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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师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反思现状的调查研究 
李海秋 

(南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1) 

摘要：为了解高师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反思现状，通过问卷对 N 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反思情况进行调查。结果显
示：绝大多数的学生都认识到反思的重要性，但多数学生对反思的内涵并不是非常了解；虽然很多学生在专业理论、技能类课程及
见习中经常进行反思，但却缺乏一定的反思技能和反思习惯；多数学生明确反思的目的与内容，也意识到反思能力培养的必要性，
但受一些因素的影响，他们认为自身的反思能力还有待进一步培养。最后，针对现状分析发现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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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反思能力作为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

途径，在教师专业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研究者指
出 21 世纪学校教育面临的种种挑战就要求教师必须具备学术思
考能力、道德思考能力和反思能力这三大主要能力，而这三种
能力中最为主要的就是反思能力。诸多研究表明，许多教师在
实践中缺乏有效的反思。而反思作为一种思维能力，并不能在
短时间内形成，它需要贯穿在教师培养的一系列教育教学及实
践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高师院校有必要在职前教育阶段
对准幼儿教师进行反思能力的培养。师范生反思能力的培养不
仅要通过教育过程对其进行各种有意识的干预，更重要的是让
反思意识深入学生心中，让其体会到反思能力在自我成长过程
中的重大意义。 

一、研究方法与对象 
本研究主要通过问卷法对 N 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

反思现状进行调查，为了增强研究的可信度，本次问卷包含封
闭性和开放性两种问题。研究对象为 N 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

本科学生 2016 级（大二 43 人）、2017 级（大三 46 人）。此次调
查一共发放问卷 89 份，回收有效问卷 86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
为 96.6％。 

二、高师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反思的现状 
（一）反思的内涵与重要性 
学生对反思的认识情况会影响其反思行为，因此，有必要

了解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对反思的认识现状，主要从反思内涵及
其重要性的认识两方面进行分析。 

“师范生的反思能力是指师范生在学习和实践中，以自己
原有的教育观念和个人实践作为意识对象，不断对自身专业发
展进行积极主动地设计、完善和评价的能力。”[1]研究表明，多
数学生了解或者非常了解反思的内涵，部分学生只是有点了解，
也有少数学生不了解反思的内涵。由此看出：多数学生对反思
的概念理解清晰，但理解不够深刻。值得肯定的是：所有的学
前教育专业的学生都能或多或少地意识到反思的重要性。 

表 1 学生对反思的内涵及重要性的认识（N=86） 

非常了解 了解 有点了解 不了解 1.你是否了解反思的内涵？ 

9.3% 58.2% 26.7% 5.8% 

非常重要 重要 有点重要 不重要 2.你认为反思重要吗？ 

61.6% 32.6% 5.8% 0 

（二）学生在专业理论、技能类课程和见习中的反思情况 
1.学生在专业理论课程的反思情况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的基本理念明确指出“要坚持实

践、反思、再实践、再反思，不断提高专业能力”。[2]这一理念
对幼儿园教师的专业化学习、实践、反思和提高等方面都做出

了要求。如表 2 所示，在专业课程的学习中，较多的学生都能
进行反思，并且绝大多数学生都能在学习中意识到自己的不足，
有 11.6%的学生很少进行反思，没有学生从不进行反思。由此
可见，学生在专业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多数学生会进行反思。 

表 2 学生在专业理论课程的反思情况（N=86） 

经常 偶尔 很少 从不 3.在专业理论课程的学习中，你会反思吗？ 

25.6% 62.8% 11.6% 0 

4.在专业理论课程的学习中，你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吗？ 69.8% 30.2% 0 0 

2.学生在技能类课程中的反思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明确指出“幼儿园教师是履行幼

儿园教育工作职责的专业人员，需要经过严格的培养与培训，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掌握系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3]因
此，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除了掌握系统的专业知识之外，还需

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从表 3 可以看出，在技能类课程的学习
中，超过 90%的学生能偶尔或者经常进行反思，但也有一小部
分学生很少进行反思。而当意识到技能类课程学习中存在的不
足时，超过一半的学生只是偶尔采取有效方法，部分学生则经
常或很少会回顾并采取有效方法。 

