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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职业核心素养与日常教学互渗的教学模式探讨
——以白银矿冶职业技术学院学前教育专业教学为例

张燕朋

（白银矿冶职业技术学院基础教学部，甘肃 白银 730900）

摘要：本文以白银矿冶职业技术学院学前教育专业教学为例，

针对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探讨“175 职业核心素养”与“学前

教育专业教学互渗的教学模式”改革。本文结合“175职业核心素养”

的课程特色及学前教育的专业特色，给出高职院校学生职业素养

培养的有效途径，对高职院校学生职业素养的养成及专业课程的

改革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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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快速发展，普及水平大幅提高，

尤其是二胎政策放开对学前教育专业产生深远的影响，数据表明，

2021 年当年学前教育阶段的适龄有幼儿将增加 1500 万人左右，但

由于底子薄、欠债多，将导致幼师数量严重不足，2021 年幼儿园

预计缺口近 11 万所，幼儿教师和保育员预计缺口超过 300 万，所

以学前教育仍是整个教育体系的短板。

由于近年来国家对学前教育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很多高职院

校都开办了学前专业，我院自 2015 年秋天开始招生学前教育以来，

学生人数逐年上升，由于学前教育的毕业生要直接担负起学前教

育重任，幼儿园教师职业素养的高低，除会影响到自身的发展外，

还直接影响幼儿教育质量，甚至会影响幼儿一生的发展，因此对

学前教育的培养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幼儿教师职业素养的

培养。

本文结合学前教育的专业特点，结合“175 职业核心素养的

课程特点”在职业素养教研室团队的三年来共同探讨下，给出是

两者相互渗透的教学新模式

一、白银矿冶职业技术学院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情况

（一）生源情况

白银矿冶职业技术学院学前教育专业招生对象主要面对甘肃

省内学生，学生构成有三校生、高考生、推免生三部分，近年来，

我院学校学前教育专业都在不同程度地进行扩招，招生人数逐年

增加，但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数量的增加，并不等于质量的提高，

由于高职院校争夺生源现象比较严重，学校招生门槛不断降低，

学生整体基础知识和综合素质在不断降低。并且在招生中，不设

置面试环节，把大量对学前专业并不了解，并不热爱学前教育的

学生招进来，学生在开始专业学习之前，对本专业没有认同感和

专业情感。

（二）专业学习情况

大部分学生主观上存在偏差，重视专业能力、教学技能，忽

略基础知识、基本理论。据调查，用人单位需要能力强、素质高

的幼儿教师，但大部分学生主观上片面认为只有能力强、教育技

能高就能找到好工作，这样错误的认识导致学生在学习中存在一

定的误区，她们将努力学习的重心放在了教学技能、艺术技能的

练习上，每天在琴房、舞蹈房、画室之间穿梭，甚至在理论课上

学生都在练习写字、书法、剪纸，很少有人认真听老师的讲解，

对理论知识学习的积极性不高。这样的学习状态，学生不仅当前

的课程学不好，同时艺术技能的也未必会得到提高。

（三）职业素养现状分析

由于部分学生选择学前教育专业的原因是听从父母的安排，

或者是能拿上文凭，至于毕业以后干什么没有明确的想法，对自

己的职业比较迷茫，对自己职业发展缺乏规划；缺乏职业规划。

再加上学生重技能培训，轻理论教学及职业素养，造成学生职业

意识淡薄，在学习方面表现出学习的内在动机不强烈，被动学习

的多、主动学习的少；模仿学习的多、创新学习的少。学生走进

实习岗位时，职业行为不规范，体现在部分学会在实习期间出现

手机不离手，与指导老师缺乏沟通，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个别

学生不愿与人合作，缺乏团队协作精神，与指导老师不能很好配合，

给用人单位和管理者带来麻烦，有的学生面对工作压力及相对繁

琐的幼儿教育工作，不能坚持，学生毕业工作时，职业行为不规范，

不能很好适应工作。

二、“175 职业核心素养”课程特点

作为幼儿教师决不能仅仅注重能力，忽视职业素养。高职院

校如果过分强调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就会使学生产生厌烦

甚至排斥的情绪，而学习的兴趣与爱好、良好的情绪会影响生对

工作的热情、坚定的意志力的形成，如果幼教生失去了对教育工

作的自信心更不可能对教育工作抱有远大的理想抱负，严重的甚

至可能影响幼教生的心理健康，因此培养幼教师具备一定的非智

力因素，能够影响学生的智力活动，所以学校转变态度，应全面、

科学的看待学生专业素养的问题。我院对学生职业素养的培养非

常重视，引入“175 职业核心素养”课程，把职业核心素养融入

日常教学之中。

基于人才成长规律以及教育规律和企业、学校、学生诉求，

针对职业院校学生素养教育现状以及职业学生的特点，文中提出

“一个精神，七个习惯，五种能力”的“175 职业核心素养”，“175

职业核心素养”教学特点：

首先，打造学生乐学、老师易教的教学环境，将环境设计融

合到课程体系中，充分激发参与个体的心理状态和情绪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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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课程体系上，完善的职业核心素养课程体系，课程

