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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改革下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校企共育“企业课堂”新模式

李小纳 1　蒋　婕 2  

（1.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东莞 523808；

2.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广东 清远 511510）

摘要：为了培养社会需要、幼儿园需要的学前教育一线骨干

人才，提高学前教育的育人质量和水平，学前教育专业进行教育

教学改革，在扎实专业、突出技能的基础上，探索企业深入参与

的“企业课堂”，为学生专业能力、双师型教师及实践基地的培

养探索出了一条学生成长、学院发展、企业欢迎的校企融合、校

企共育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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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阶段职业教育中学前教育专业校企合作现状

职业教育现阶段的校企合作是众多学者关注的重点，不同的

学者从学生、学院、幼儿园三个方面分别探究了学前教育目前校

企合作的现状及问题，本文主要从一下五个方面简单介绍。

（一）校企融合体系不健全，培养模式缺乏企业深度参与

在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浪潮中，许多学校和幼儿园也都意识

到了学院派与幼儿园之间的互动和相互学习至关重要。

一方面许多幼儿园园长、教学主任反映需要高校教师在理论

和宏观方面的指导和帮助。

另一方面许多学院教师和学生也反映实践机会少，缺乏理论

付诸于实践的机会。

即便在常规的学生实习和日常合作中，因为缺乏完整、深入

的融合过程和方案，遇到问题缺乏深入的沟通和交流，经常以完

成行政或教学任务为主。幼儿园积极配合学生培养，但是对于学

生的培养目标、培养策略都知之甚少。

（二）校园育人标准与幼儿园用人标准相脱节

经调查访谈大多数学院的培养目标关注在学生的专业知识、

技能方面，培养专业扎实的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幼儿园园长在关

注教师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也非常希望学生有一定的日常事

务处理能力和情商。

因为在幼儿园一线工作中，不仅仅是教学工作的开展，更多

的融合了班级日常管理、幼儿园节假日活动，家园共育等诸多琐

碎又一脉相承的事务，需要我们的幼儿教师极高的综合素质，往

往这一点是学院教育所忽略的，也是目前高校教学很难系统开展

的内容。

（三）高校双师师资不足

《教育部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方案》中提出了对

“双师素质”教师的数量要求，优秀学校中，专业基础课与专业

课教师中的双师素质教师比例应该达到 70%，合格学校中，其比

例应当达到 50%。

根据张铁岩、刘铁雷等同志的看法，到 2010 年，应当将“双

师型”教师占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及实习指导教师总数的比例为

60% 作为基本要求，但是在调查的两所广东省知名高校中，民办

学校的“双师”占比 28%，公办学校也仅仅 15%。同时，也有很

多学校存在“双师”认定比较混乱，“双证”=“双师”的现象也

比较严重。

（四）理论与实践课程衔接不紧密，校内、外学习相脱轨

在调查中发现，学院的课程设计从培养方案和三年课程制定，

循序渐近逐步强化，符合学生学习发展规律，但是偏于理论化，

即便教师讲授的生动有趣，也经常由于缺乏实践经验的支撑，学

生只能凭空想象。

到实践学习部分，大多数的跟岗学习可以让学生亲身感受到

幼儿教师的一日工作内容，在观察学习的同时由于缺乏明确的目

标和指引，常常出现学了一天又一天，好像什么都学了，但是又

说不出具体什么内容。校内外的课程之间缺乏紧密联系，使学生

学习效果打了折扣。

二、职业教育改革下学前教育专业校企共育“企业课堂”新

模式

以学院和幼儿园为双主体，从“校企合作”到“校企共育”，

从学院课堂四维课堂到幼儿园多维教学的“企业课堂”，培

养“师德高、师心慈、师业精”的幼儿园一线骨干教师和管

理人才。

（一）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方案，达成校企共育新模式

“校企共育”与”校企合作“最大的区别是幼儿园不再是接

受实习学生，协助学院培养。而是把多家优质幼儿园纳入人才培

养的长期培养基地，让幼儿园园长、教师，从人才培养的制定，

到每个学期的课程及实践教师都参与其中，成为我们培养学前教

育骨干人才的培养者而不是仅仅是用人单位。

1. 签订校企共育模式，达成教育一致性

学院与企业签订“校企共育”协议，将校企共同育人纳入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的顶层设计，企业课堂纳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

教学进程安排。

在学院与企业共同协调下，共同拟订企业课堂的实施方案，

完善企业课堂的教学条件和教学环境，安排企业课堂教学负责人，

落实任课教师、岗位实践指导教师，组建企业课堂教学团队。

2. 企业参与培养方案及各阶段课程制定

培养方案制定初期，多次幼儿园调研的基础上，也多次邀请

多名知名幼儿园园长共同协商人才培养方案，共同确定“培养具

有基本的科学与人文素养、扎实的学前教育专业知识、有持续发

展潜力并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学前教育一线骨干教师和管

理人才”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既注重扎实基础知识技能、也注重

岗位提升课程及岗位素质培养的专业课程和素质课程。

3. 优秀园长入驻学院，担任课程教师

学院开设一些实践性较强的课程，比如蒙台梭利教学法、奥

尔夫音乐、幼儿园班级管理等课堂，特聘一线教学经验的特长教

师及园长长期系统授课，在实践学习的基础上，也更多更深入的

了解幼学院专业课程转化为潜移默化的转化为幼儿园一日生活的

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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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段式”人才培养之下突出“企业课堂”新模式

