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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依据学生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对照高等职业学校制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设置专业课程

体系的要求,分析了湖南省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改革的现状,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归因分析,最

后针对性地提出了改革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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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students' develop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tate for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to formulate professional personnel training plans and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syste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reform of preschoo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n Hunan Province, and makes an attribution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targeted reform measures.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Pre-school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课程建设是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的核心。近年来,高职院校

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地开展了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改革,不断完

善了课程建设,并朝着课程综合化、模块化,课程选择自由化

的趋势发展。但研究者从湖南省承担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

的主要高校中随机抽取了3所,并对其2022年学前教育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进行细致分析,同时通过问卷调查了学生对学前

教育专业课程设置与实施情况的意见,发现课程设置仍有一

些突出问题。 

1 课程设置问题 

1.1课程任务繁重,周课时大 

3所学校的课程数量分别为66、67、63,总课时数分别为

2984、2986、2982。与其他普通职业教育专业相比,学前教育

专业的课程数量与总课时数较高。核查3所学校的周课时情况,

发现每学期的周课时较多(具体见表1)。由于岗前实习需要,

学生第5、6学期的在校时间不完整,因此计算学生前4个学期

的平均周课时数分别为27.3、27.8、28,前4个学期每天的平

均课时数为5.46、5.56、5.6。问卷结果显示,2180个参与者

中,对专业课程数量的意见,40.32%的学生认为“很多”、

45.69%的学生认为“比较多”,而对本专业的周课时安

排,32.06%的学生认为“很多”、43.03%的学生认为“比较多”。

也有不少学生抱怨“每天的课太满了,连写作业的时间都没

有”、“没时间去图书馆阅读”。可见,课程任务繁重,周课时大

这一问题比较突出,大大挤压了学生的课外活动时间,严重影

响了学生的学习体验。 

表1  3所学校周课时分布 

周课时

学校 名称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第5期 第6期

A 29 27 27 26 18 0

B 28 30 27 26 20 0

C 30 28 27 27 20 0
 

1.2课程结构不合理,实践课贯彻落实差 

分析3所学校的课程结构比例,发现学前教育专业的公共课

开设非常不全面,自然科学知识课程匮乏。3所学校的公共课以

人文社科课程为主,其中1所学校仅有1门自然科学类课程,其余

2所学校没有开设自然科学类课程。另外,对于实践课的开设,3

所学校基本包括了认识实习、岗位实习、专业技能考核等专业

实践课,以及社会实践、社团与竞赛等实践课,但调查结果显示

依然有45.09%的学生认为实践课开设不足,希望增加实践课,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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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校外实践课。可见,学前教育专业的实践课程开设还存在形

式化现象,贯彻落实不够。 

1.3课程内容重复,增加学生课业负担 

《简介》建议学前教育专业应开设学前儿童心理发展、学

前教育概论等7门专业基础课程和幼儿游戏与指导、幼儿园课程

概论等6门专业核心课。3所学校的专业课开设情况为专业基础

课16-17门,专业选修课5-6门,大大拓展了《简介》中的7门专业

基础课。但分析开设的专业课,发现课程内容仍存在重复现象,

如学生反馈“普通话”和“幼儿教师口语”、“教师书写技能”

和“规范汉字书写”等课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课程内容重复现

象,导致学生的课业负担重,学习热情低。 

2 课程设置问题归因 

2.1人才培养目标固化,不清晰 

当前,开设学前教育专业的高职院校以中等师范院校升

格转型后的地方高等专科学校为主,不可避免地带有“中师”

