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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资格证国考背景下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发展的应对策略 
雷雨虹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与设计系， 广东汕尾  516600） 

摘要：我国全面推行教师资格证全国统考，改革从笔试与面试两部分对幼儿教师资格考试进行了新的要求，这一改革打破教师
资格终身制，体现了考试对象扩大；考试难度加大；考试内容增加；考试模式有所变化的特点。幼儿教师资格证国考对高职学前教
育专业产生重大影响，教师资格证国考改革倒逼高职学前教育专业进行课程改革、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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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长期滞后，导致社会日益增长的学

前教育需求与学前教育资源紧缺之间的矛盾爆发性凸显，“入园
难、入园贵”等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为及时解决适龄儿
童入园难的问题，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视学前教育的发展。
作为影响幼儿身心发展的重要人物，幼儿教师在幼儿认知、情
感态度、社会性以及个性心理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引
导、促进作用[1]。《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
中明确提出要多种途径加强幼儿教师队伍建设。为了完善并严
格教师职业准入制度，提高教师入职门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
教师队伍。 

2013 年 8 月教育部印发了《中小学教师资格证考试暂行办
法》，明确我国将于 2016 年全面推行教师资格证全国统考（社

会把此项改革称为教师资格证国考），并打破教师资格终身制，
实行定期注册制度。根据教育部下发文件，广东省将于 2016 年
11 月 5 日，举行幼儿教师资格证考试。 

这意味着我国教师资格证认定考试及教师招聘考试的一个
重大变革，势必影响我国整个教师队伍的建设，同样会对幼儿
园师资培养的高职学前教育专业产生深远的影响。进入 21 世纪，
伴随着教育的不断发展，许多高职院校的学前教育专业也在不
断壮大。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作为幼儿园师资培养的中坚力
量，应该积极面对这种挑战，找出应对策略。 

一、幼儿教师资格证“国考”呈现出的变化与特点 
与以往“省考”相比，幼儿教师资格证实行国考后，具有

以下新的变化与特点（见下表）[2]。 
比较项目 教师资格证国考 旧教师资格证考试 

考试时间与报考条件的变
化 

师范教育专科大二、本科大三才能报考，非师范教
育需要省级教育实践证明。 

师范教育以学校笔试成绩为准，非师范教育
参加省级两门科目的统考。 

笔试考试科目及内容的变
化 

均必考《综合素质》；学前《保教知识与能力》 《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或《心理学》） 

综合性及能力考察的变化 《综合素质》至少考察 4 个方面综合能力。笔试科
目综合程度高，笔试与面试的能力考察具有全国性
公信力。 

笔试考察范围窄，学科综合程度低，笔试与
面试的能力考察不具有全国性公信力。 

考试通过率的变化 试点地区通过率低 通过率高 
认证资格主体的变化 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市、县区教育局 

（一）考试对象扩大 
教师资格证国考规定， 2016 年及以后入学的师范类专业学

生，申请幼儿园教师资格须参加国家教师资格考试。这个规定
打破了以往的师范生的“特权“，所有有志于从事教师职业的
人都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这一方面提高了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获取教师资格证的难度，另一方面扩大了考试对象。 

（二）报考难度加大 
文件规定在校专科大二、大三，本科大三、大四才能报考

幼儿教师资格证，与之前“省考”相比，对幼儿师范生获取教
师资格证有了明确地时间与学历规定。并且相对于国考前，学
历要求更高。增加了报考的难度。 

（三）考试内容增加 
教师资格证改革前，绝大部分省份幼儿教师资格证考试只

考“两学”，教师资格证国考后，幼儿教师资格证考试的科目统
一为“保教知识与能力”和“综合素质”，兼顾了申请者的知识
结构和专业能力两方面[3]。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是将原来的“两
学”合并为“保教知识与能力”一个科目，同时增加了考查考
生综合专业知识、通识性知识、能力的“综合素质”科目。可
见，改革之后，教师资格证考试既关注申请者的基础理论知识
水平，又关注申请者基本素养的高低。 

（四）考试模式变化 
教师资格证考试一直以来沿用的都是“两学“内容笔试，“试

讲”内容面试的方式。改革前，“两学”的考试内容以机械记忆
的内容为主，着重考查考生的理解记忆能力。改革后更强调强
化能力考核。考查能力包括：运用所学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比如材料分析题等；语言表达能力，比如写作题、面
试中的结构化问题和答辩等；考生的教育教学能力，比如活动
设计题、面试中的备课试讲。这种新型的考试颠覆了传统的背
诵模式。 

二、教师资格证国考背景下学前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发展的应对
策略 

(一)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应进行课程改革，积极面对挑战。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是依据 2011 年教育部颁布的《幼儿

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制定，教师资格证国考从根本上来说
是对幼儿园教师标准的一次调整。通过分析教师资格证国考笔
试《保教知识与能力》与《综合素质》，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在专
业课程模块中，应加大幼儿教师岗位核心能力课程的比重；在
基础课程模块中，应加强师德教育，补充通识性知识。同时根
据《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标准》我们在课程设置方面，
必须从学校教育中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理论的实训实践、幼儿园
现场的专业技能保教实践以及社会实践等三个层面构建实践教
学体系，实现知识、能力、素质的阶梯式提升[4]。 

（二）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应进行教学改革,转变教育方式 
 教师资格证考试改革以一种发人深省的方式提示我们教

学方式应该注重理论与实际运用的结合，要求我们多从幼儿园
实际工作中找到理论运用的结合点，发掘出鲜活的案例。进行
教学改革，转变教育方式，这既是教师资格证国考的要求，又
是新时期对幼儿教师的能力和素养要求。 

在影响学前教育质量的因素中，学前教育师资起到关键性
的决定因素，而学前教育资格证制度是学前教师质量的重要保
障制度[5]。幼儿教师资格证国考这一改革必然对高职学前教育专
业提出新的要求，必须正面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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