课程理论基础、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

组织实施以及课程评价等情况。三是实地体验不同机构早教课

程的实施情况,亲身体验各机构早教课程的实施效果,并选取部

分家长对课程实施情况进行访谈。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课程来源与理论基础 

从课程来源看,A机构的课程来源于国外总部统一研发设计

的课程体系,在国内机构进行复制推广。B机构的课程则是在充

分借鉴国内外先进教育理念的基础上,结合国人文化理念与国

内教育教学环境以及婴幼儿生长发育需求,由机构教学团队与

学前教育专家共同研发出的课程体系,然后在各连锁机构进行

复制推广。C机构则缺少固定课程来源,主要根据不同年龄婴幼

儿的学习需要,直接订购相应国内外教材,其实质上是国内幼儿

园针对3岁以下婴幼儿设置的早教班或托儿班。 

表1 早教机构的课程来源情况 

机构名称 课程来源情况

A机构(国际连锁早教机构) 国外总部研发+引进+连锁机构复制推广

B机构(国内连锁早教机构) 国内总部研发+连锁机构复制推广

C机构(本土机构) 无固定课程来源
 

课程设置所依托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课程设置的科

学性和有效性。从课程设置的理论基础看,A机构主要参照婴幼

儿发展的基础理论,包括生理学、心理学、脑科学和社会学等,

涵盖的理论范围较大,倡导“快乐比知识更重要”。B机构则借鉴

了国内外最前沿脑神经科学研究成果、多元智力理论等先进教

育理念,同时还融入了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婴幼儿心理学、PAP

教育等实践成果。C机构因其不具备固定的课程来源,因而课程

理论基础也大多直接参照所购置教材的思路,缺少对相关专业

理论和教育方法的融会贯通。 

表2 早教机构的课程理论基础情况 

机构名称 课程的理论基础

A机构(国际连锁早教

机构)

人脑综合潜能开发、体能教育学、社会学、快

乐比知识重要

B机构(国内连锁早教

机构)

最前沿脑神经科学研究成果、多元智力理论、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

婴幼儿心理学、蒙台梭利教育法、PAP教育等

C机构(本土机构) 蒙台梭利教育法、多元智力理论、奥尔夫音乐
 

3.2课程目标与内容 

课程的总目标包括家长教育目标和婴幼儿教育目标两个方

面。在家长教育目标方面,三个机构都在致力于通过开办父母课

堂、亲子活动等途径向婴幼儿父母传授最新育儿知识和理念,

以及与早期教育相关的医学、心理学、教育学、营养学、运动

学等专业知识。 

在婴幼儿的教育目标方面,A机构的课程总目标是在游戏、

学习的过程中,让婴幼儿可以感知并分享快乐,学会正确认识身

体、认识社会、认识情绪,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B机构的课

程总目标是通过相应课程的设置与实施,让婴幼儿可以具备自

尊心,树立自信心,为身心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在课程实

施过程中提高婴幼儿的身体素质以及沟通能力,引导孩子与父

母间构建起良性的亲子关系。C机构则缺少明确的课程目标。由

此可以看出,不同机构在课程设置总目标方面有着一定的差异

和侧重,这就会对其课程的内容和实施方法产生重要的影响。 

表3 早期教育课程设置目标情况 

机构名称 课程设置总目标

A机构(国际连锁早教

机构)

让婴幼儿在游戏、学习过程中获得和分享快

乐,正确认识和发展自己的身体。

B机构(国内连锁早教

机构)

使婴幼儿树立自信心,具备成长和发展所需的

身体基础、沟通能力、社交水平,并且帮助父

母与孩子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

C机构(本土机构) 无明确的课程目标。
 

A机构设置了启蒙课、音乐课以及婴幼儿英语课三门课

程。其中启蒙课程目标在于促进婴幼儿左右脑智力素质的提

升,满足婴幼儿的心理需求,增进亲子感情,主要课程内容包

括游戏、手工活动、运动、按摩操等；音乐课程的设置目标

在于提高婴幼儿的韵律感和想象能力,促进其人格和心智的

健全化发展,包括音乐、情景剧、节奏训练、歌曲演唱等；婴

幼儿英语课程则是为其进入幼儿园奠定一定的英语基础,通

过游戏、故事、角色表演等方式,对其英语感知和表达能力进

行一定的培养。 

通过访谈,了解到B机构的早教课程涵盖欢动课、艺术课和

音乐课三个类别,其中欢动课针对6周-3岁的婴幼儿,艺术课则

针对20个月-3岁的婴幼儿,音乐课针对8个月-3岁的婴幼儿,并

且结合不同月龄婴幼儿身心的发展特点,会相应进行课程目标

的设置以及内容的选择,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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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早期教育课程内容情况 

课程类别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欢动课

(6周-3

岁)