表 3 学生在技能类课程的反思情况（N=86） 

经常 偶尔 很少 从不 5.在有关弹、唱、跳、画等技能类课程学习中，你会反思吗？ 

47.7% 43% 5.8% 3.5% 

6.当你意识到技能类课程学习中的不足时，会立马回顾，并
采取有效的方法？ 

24.4% 58.1% 17.5% 0 

3.学生在见习中的反思 
反思不应该是纸上谈兵，教师的职业价值是在实践中彰显

出来的。但，毋庸置疑的是高师院校在对师范生进行职前教育
时，主要采用讲授法。笔者认为，教育实践对于师范生来说是

不可或缺的，一个师范生需要经过长期的实践来慢慢成长为合
格的教师。因此，高师院校要通过见习、实习等教育实践方式，
让学生通过实践来检验所学的理论，为今后更好地适应岗位的
需求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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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学生在见习中的反思情况（N=86） 

经常 偶尔 很少 从不 7.在见习中，你会反思吗？ 

55.8% 32.6% 11.6% 0 
8.见习时，你经常把教育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吗？ 36% 51.2% 8.1% 4.7% 

9.见习时，你会和幼儿园教师讨论困扰自己的问题吗？ 14% 52.3% 25.6% 8.1% 

10.见习中，组织教学活动后，你写反思吗？ 40% 45.2% 12.6% 2.2% 
11.每次的见习活动结束了，你一般不再去想它。 16.3% 33.7% 38.4% 11.6% 

非常愿意 愿意 不太愿意 不愿意 12.见习中，你是否愿意听取大家对你的教学实践的建议？ 

54.7% 43% 2.3% 0 
调研发现，所有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都会在见习中进行不

同频次的反思，但多数学生只是偶尔把教育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在面对困扰自己的问题时，多数学生选择
偶尔和幼儿园教师讨论，很少或者从不和幼儿园教师讨论的学
生也占有一定比例。54.7%的学生表示非常愿意在见习中听取大
家对自己的教学实践的建议，同时有 45.2%的学生在组织教学

活动后偶尔写反思，12.6%和 2.2%的学生很少或者从不写反思。
见习结束后，绝大多数学生还是会去想它、回顾它，这都说明
了多数学生在见习中的态度是认真的，但同时也看出部分学生
并不是很主动地进行反思。 

4.反思的目的与内容 

表 5 学生反思的目的与内容（N=86） 

促进自身的
学习 

提高自身的教育理论
水平 

促进自身的专业成长 个人的兴趣爱
好 

13.你进行反思最主要的原因是？ 

59.3% 9.3% 30.2% 1.2% 

成功之处 失败之处 成功之处和失败之处 不清楚 14.你认为反思的重点应该放在？ 
0 18.6% 81.4% 0 

自身的成长 专业理论的学习 专业能力的提高 其他 15.你更倾向于反思的内容主要是什么？ 

52.3% 12.8% 31.4% 3.5% 
 完全符合 符合 有点符合 不符合 

16.你认为通过反思能促进专业理论的学习 30.2% 59.3% 10.5% 0 

17.你认为通过反思能促进各方面能力的提高 22.1% 58.1% 19.8% 0 

在职前教师教育这个教师专业发展的入门阶段，师范生首
先应该对教师职业和自身成长有正确的认识，但是“所需的信
仰不能硬灌进去，所需的态度不能粘贴上去”。[4]如表 5 所示，
学生反思的目的和内容主要集中在促进自身的学习和促进自身
的专业成长两个方面。绝大多数学生认为通过反思可以促进专

业理论和自身各方面能力的提高。多数学生将反思的重点放在
成功和失败之处，这足以看出许多学生能注意反思的全面性，
也能较好地认清所要反思的事。 

5.反思的影响因素 

表 6 反思的影响因素（N=86） 

学业负担重，
没有时间 

自己的反思意
识不够 

没有反思的氛
围 

缺少反思方法
的指导 

18.你认为影响反思的主要因素是？ 

9.3% 62.8% 5.8% 22.1% 
 经常 偶尔 很少 从不 

19.在专业理论、技能类课程学习过程中，任课教师是否注重
引导学生进行反思？ 

43% 51.2% 5.8% 0 

20.幼儿园带班老师会给你的教学活动反思给予具体指导或
评价吗？ 

32.6% 38.4% 29% 0 

如表 6 所示，学生认为影响其反思的因素依次是自己的反
思意识不够、缺少反思方法的指导、学业负担重，没有时间、
没有反思的氛围。教师具有无穷的榜样力量，无论是任课教师
还是幼儿园带班教师，都应该不断引导学生进行反思。《教师教
育课程标准（试行）》提出：“教师教育课程应实现职前教育与
在职教育的一体化，增强适应性和开放性。教师教育课程应引
导未来教师树立正确的专业理想，掌握必备的知识与技能，养
成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的习惯。”[5]调查发现在专业理论、技能
类课程的学习过程中，部分教师会经常引导学生进行反思，而
大部分教师只是偶尔进行引导。而在幼儿见习中，有 29%的学

