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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的目标在于深入剖析我国学前教育专业本科教育中实践课程体系所面临的若干

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符合专业认证标准的实践课程体系。在师范生实践能力培养的

过程中，实践课程体系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当前的学前教育专业实践课程体系存在

若干显著问题，具体表现为系统化建设不够完善、实践教学内容在安排上不够合理、专业基础

设施不足、实践教学基地同质化严重、评价体系单一等。针对这些问题，研究提出了构建符合

实际需要的学前教育专业实践课程体系模式，包括“四个阶段、四层能力、七大培养途径”。

该模式旨在培养学生对学前教育的全面认识，提升其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素养，并最终形成岗

位实践应用能力，为未来成为一名合格的幼儿教师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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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deeply analyze several issues faced by the practice curriculum
system in th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of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 in our country. Based on this
analysis, the study aims to construct a practice curriculum system that meets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standards. The practice curriculum system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ng practical
abilities among student teachers. However, the current practice curriculum system for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 has several significant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unreasonable arrangement of practical teaching content, lack of professional infrastructure, severe
homogeneity of practice teaching bases, and a single evaluation system.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e study
proposes a model for constructing a preschool education practice curriculum system that meets actual
needs, including "four stages, four levels of abilities, and seven training approaches." This model aims to
cultivat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preschool education, enhance their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ultimately develop their practical application abilities in the workplace,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becoming a qualified preschool teacher in the future.
Keywords: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Preschool education; Practice curriculum system

一、专业认证对实践课程提出的目标

（一）实践课程体系的重要性

人才培养的过程是一个系统化、动态发展且渐进式的历

程。为了实现既定的培养目标，必须依据人才现有的知识结

构与能力水平，持续地对人才培养的进程、形式及内容进行

调整与优化。实践性教学环节是检验学生知识能力状态的有

效途径，唯有在实际操作中，人才的现有知识能力方能得到

显现。因此，实践性教学环节就是反映学生学习效能的最佳

载体，同时也作为衡量学生学习成效的重要指标[1]。鉴于此，

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实践性课程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在学前

教育专业中，教育实践课程是指教师教育课程中旨在获得实

践性知识，培养学生教育实践能力的课程。这类课程在内容

与形式上均强调实践性特征，强调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技能

的结合，为学生的专业成长和未来教育实践打下坚实的基础

[2]。

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旨在促

进包括学前教育专业在内的师范生的实践能力培养。例如

2011年 10月教育部出台《关于大力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改革

的意见》，指出要着力培养师范生的实践能力[3],2016年 3月

教育部出台《关于加强师范生教育实践的意见》，提出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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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构建全方位的教育实践内容体系，将教育实践贯穿教师

培养全过程等[4]。2017年 2月教育部颁布《教育部关于进一

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强调

要高度重视实践环节，提高学生实践能力，推进教育教学与

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5]。这些文件都强调了师范

生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培育师范生的实践能力是实现人

才培养目标的核心组成部分。伴随着国家各项相关教育政策

的颁布与实施，职前教师的实践能力培养已成为社会各界关

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实践课程体系作为师范教育中不可

或缺的环节，承担着关键的角色。它不仅为师范生提供了培

养和增强实践能力的重要平台，而且被视为提升师范生专业

素养和实际教学技能的有效途径。因此，实践课程体系在师

范生实践能力培养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设计、

实施和评价都直接关系到师范生的专业成长及其未来在教

育领域的表现。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这一古训凸显了学前教育在

个体发展中的基石作用。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

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学前教育是终身

学习的开端，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社

会公益事业”[6]。学前教育的基础性地位在全民终身学习教

育体系中得到了确立，对学前教师的教育标准也提出了更高

要求。在此背景下，本科学前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应定位为

培育“高素质、实践应用型”人才，并据此构建与之相匹配

的课程体系。其中，需重点突出专业实践课程的地位，以逐

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7]。学前本科实践课程体系是提升职

前学前教育教师教学技能和综合实践能力的直接途径，也是

教师教育工作的核心环节。因此，构建学前本科实践课程体

系不仅是贯彻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的具体行动，更是培育专业

幼儿教师队伍的关键支撑。

（二）专业认证对实践课程体系的要求

教育是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而教师是教育之本。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高质量的教师，才有高质量的教育。