设计科学合理、符合学生成长规律及身心特点，教学目标明确，

充分满足学生在校期间的三年培养计划，

再次，集“数据、信息、资源、智能化应用”于一体的素养

教学系统，趣味智能教学设备等创新产品配置的应用，充分激发

学生兴趣、提升教学效果；

最后，基于科学权威量表的多维度测评，提升学生自我认知，

结合学生行为表现、过程评价实现评价的有效性。故“175 职业

核心素养”为学校职业素养教育教什么、怎么教提供了一套智能

化的整体解决方案。

三、“175 职业核心素养”与学前教育日常教学互渗的教学

模式

“175 职业核心素养”怎么与学前教育专业课程相融合，针

对着个问题，根据“175 职业核心素养的课程特点”及“学前教

育的专业特色及育人理念”我们给出了如下的解决方法

（一）“175 职业核心素养”该门课的任课教师同时承担学

前教育专业授课任务

加强学生职业素养培养的主要阵地应该在课堂，“基于课堂、

立足课堂、融入教学任务”才是培养学生职业素养的最常规、最

有效的途径。因此，在学前教育职业素养课程开设中抽取学前教

育专业的任课教师，承担“175 职业核心素养”的授课任务，一

方面专业教师更了解学生情况，在“175 职业核心素养课堂中”，

能根据每个学生的情况，做到因材施教，同时在在教师备课时，

可以根据学前教育专业需求，及学生特点选取不同的素材，把素

养课堂与专业课堂紧密结合，更能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利于对知

识的融合。这样教师在抱着对课堂负责人的态度，把提高学生职

业技能和培养职业素养高度融合，让学生在日常学习双向提升。

（二）“175 职业核心素养”的教学理念与学前教育中对“幼

儿教育的”教学是一致的

“175 职业核心素养”教学过程遵循人才成长规律身心特点，

课程设计遵循好奇、好玩、兴趣、成就、感悟、改变的规律，通

过日常学习、生活引导、强化，从而使学生达到对自身行为习惯

的养成和能力的固化。

通过“175 职业核心素养”的学习，学生首先学习在课堂上

遵守规矩，学前专业学生将来要为人师表，如果这些学生在课堂

上没有学会遵守规矩，将来他们又怎么会有规矩意识，去自觉遵

守幼儿园的相关纪律要求，特别是安全方面的纪律要求呢？

在素养教学中养成积极主动的习惯、以终为始的习惯、要事

第一的习惯、统合综效的习惯等、在习惯的培养过程中，学生具

有时间管理能力、目标管理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沟通能力，信

息应用能力及创新能力，当学生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具有这样的

能力时，当他们走入工作岗位，能快速适应工作，只有老师具有

好的习惯时，才能在工作中游刃有余，才能更好的适应工作，才

能从不同的角度促进幼儿情感、态度、能力、知识、技能等方面

的发展。

（三）“175 职业核心素养”把幼儿园对教师的素质要求融

入在教学之中

首先，从教学环境与课程设计相融合：打造学生乐学、老师

易教的教学环境，将环境设计充分融合到课程体系中。其次，根

据幼儿园对幼师素质能力的要求，在职业素养课堂中，将职业精神、

职业习惯、职业能力潜移默化贯穿教学培养中。如，在工匠精神

模块中，我们开设了兴趣篇《技能大比拼》，立志篇《榜样的力量》

《传承工匠精神》，工匠项目之初体验《绳艺、串珠、篆刻、剪纸》

及规矩篇《我的地盘我做主》。

通过工匠精神开设，让学生由“专”引申到“专注自己的优势”，

让学生对自己的优势和不足进行分析，从而正确认识自己的劣势，

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像无数工匠那样，充分实现个人价值，

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作为未来的幼儿教师，只有自己具

备了这样的能力，在未来的教学中，给孩子们上手工课，才能更

好的实现，培养孩子们独立动手能力，手眼脑协调能力、创造力

和审美观等，培养孩子的情商的教学目标。在工匠精神课程设置中，

针对学前教育的学生，可以设置一节幼儿手工课模拟教学，让学

生从教师的角度出发感知怎么备课，怎么确定目标，看孩子能否

完成你定的目标！让学生把自己所学知识与未来工作结合在一起，

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的过程即相当于完成了模拟工作任务，让学生

能学以致用。

四、结语

做好职业素养的教育工作对高职院教育的发展意义重大，但

学生职业素养的培养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175 职业核心素养”

通过课程的开设，让老师能在每节课堂中，能把“175 职业核心素养”

与“学前教育专业”课程相互结合，即培养学生职业素养也融合

学生专业技能，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整体素质得到提高，从而使

学生能更好适应未来的工作，做合格职人，让学校为社会输出一

批又一批综合素质过硬的社会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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