生认为幼儿园带班老师很少给自己的教学活动反思给予具体指
导或评价。 

6.学生反思能力的培养 
通过分析封闭式和开放式问题中学生的回答情况可知，绝大

多数学生都意识到进行反思能力培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也有
极少数学生持无所谓态度。反思作为一种思维品质，需要不断地
进行培养。在培养途径上，超过一半的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认为最
有助于培养反思能力的途径是自己培养反思习惯，部分学生则认
为是自己了解如何反思，而认为是大学教师和幼儿园带班教师讲
授反思策略的比例占 12.8%和 4.6%。具体情况见表 7。 

表 7 学生反思能力的培养（N=86） 
非常有必要 有必要 没有必要 无所谓 21.你认为是否有必要对学生进行反思能力的培养？ 

67.4% 30.2% 0 2.3% 
大学教师讲授
反思的策略 

自己了解如何
反思 

自己培养反思
习惯 

幼儿园教师教
授反思的策略 

22.你认为最有助于培养反思能力的途径是？ 

12.8% 19.8% 62.8% 4.6% 

三、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反思能力的促进策略 
国内有学者指出:“高师素质教育就是要培养在现代教育中

具有反思性的、不断自我成长的教师。”[6]通过调查发现高师院 
（下转第 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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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53 页） 
校绝大多数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都能意识到反思的重要性，但
是反思意识不强。他们在高师院校现有的培养方案下，在理论
类、技能类和教育实践中的反思情况参差不齐，多数学生虽然
明白反思的目的与内容但是他们还没有掌握一定的反思技能也
尚未养成反思的习惯。在职前教育阶段或教育实践中，部分老
师也没有能有针对性地引导学生通过不断反思来提升自身各方
面的能力。为此，需要通过多种策略来培养和养成学前教育专
业学生反思能力与反思人格。 

（一）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强化反思意识 
反思与一般的回顾和分析不同。换句话说，反思就是揭短，

需要反思者掌握一定的反思技能和反思毅力来直面所发现的问
题。《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指出：“教师教育课程应引导
未来教师参与和研究基础教育改革，主动建构教育知识，发展
实践能力；引导未来教师发现和解决实际问题，创新教育教学
模式，形成个人的教学风格和实践智慧。”[7]因此高师院校在培
养职前阶段的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时，就应该制定完善的培养方
案，通过教育教学及实践等方式让学生明白反思的内涵及其重
要性，不断强化学生的反思意识。 

（二）设置相关课程及教学实践并营造反思氛围 
反思能力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培养也不仅仅是通

过一门课程就可以实现。为此，高师院校在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的理论和技能类课程中应该多注意设置相关的课程引发学生更
多的反思行为，同时，安排合理的教学实践，让学生在实践中
进行反思。新的教育观认为：好的教学应该是能引导学生通过
探究和解决问题等形式锻炼思维、提升能力，而不是单纯的讲
授知识经验。因此，高师院校应该创设有利的教学环境，丰富
学生的教学实践形式，激发学生的反思兴趣。 

（三）发挥教师的引导示范作用，培养学生反思技能与习
惯 

正如“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言，

教师具有强大的榜样力量。因此，无论是高师院校中的任课教
师还是幼儿园的带班教师，都应该有意识地对学生进行提问，
引导学生通过不断地反思来提升自身的能力。同时，孔子的“学
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也向我们阐释了学与思的关系。
因此，无论在哪一门课程的学习或教育实践中，其实都需要学
生能将学与思结合起来，灵活地掌握知识，培养自身的创新意
识与能力，同时明确反思目的与内容，让反思行为更具针对性
和实效性。 

四、总结 
高师院校的教育教学实践在培养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反思

能力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高师院校又承担着培养未
来教师的艰巨使命，而许多人固守的“职前理论、职后实践”
理念显然已经不符合当今素质教育与核心素养的要求。为此，
应该针对高师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反思能力的现状，通过多
种途径，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反思能力，为学生今后成为幼
儿教师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提升自身专业能力，也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我国未来幼儿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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