1. 三段式人才培养方案，培养学前教育骨干教师

依据职业教育“培养生产、建设、服务领域基层一线技术骨

干”的定位和人才成长规律，按照国家职业资格标准和行业标准，

聚焦专业岗位需求，构建“三段式专业课程体系”：

第一阶段，第一、二、三学期，以培养学生专业所涉及的岗

位基本理论知识、基本技能技巧和职业素质为目的；

第二阶段，第四学期，对应岗位，以提升学生岗位素质能力

为目标，结合岗位职业能力要求，构建岗位能力深化学习课程模块；

第三段，幼儿园岗位实践教学培养一年，在企业导师和专业

教师的指导下，以提升专业岗位工作能力为目标，在明确学生幼

儿园实践岗位工作的基础上，聚焦幼儿园岗位工作对素质能力的

要求，构建“专业岗位能力企业实践教学培养”课程模块。

2. 突出“企业课堂”，实现校企共育

（1）校企共育，学院对企业导师实习指导培训

在”企业课程“开始之前，由学院专业领导或教师向幼儿园

指导教师介绍学生特点和发展路径，主要包括学情、培养目标、

培养方案等具体内容以及”企业课程”学习的名单、内容、课表

等具体细节内容。

为鼓励幼儿园教师积极配合培养工作，提高企业指导教师的

积极性，学院也特别制作企业指导教师聘书及年终评选优秀等方

式，对幼儿园指导教师们辛勤、耐心的育人工作给予肯定。

（2）校企课程相衔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学院岗位技能提升的理论如果离开了实践如纸上谈兵，“企

业课堂”的优势在于可以迅速将理论转化为幼儿园中看到的实践

案例，在从实践案例的分析和思考中回归理论教学中的教育规律

和教育原理。

幼儿园上午教学活动丰富，所以集中学院理论课一般安排在

下午，由学院驻企教师负责，企业实践指导课程一般安排在晚上，

由幼儿园企业指导教师负责，结合集中讨论、班级小组教研、个

人反思回顾等形式。

（3）多元化校企双考核

对岗位的能力分别按照大纲要求进行定性和定量考核，校内

导师、校外（幼儿园）实践导师双向考核，校内导师占 50%0%，

幼儿园导师占 50%。参加学前教育专业举办的相关岗位技能比赛

的学生，给予加 5 分鼓励；对于获奖学生给予加 10 分的鼓励。凡

参加省、全国技能大赛的学生按学院规定给予学分的互换。

（4）学院教师进驻幼儿园，实现“三赢”

“企业课堂”的教学方式和特色为难以兼顾学院工作和幼儿

园实践指导的高校教师提供了新的工作路径。

第一，保障学生理论课程学习。驻企教师熟悉专业企业课堂

实施方案和专业教学计划，专业教师、企业教师共同制定课程、

工作操作和岗位工作考核方案，与企业教师共同开展教学各项工

作。

第二，签订挂职协议，提高“双师”水平。“企业课堂”需

要由主要专业课教师担任驻企教师，与所在幼儿园签订企业挂职

协议，全身心的投入幼儿园，可以保证学院教师企业挂职实践的

质量。

第三，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学生在企业课堂学习期间，每周

召开一次全体学生参加的周会，深入了解学生的心理、学习、工

作和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对学生的心理疏导、生活指导和安

全教育，了解、检查学生的学习情况，加强对学生专业学习及其

岗位实践过程的指导，批阅学生的学习工作记录和学习小结。

三、校企共育，企业课堂新模式初步成效

参加“企业课堂”的学习与实践的学前教育专业 30 名学生，

2020 年夏季毕业正式走向工作岗位，他们的成长也以不同的形式

逐步显现。

（一）学生专业成长，实践工作能力提升

1. 教学能力

30 名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幼儿园一线工作中得到了极大的认

可和肯定。在幼儿园企业导师的一对一全方位指导中，学生从日

常生活观察入手、时刻关注幼儿阶段性发展特点，利用一切身边

可以利用的资源，不短提高观察幼儿、了解幼儿，利用环境组织

教育教学活动的综合能力。

从最之初的手忙脚乱，到最后的步步推进、师幼共育，注重

每位同学都以公开课的形式，等到了学院教师、企业园长、班级

老师的赞扬。

2. 情商提高

我们很多时候比较看重学生知识、能力的提升，但是校企共

育过程中，企业园长提出“灵商”的概念，即学生在日常教学工

作中的教育智慧的培养尤为重要。在学院教师和企业导师的合作

研讨下，利用专业课程安排和生活教育培养学生处理日常教育教

学问题的灵活性。

另外，也注重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学生待人接物的沟通能力、

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多样化场合的应变能力等，以满足处理日

常工作需要，也进一步强化职业发展的能力。

（二）对接一线需求，就业管理岗位

就业岗位以带班教师和班主任为主

30 名参与企业课堂的中，从事学前教育岗位的占 93.62%，

在幼儿园有就业的占 87.23%。在就业的幼儿园中，省一级幼儿园

占 23.4%，市一级占 25.53%，区一级幼儿园占 21.28%。就业薪酬

6000 以上的 6.38%，薪酬在 4000-6000 之间的占 27.66%。班主任

岗位和副班主任岗位就业比例占 69%。

（三）企业参与度提高，用人与育人双赢并举

学院与企业在“产教融合，校企共育”人才培养工作中取得

的阶段性成果，发挥了企业导师在培养学生“专业岗位职务能力”

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在对未来的发展规划中，学院与企业人力资源中心就“企业

课堂”的发展做了深入探讨，并制定了专项人才储备计划“春芽

计划”，以选拔一批优秀的在职骨干教师为高校企业导师。骨干

教师在为学院学子授课的同时，也可以走进高校课堂，进一步提

升教师教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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