培养婴幼儿的灵活性和敏捷度,使其

具备一定的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构

建健康的人格和心智,使其积极主动

的应对,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挑战

舞蹈、骑乘游

戏、爬行游戏

艺术课

(20个月-3

岁)

让婴幼儿在游戏学习过程中获得和分

享快乐,正确认识和发展自己的身体

绘画手工拼贴,

雕塑,印染等

音乐课

(8个月-3

岁)

引导婴幼儿唱准音调,把握节奏韵律,

随心而舞动

Music

Together 课程

体系
 

经了解,C机构主要招收的是两岁半以上的婴幼儿,其缺少

针对0-3岁婴幼儿的专门的早期教育课程,大多运用小班教材,

包括多元智能、感觉统合、奥尔夫音乐、蒙氏感官教育等课程

内容。 

3.3课程的组织实施 

从课程组织形式看,A机构的三种课程类型中,每次活动都

由两位教师共同组织,其中一位教师为主课角色,另一位教师为

配合角色,由家长坐在婴幼儿身后或怀抱婴幼儿,主课教师坐在

其中,配课教师负责教具发放、教学示范。一般情况下,每个班

级、每次活动有10人的参与人数限额,师生比不超过1:5。大多

数活动由主课教师引导,以集体活动形式开展,同时与一定的自

由活动环节相结合,在该环节教师会结合婴幼儿的表现以及其

与家长的互动情况进行个别指导。B机构每次活动参与婴幼儿人

数在8~15人,由主课教师带领集体开展活动。从A、B机构的课程

活动环节和流程来看,其大多遵循律动练习——教学展示——

亲子活动——自由活动的流程,但在具体的授课顺序以及操作

环节方面也有一定差异。C机构由两名老师轮流主配课,每次上

课的婴幼儿人数不超过15人,由教师带领婴幼儿及其家长进行

集体教学。以其多元智能课程的活动开展为例,流程为线上活动

——手指游戏——故事导入——操作活动——命名游戏。 

表5 早期教育课程组织形式 

机构名称 课程组织形式

A机构(国际连锁早教机构) 集体活动+自由活动

B机构(国内连锁早教机构) 集体活动+自由活动

C机构(本土机构) 集体活动
 

3.4课程评价 

调查发现,各个早教机构都在一定的教学流程中对其课程

内容进行展示,但其具体的展示流程以及细节内容有所差异。A

机构相较于国内连锁早教机构,在游戏或者其他活动开展过程

中,并不会过分强调婴幼儿的秩序感和规则意识,而是要让婴幼

儿尽可能在比较宽松、自由、快乐的氛围中,获得一定的认知和

经验,这也与国际连锁机构课程设置的文化背景有较大关系,即

美国的教育体制更加强调个体发展的自由度,允许其各有所长。

B机构在课程活动开展过程中,则比较关注婴幼儿秩序感的建立,

如尽可能要确保所有婴幼儿及其家长都参与到操作环节中,在

游戏结束后要立刻将教具或者是材料收回归位,可以说规则意

识的培养是该机构的一个重要内容。这表明在课程设计及实施

过程中,课程实施及评价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国内传统应试教育

的影响。 

4 存在的问题 

4.1课程的适切性有待提升 

在各连锁早教机构中,大多采用统一的文本课程,非经总部

许可,不能结合各地区的教育需求进行相应调整。同时,总部会

不定期对不同机构的课程实施状况进行检查。但是基于差异化

的文化背景与教育观念,国际早教机构的课程体系以及教育目

标并非完全适用于国内婴幼儿的早期教育,课程的适切性存在

质疑。与此同时,许多本土机构缺少自主研发的意识和能力,在

课程选择方面直接购置国外的教材,还有一些机构所使用的课

程教材长期未进行修订、更新,因而无论是教学目标,还是课程

内容,亦或是组织实施形式,都缺乏时效性与创新性,在很大程

度上制约着课程的实效。 

4.2课程的理论与实践脱节 

调查发现,三所早教机构几乎都对外宣称自己的课程依据

某理论或某科学,但在具体的课程设置和实施过程中,这些理论

基础却体现不足,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由此可见,当前

许多机构在对外宣传推广过程中,会宣称自己以某理论为基础,

或者在课程设置过程中借鉴了某科学,但是实际上并未实现理

论和实践的有效对接。如B机构宣称其运用了蒙台梭利教学法,

但是该机构负责人对这一理论以及具体教学方法一知半解,同

时从课程目标、实施内容以及组织形式等来看,也未观察到对上

述理论的运用。从整体上来看,不同教师对于基础理论的理解和

认知参差不齐,同时也未能有效的结合婴幼儿的不同智能领域,

进行针对化的教育,课程理论的应用显然没有落地。 

4.3课程实施环节流于形式 

通过亲身体验发现,机构的课程实施受制于所设定的课程

时间及开展频率,存在许多活动环节开展不充分,流于形式的情

况。以B机构为例,在45分钟内安排了6个活动环节,每一个环节

都涵盖了教师示范、幼儿自主操作、家长与婴幼儿互动等流程,