促进教育质量的提升离不开强有力的教师队伍的支撑。当前

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教育应与国家事业发展同步，培

养适应需求的人才。为此，必须规范师范专业建设，建立教

师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为此，2017年教育部出台《普通高等

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开展师范类专业

认证，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强，保障和提升师范类

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专业认证始于 1989年，旨在促进本科工程学位资格的

国际互认。该体系确保工程专业毕业生在各方面达到国际标

准，强调内涵式建设和学生能力培养。[8]专业认证的实施为

那些符合或超越既定教育质量标准的高校和专业提供了正

式的认可，有助于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贯彻立德树人的

根本任务，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水平的教师教育质量监

测体系。通过推进师范专业的认证工作，能够借助评价机制，

推动专业建设、教育改革和质量提升，保障高素质、专业化

和创新型教师队伍的培养。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

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建立普通高等学校学前教

育专业质量认证和保障体系，创新培养模式，优化课程体系，

强化实践课程，提升专业化水平。同年启动师范院校学前教

育专业国家认证，确立培养质量保障制度。学前教育专业认

证是国家对高等教育院校开设该专业所设定的应达到的基

本要求，为学前教育专业提供了质量认证和评估的参照框架，

也为高校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提供了科学指导[9]。《学前

教育专业认证标准》详述了实践教育课程体系的要求，包括

建立合作机制、提供教育实践环境和指导、构建实践教学体

系、实施“双导师”制度、建立管理体系和监控，以及实施

教育实践评价与持续改进制度，这些要求为学前教育专业实

践课程的改革与发展设定了更高的标准。

（三）以往课程实践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学前教育专业实践课程体系需加强系统化建设，

明确培养目标，并均衡理论与实践教学时间。当前，课程内

容偏重理论，缺乏具体实践规范，且实践教学的时间安排不

够合理，导致学生难以融合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影响专业

理解与应用。实践课程内容的系统性与层次性也有所欠缺，

需增强系统性和层次性，实践要求指向不明确，缺乏操作性，

限制了学生实践技能和保教能力的培养与提升。

其次，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培养中，基础设施和场地不

足，特别是专业实训和实验室资源缺乏，也限制了学前教育

专业实践课程的有效开展和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此外，当

前学前教育专业的实践教学基地存在显著的同质化问题，且

与校外基地的合作往往仅停留于表面，缺乏实质性的互动与

协作。院校普遍依赖于“大学生导师制”的单一模式，院校

独立负责教育实践课程的设计与实施[10]。与此同时，幼儿园

对于高校所开展的见习和实习等活动缺乏足够的重视，这也

严重阻碍了实践课程的有效实施和推进。

最后，学前教育专业实践课程的评价体系亟需进一步优

化。教育实践课程的评价是对师范生在教育实践中的价值与

意义进行评估，从而判断师范生是否具备符合预期专业角色

的资质与能力的过程[11]。然而，在当前的学前教育专业实践

课程评价中，评价主体较为单一，通常仅限于高校指导教师

和幼儿园指导教师，而忽视了作为教育实践主体的学生自我

评价以及同伴间的相互评价，这不利于学生反思意识和能力

的培养。此外，教育实践的考核与评价普遍采用终结性评价

方式，依据集中教育实习和见习的最终成绩进行评定，而忽

略了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的具体表现、过程性成果等重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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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因此，构建一个多元、动态且注重过程评价的实践课