的烙印。这在课程设置中体现为偏重专业知识的灌输与专业

技能的训练,课程任务繁重,甚至还有学校领导“生怕学生学

不够”,在课表编排时提出“把课表上没课的时间设为自习课”,

表现出了浓厚的高控性和封闭性,不利于学生自主发展能力

的培养。 

2.2课程理念封闭,整合不足 

由于课程理念封闭,课程整合不足,课程内容陈旧重叠现象

明显。一是课程数量多,课程精简受挫。各课程间没有形成合理

的结构体系,导致课程内容交叉、重复。又由于缺乏课程整合理

念,固守本课程价值,课程精简屡屡受挫。二是各科教师习惯了

独立教学,单兵作战,教研活动也多局限在同一课程或学科的教

师之间,缺乏跨学科教师的沟通与协作,造成各门课程内容彼此

缺乏有机联系,割裂现象明显。比如幼儿园五大领域的教育活动

设计课程独立开课,课程内容精细、重叠,缺乏整合与重构,无形

中降低了教育教学效率,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 

2.3教学管理封闭,课程管理与实施能力不足 

高职院校的教学管理较为封闭,缺乏新时代大学的活力,课

程组织管理与实施能力也不足。一是受中职阶段封闭式管理影

响,师生以全班固定教室上课为主,学生经常抱怨“像在读中

学”。但学校对突破本班学生的跨班级跨专业甚至跨学院的公共

课、选修课的管理能力弱,管理者、教师和学生的不适应感强。

二是学校对课程实施的督导评价尚未体系化,虽然制定了课程

标准,指引课程实施方向,但对课程实施的过程缺乏督导,对课

程实施效果缺乏科学规范的评价,教师上随意课的现象仍然存

在,不利于课程质量的提高。 

2.4教师视野狭窄封闭,教育教学能力有待提升 

课程内容模块化是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核心,它对教师的

教育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高职师范院校不少教师还

难以重构课程内容并运用模块化教学模式。究其原因,一是教师

长期教授一门课程,缺乏跨学科甚至跨课程开展融合教学的能

力,而且习惯了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法,信息技术运用不足,照本

宣科的现象依然不少。二是由于课程任务重等原因,任课教师下

沉幼儿园一线的时间少,对岗位的需求不明确,视野狭窄,基于

工作过程或工作任务重构课程内容的能力不足。  

2.5校内外实践性教学资源短缺 

学前教育专业实践性教学资源的短缺限制了实践性课程的

实施。一方面,校内教学实践场地不足,设施设备短缺。高职院

校的校内教学实践场地不足,幼儿教育活动实训室、幼儿园环境

创设实训室等专业实训室的建设大大落后于舞蹈房、钢琴房、

机房等技能课功能室的建设,校内实训条件不佳。另一方面,学

校与幼儿园的合作不够紧密,学生的校外实践缺乏保障。幼儿园

普遍规模小,班额少,长期接待学生开展认识实习的意愿和能力

不足。校外实践课程仍以传统的跟岗实习、顶岗实习为主,入园

实践的频率不高,时间较短,实践方式不够多样化。 

3 课程改革路径 

3.1顺应时代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 

2022年,我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出生人口持续快速下滑,

对学前教育阶段产生巨大冲击,幼儿园已经迎来关停潮1。近3

年内,高职院校培养的许多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无法对口就业,

他们需要具备更高的综合素质才能顺应时代发展,胜任其他岗

位需求。然而,高职学前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越来越重视职业性,

而更有益于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通识课程、社会实践课程却有

式微倾向2。这无疑不利于贯彻落实“三全育人”理念,培养顺

应时代发展的高素质人才。高职院校应该提高人才培养站位,

基于时代背景和社会需要,以更为开放融合的心态,培养综合性

的高素质学前教育专业人才。 

3.2树立开放、融合的课程理念,重构课程体系 

观念是改革的起点。早在2002年,唐松林就倡导高等师范

学校要秉持“开放性”、“适应性”理念3。2013年,高闰青提

议师范院校要“转变观念、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充分认识

到课程改革在高校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深刻分析当前幼儿园

对教师素养的需求,改革学前教育的课程设置”4。高职院校

要打破封闭、固化的理念,树立开放、融合的课程理念,积极

构建开放融合的课程体系。一方面,保障公共基础必修课程,

强化通识课程,丰富公共基础选修课程,补充社会调查、学习

参观、社会服务、生产劳动等社会实践课程,锻炼提高学生的

综合能力。另一方面,削减重复性课程,整合课程内容,建构模

块化课程,如幼儿园班级管理模块课程、幼儿园语言模块课程

等,倡导教师协同教学。 

3.3科学制定并贯彻落实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是职业院校开展专业教育教学的纲领性

文件,高职院校要充分开展人才培养需求调研,科学合理地制定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同时,积极推进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贯彻落

实,确保学前教育专业的每位任课教师都熟悉人才培养方案,依

据人才培养方案实施教学,依据人才培养方案评价课程教学效

果,确保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都熟知人才培养方案,对照人才培

养方案检核自我成长,督导教师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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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提高教学管理水平,加强课程组织管理能力 

强有力的课程组织管理是课程改革与实施的保障。学校要

着力提高课程组织管理能力,为课程改革提供坚强后盾。一是开

展教学管理者培训,更新教育管理理念,紧跟职业教育发展前

沿。二是优化课程开设系统、选课平台、成绩管理平台、教学

场地安排等管理系统,充实教师队伍,保障课程科学有序实施。

三是依据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评价标准,科学测评课程目标

达成情况,并建立校-院-教研室三级课程实施常态化督导机制,

强化过程性管理,确保课程实施效果。 

3.5建立开放包容的教师学习与教学共同体 

为顺应课程综合化的新课改方向,学校要将现有教师资

源进行优化组合、合理配置,加强合作,建立开放包容的教师

学习与教学共同体。如打破学科专业限制,将学前教育专业任

课教师按照幼儿园五大领域进行组合,设置幼儿园各领域教

研室,挖掘现有教师资源的潜力,促进不同专业背景教师的相

互学习与交流,激发思想碰撞,提高教师整体的教学水平。这

对突破长期存在的艺术类教师重视技能技巧训练,而美育素

养和艺术教育能力培养不足的问题大有裨益。同时,这也利于

建立紧密的教师教学共同体,开展协同教学,实现教师优势互

补,开展模块化教学,促进课程内容深度融合,切实提高课堂

教学效果。 

3.6强化校企合作,加快建设实践性教学资源 

学校要加快建设丰富的实践性教学资源。在校内,要大力建

设学前教育专业实训室,补充实践性课程实训材料,配备学前教

育专业虚拟仿真室、幼儿园环境创设实训室等,满足学生的校内

实践课程需要,锻炼学生的幼儿园活动设计与实施能力。在校外,

强化校企合作,发挥学校优质教育资源的引领和辐射作用,通过

为幼儿园提供继续教育培训,建立学前教育联盟和学前教育专

业实习实训基地等方式,加强与幼儿园的互惠合作,逐步将校

外实习实训常规化、多样化,共同提高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

质量。 

4 结论 

总之,高职院校要顺应新时代课程改革的新要求新趋势,持

续不断地诊断和改进学前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推进学前教育

专业课程从封闭固化迈向开放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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