因为设计环节较多,尽管过程中一些婴幼儿对某项活动保有较

高的兴趣,但是教师为了不影响下一阶段活动的开展,会强行收

回教具,或者是取消示范环节,让婴幼儿直接进行自主操作,这

就使得课程模式趋于模式化、固定化,不能因婴幼儿的实际接受

和发挥情况进行相应调整,难免给人一种走马观花的感觉,也使

得老师和婴幼儿之间的交流不足。在较快的课程节奏下,老师和

婴幼儿之间缺乏情感和爱的交流,婴幼儿也难以尽情发挥,许多

环节成了走过场。 

4.4家长参与显著不足 

尽管教师在婴幼儿早教课程实施过程中会强制要求家长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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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但实际上许多家长并未真正参与进来。在早教课程实施过程

中,家长常常过度迷信早教机构和老师的作用,而忽视了自己和

孩子的沟通交流。实际上,婴幼儿的成长和发展是需要早教机

构、家庭以及社会共同参与的,并非仅仅通过间歇性的课程体验

就能达到理想效果,这就需要家长给予必要的关心、支持与参与,

在各种亲子活动中与婴幼儿进行深度沟通。但在实际观察中发

现,许多家长在陪同孩子学习时存在大量玩手机,聊天的情况,

对自身在课程实施中重要性的缺乏认识。与此同时,许多机构也

缺乏对家长的教育和指导,未能给家长如何科学育儿提供科学

指导。 

5 建议 

5.1提升课程研发能力 

对于不同机构而言,其要想在行业内树立绝对的竞争力,就

必须具备较强的课程研发实力。特别是针对不同地区的教育理

念和婴幼儿的教育需求,应当有针对性的进行课程的研发。基于

此,相关机构应当注重早教教师队伍的建设,联合该领域的专家,

在借鉴国外专业早教理念的基础上,结合本土婴幼儿的成长与

发展特点进行课程体系的开发,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与优化利

用。对于国际连锁机构而言,可以尝试同总部进行沟通协调,适

当结合本土情况进行课程体系的改良,在不与课程基本理念和

整体目标相冲突的情况下,适当调整早教机构的课程内容,特别

是要关注0-3岁婴幼儿的护理常识,更有针对性地结合婴幼儿身

心特点,提高课程研发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5.2实现教育理论的有效融入 

在课程设置与实施过程中,相关专业教育教学理论不应当

只是一个噱头。相关机构以及课程实施者应当加大对有关理论

的学习力度,做到全面、深入的理解相关专业理论,如多元智能

理论、蒙台梭利教学理论等,在广泛、积极了解课程理论基础的

前提下,相应进行课程目标的设定、课程内容的安排以及教育方

法的选择,避免课程偏离最初的设想。如多元智能理,强调要深

度发掘不同婴幼儿的智力发展潜能,确保其在不同方面有着突

出表现。因而在实际早教过程中,要有针对性的结合婴幼儿的独

特智能进行教育,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5.3有效整合课程环节 

针对当前早教机构在课程设置方面存在的流程较多、环节

繁杂、课程安排流于形式的问题,相关机构应当对课程文本内容

进行反复推敲和筛选,把握0-3岁婴幼儿的学习基础和成长特点,

对不必要的、重复的环节进行整合和删减。在此基础上,应当全

面把握不同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避免各环节的零散出现,

让整个课程方案更加完整。此外,必须要进一步凸显婴幼儿和家

长在课程开展过程中的主导角色地位,弱化教师的角色,要让婴

幼儿和家长成为活动的主体,而非执行者或跟随者,从而更好的

激发婴幼儿和家长的参与性和主观能动性。 

5.4引导家长科学育儿 

当前,相关机构对家长指导不足,也是课程设置和实施过程

中显著存在的问题。基于此,相关机构可以通过微信、QQ、家长

课堂、育儿沙龙等形式,专门为家长提供可以经验分享、交流学

习的平台,使其在广泛交流的过程中逐渐具备更加科学的教养

方式和教育理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专业保健人员、家庭

教育指导师的聘请,从而为家长在家开展婴幼儿的卫生保健与

教育提供专业指导。相关机构还可以为婴幼儿建立专门的成长

档案,对其不同阶段的表现和反应进行评价分析,从而为教师教

学过程的反思提供现实依据,同时也为其更有针对性的开展家

庭教育指导提供有效支撑。此外,还可以将相关情况反馈至婴幼

儿家长,在家园共育的良好氛围中促进幼儿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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