程评价体系，对于提升学前教育专业实践课程的质量至关重

要。

二、构建符合实际需要的学前教育专业实践课程

体系模式

在学前教育专业本科课程体系中，实践课程是提升和强

化本科生教育实践能力的最直接且有效的途径。师范生实践

能力的培养是一个漫长、持续且要求各环节相互协调的过程，

单一实践活动难以满足这一复杂需求。因此，学前专业本科

实践课程的结构化和体系化至关重要，所以教育实践课程也

应当是一个多阶段、多层次的综合体系，能够有效促进教育

实践能力的培养[12]。

基于专业认证的要求，高校在构建学前教育本科专业的

实践课程体系时，需依据院校的实际情况和人才培养目标，

积极构建一个贯穿学生整个学习生涯的规范化、系统化的实

践课程体系。针对幼儿教师需具备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进

行日常化、层进式的培养。通过此种方式，学生自入学之初

便能对实践教学环境中幼儿教师的职责和能力有一个全面

的认识，从而更准确地理解各学科课程在合格教师职业生涯

中的具体体现。实践教学的融入，旨在为学生提供系统而全

面的实践教学服务，促进学生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融合，

培养丰富的实践能力、智慧以及专业素养，进而形成专业实

践能力。

实践课程体系包括“四个阶段、四层能力、七大培养途

径”。在专业学习的四个阶段，通过七大培养途径，最终形

成四层能力（见图 1）。

图 1 学前教育专业实践课程体系

学前教育专业实践课程体系的四个阶段分别为专业认

知阶段、专业素质与能力培养阶段、专业见习阶段和专业实

习阶段。

（一）专业认知阶段

专业认知阶段旨在培养学生对学前教育专业的培养目

标、学习内容和学习要求以及未来职业的工作特点、内容和

发展方向的整体理解。[13]此阶段的核心培养途径包括专业认

知教育和课程教学，旨在通过专业知识的学习，帮助学生掌

握专业理论素养、技能技巧以及幼儿教师职业道德素养。

（二）专业素质与能力培养阶段

专业素质与能力培养阶段主要包括案例分析和专业技

能训练与竞赛两大培养途径。在这一阶段，学生着重要发展

的是专业技能与技巧。

在专业素质与能力培养阶段，教师可以通过案例分析等

形式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促使学生在对真实幼儿园案例的

讨论和分析中不断内化和积累专业能力，进而掌握将教育理

论知识应用于实践的能力。

专业技能训练与竞赛旨在强化学生的实际教育教学技

能，具有很强的实用性。院校可以针对学前教育专业的具体

专业技能提供多样化的专业训练与竞赛，通过声乐、舞蹈、

简笔画等专业技能的训练和竞赛，能够加深学生对学前教育

的理解，提升其专业技能的运用和创新能力，从而有效提升

学生的教育实践技能。

（三）专业见习阶段

专业见习阶段的主要培养途径是幼儿园见习，旨在培养

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的岗位实践能力。在这一阶段，

学生通过专业见习，能够在真实的教育情境中，有目的、有

针对性地观察和体验，从而获得实践知识和能力。专业见习

不仅促进了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而且有助于学生将

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操作能力，为未来的教育工作奠定坚实

的基础。

（四）专业实习阶段

专业实习阶段是学前教育专业实践课程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涵盖幼儿园实习和社会实践两个方面。在这一阶段，

学生通过参与各类实践活动，旨在培养和提升其岗位实践应

用能力。教育实习作为师范教育体系的关键环节，对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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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质量的提升及社会教育整体质量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

在完成系统的专业理论学习后，学生需在幼儿园指导教师和

院校指导教师的共同指导下，进行专业实习。此阶段的核心

任务是进入幼儿园进行实际教学实习，通过实践活动锻炼学

生将教育理论知识与实际问题解决相结合的能力。学生在这

一阶段需要全面拓展幼儿教育教学实践课程内容，培养独立

完成教育教学实践活动的能力，进而实现岗位实践应用能力

的显著提升。

实践课程是教师教育课程结构中必要的构成部分，是提

升和强化师范生教育实践能力最直接的路径，而学前教育专

业实践课程则是培养未来幼儿教师实践能力所必备的课程，

对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对

学前专业本科生实践课程体系的构建是在以国家的教育改

革和发展规划的相关政策的指导下进行的，在建构过程中充

分考虑了实践课程与理论课程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实践课程

体系的“四个阶段、四层能力、七大培养途径”，在此基础

上构建了专业认证的学前本科实践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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