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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课教学的学前教育改革思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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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学龄前教育应注意素质化改革，早期渗透素质教育，引导学前儿童形成素质认知，高效在学前教
育专业的课程体系构建中，更应积极借助网络信息内容，建立微课空间，促使学前教育专业更为贴近真实案例
情境，鼓励学生通过自主问题摸索，在微课模式下锁定重点疑点，为学前教育的改革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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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微课教学，使得课堂上微情境更加引人注意
力，通过微课的设计与制作，关注学前教育的多模式
互动，让高校学前教育专业更具特色，借助微课诱发
出学生的好奇心与求知欲，通过更加专业的形式凝结
学前教育重点信息，营造多彩动画场景，有声有色的
进行学前教育问题讨论，激发高校生的教育热情，提
高高校生的责任感，使得微课下的学前教育内容主次
有序，学生记忆深刻。
一、微课教学的学前教育改革思路 

（一）选题
微课教学已然超脱了教材的限制，走向了更加广

阔的教育天地，而在微课的形式下，不宜再照本宣科，
要突破常规，打破传统教育的封闭空间，如此，还需
要重新进行选题与审题，学前教育当前面临很多问题，
素质的改革之路久远矣，与之相对的高校学前教育改
革自然也需要徐徐图之，在选题上应注意引起学生的
注意，通过趣味互动，选择声色俱佳的排版，并勾勒
出学前教育的宏观、细致问题情境，让学生短瞬产生
对问题一探究竟的想法，声色兼备之下让微课选题更
加精良。

（二）设计
微课设计应注意简化，部分高校在学前教育期间，

创建的微课情境主次不够分明，内容却略显花哨，导
致学生关注点不在专业问题上，视频或图文的设计应
注意以学生为主，考虑到学生认知的差异，课程微信
息导入中，应注意凝练重点内容，注意层次化的渗透
学前教育问题点，提炼出具有辩证性的讨论亮点，如
针对学前超前教育问题，幼儿教育小学化的常态问题，
进行微课案例梳理，更方便将学生代入相应情境，将
问题抽丝剥茧，不宜采取单一的 PPT 讲述形式，而是
应鼓励讲课教师选择更多样的视频分析、图文对比等，
体现出设计的多模式。

（三）制作
制作的环节需要将微课内容进行适当剪辑，初步

设计脚本，而后结合学生的学习特点、问题思维意识等，
选择素材进行适当的删减与补充，而后选择制作的工
具，以 PPT 为基础，可结合现代用具，利用 camtasia 
studio 等进行编辑和录屏，插入音乐、演示文稿等，制
造出悬念感，可进行在线教学、在线直播，改变了传
统高校教学只能在课堂上进行的问题，通过线下鼓励
学生自主下载与直播互动，提高学生的参与积极性。
另外教师还可以构建存储平台，让制作好的微课信息
均留存在一个空间中，如百度网盘，方便学生反复查阅。
二、微课教学的学前教育改革注意问题

（一）学生自评、互评，实现共同进步 
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可鼓励学生自制学前教育微课

内容，利用微课进行大转盘或者随机抽选的方式，让
学生分组进行试讲，而后集体进行互相评价，可互相
对比教案与微课内容，分享自己的微课制作经历，集

体选出优秀的案例分析其制作经验，对比自己的教案
进行修整，促进彼此的共同进步。

（二）控制教学时间，掌握课堂节奏 
为了的教学时间应有所控制，课堂上不宜太长的

时间播放微课视频，也不易整堂课灌输 PPT，将传统照
本宣科改为 PPT 宣教形式，两者差异性不大，如教师
可鼓励学生进行案例分析，如在微课模式下将微课划
分为多个格式，其中包括艺术、数理、体育、德育等
几个层次，高校在微课的教育形式下，应适当进行慕课、
翻转课堂形式的教育，让学生有更多独立的时间展开
互动，同时展露出学前教育工作的光荣，提升学生的
责任感，微课的授课中应富有语言感染力，并借助更
加生动的讲述模式，可鼓励学生进行视频参赛，进行
情境的试模拟，突出教学中学生的主体地位，为学生
提供相互学习与观摩的平台，为教学的改革创新提供
思路。

（三）转变角色，树立良好榜样 
学前教育需要即将作为学前教师的学生们，具有

专业的教学能力，还需要具有更强的职业责任意识，
形成每日创建新鲜感，为学前儿童带来乐趣的基本意
识，除了理论化的互动，还应注意实践活动，高校应
积极通过微课形式与其他高校学前教育进行论坛交流，
为学生创建出实践空间，与相应部门联系，派送学生
到幼儿园等进行学前教育体验，并将学生的各项表现
以表格统计形式打分，拍摄视频与图像资料等，高校
教师可将学生的实践过程与评分结果排列对比，而后
进行总结和分析，将学生的经历制作成微课视频，结
合数据、实践视频、重点问题等进行课堂讨论，学生
们可以分批进行实践，而后在微课中将实践重点案例
提取出来交流，对学生实践中存在的不足进行补充，
如在手工艺品的制作上，学生表现出陌生与交流困难，
就可以通过微课链接，打开相应微课视频，更加简洁、
直观的概述手工艺品的创作技巧，教师当场示范，让
学生重新回顾实践情境模拟操作，最终互相点评，让
学生所欠缺的在微课总结环节得以补充。实践的过程
中，还可以让幼儿园的园长等对学生进行评分，并将
评分纳入微课平台系统，教师可在远程终端查看学生
的表现记录，打破传统教育中交流的瓶颈，让微课学
前教育的改革加快步伐。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微课改变了传统学前教育的方式，让
高校系列教育互动充满乐趣，帮助学生更快更好的理
解学前教育的相关知识，同时可强化学生的教育责任
感，教师应注意微课的选题、制作等系列流程，通过
更加精良与多彩的微课情境，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调
动学生的积极性，并在微课形式下进行情境模拟与实
践活动，促使学前教育能够与时俱进，高校的学前教
育专业更具特色性，为学生提供更加轻松的互动空间，
让教育场景更加符合当前的学前课堂模式，提高学生
的教育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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