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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学

中国 0-3 岁婴幼儿教育政策下的高职
《0~3 岁婴儿保育和教育》课程建设探究

王　勤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上海 200241）

摘要：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与实施，我国教育部门越来

越重视婴幼儿的保育与教育方法。0-3 岁阶段的幼儿需要专业性

较强的幼儿教师以及幼儿原生家庭的辅导教育，而职业教育是向

社会输送实践型人才的重要基地，因此专业教师要主动分析与中

对0-3岁婴幼儿教育政策，以此来确保《0-3岁婴儿保育和教育》

课程建设的专业化与理论性。本文重要通过分析与我国上海、福

建等地的《0-3 岁婴幼儿教养方案（或指南）》来剖析与研究课

程建设方向，从教育理念、发展领域、教育要求中剖析出对师资

的师德修养、社会家庭指导能力、专业素质的要求，并以此提出

在课程体系、课程内容、教学模式以及质量评价等方面课程建设

的思考，为高职婴幼儿相关教育课程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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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科学研究表明，学前教育强调环境的重要作用，而营造

符合新时代婴幼儿发展的社会环境对婴幼儿情绪的认知、语言与

交流等方面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早教教师应承担起

面向全社会的科学早期教育思想、早教知识、早期教育意义的宣

传责任，形成全民性重视早期教育的良好局面。在家庭这一婴幼

儿成长的重要环境，婴幼儿重要的教养工作往往由每位家长承担，

但是科学教养的知识和方法并不是每个家长都掌握的，这就需要

高等职业教育院校输送大量的专业性婴儿保育与教育人才，帮助

家长进行家庭教育与指导，精准地引导幼儿自身意识、能力与习惯。

一、中国 0-3 岁婴幼儿地方性教育政策分析

（一）教育理念

我国《0-3 岁婴幼儿教养方案（或指南）》中提出；要尊重

幼儿的权利，以满足其实际需求为主题；对幼儿进行科学与合理

抚养与教育，保证教养两者结合；要充分关注到幼儿的个体特质，

积极顺应幼儿的自然发展；保证幼儿的有效回应，注重小习惯培养。

我国所提及的内容具有概括性，涉及到幼儿的保育与保教要求，

也涵盖了“以婴幼儿为本”的思想。

（二）发展领域

在《0-3 岁婴幼儿教养方案（或指南）》中，将发展主要内

容划分为生长与发育、动作、认知、语言、情感和社会性等五个

领域，分 7-9 个年龄提出行为指标，共计 309 项指标，这充分体

现出我国对幼儿现实发展情况的重点关注，但是却忽视了对婴幼

儿未来发展潜力关注。

（三）教育要求

我国在《0-3 岁婴幼儿教养方案（或指南）》的教育要求中，

明确提出了保教者“做的内容”，并围绕“教养环境”“教养人员”“家

庭教养与指导”宏观提出组织与实施的要求，没有关注到为保育员

和家长提供直观且丰富的案例，无法为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实施正确

的保育实践提供指引方向，缺乏可读性与实践应用价值。

二、高职《0~3 岁婴儿保育和教育》课程建设方向

（一）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从课程实施结构体系与课程内容体系两个方面构建。

要形成课堂与实训结合、且网络与社会交叉融合的课程实施的结

构体系。具体而言，要保证课堂上的理论教学与开展校内实训室

的基本技能和专业技能的培养与培训。在网络上利用网络上的慕

课、推课等课程资源拓宽课程内容，开阔学生视野，拓展学生能力；

此外，要通过主题社会实践、顶岗实习等方式，让学生从事早期

教育实践活动。

（二）课程内容

从必修课程内容看要，要注重设计与布置教师素养，如教师

品德修养，教育法律常识，党的基本思想、基本理论及国家领导

人重要讲话、心理健康教育、国学经典、普通话等。从教育理论

课程内容设置上看，要合理设置与调整学前心理学、学前教育学、

学前儿童卫生营养与保健学前教育政策法规、学前教育科学研究

方法、幼儿文学、0-3 岁婴幼儿游戏、家庭教育指导、0-3 岁婴幼

儿教养方案解读、护理与营养保健、智能开发等知识。此外，还

要保证专业技能型课程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如舞蹈及幼儿舞蹈创

编、钢琴与儿歌弹唱、0-3 岁婴幼儿亲子活动设计与感觉统合训

练等，这样就能够保证课程教育内容健身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为

专业教育提供理论指导。

（三）教学评价

为了保证课程建设的有效性，教师要借助理论考试形式与技

能课程演示方法来对学生的学习能力与成果进行全面的测评，并

依据教学要求来划分“了解”“一般掌握”“重点掌握”三个层

次的测评标准，针对课程内容的实际应用型来设定考核比重。具

体而言，教师要整合与归纳所教内容，涉及到基本概念和知识，

要通过名词解释、选择题、判断题或简答题等题型来进行教学考

核与评价。同时，要针对性加强重点掌握内容的考核，如重点原

理、方法等，要求学生在熟练背诵与记忆的情况下，参加简答题、

论述题或案例分析题综合评估，保证学生对知识的掌握。

三、结语

基于以上阐述可得，高职《0-3 岁婴儿保育和教育》课程体

系的研究与建设对我国的早期幼儿教育改革与理念发展具有重要

价值，既能够满足日益增强的家庭婴幼儿保育与教育需求，更能

够不断完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为社会输送更多高素质、高技能

的实践型与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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