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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校协同”教学模式的核心理论基础为联邦德国理论物理
学家哈肯（Haken）于 1977 年提出的协同论，他认为：协同
导致了有序的产生，从而进一步产生出有组织现象。系统联系
是它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协同的结果。

协同论不仅引入教育学领域，同时也为管理学所借鉴。管
理学通过借鉴协同论，形成了管理协同理论，该理论的本质是
协调各主体，使他们通过沟通、协调与配合实现整体的稳定发
展，进而产生“1 + 1 ＞ 2 ”的协同效应。具体来说，管理协
同理论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其一，目标性。各主体事半功倍
的协同效应是管理协调理论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各主
体间相互取长补短、协调、配合，才能推动整体的发展。其
二，优化性。整体目标的实现，需要对各主体的资源进行合理
地配置和有效地整合，然后通过多元化的手段使各主体相互协
调，最终实现各主体间的互补与统一。其三，同步性。管理
协同理论强调各主体的配合在时间和空间上要实现同步。

为保证幼儿园与高校能够同步、高效地实现共同的目标，
必须建立相关制度保障来保证学前教育专业”园校协同”教学的
运行。

1 　设立“园校协同”教学组织机构
为保证“园校协同”教学高效有序地进行，必须建立专门

的组织机构对其进行管理。在学校层面，应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
负责联系符合资质的幼儿园，颁布规章制度、负责经费拨款、提
供相关培训，监督实施等工作，从宏观上对“园校协同”教学进
行管理。在二级学院层面，应建立专门的“园校协同”教学责任
组，根据教学需求在相应幼儿园选择合适的一线教师，审核教学
大纲，从专业角度为园校协同教学提供建设性意见，保证园校双
方及时沟通、密切二者联系。在幼儿园层面，应建立专门的“园
校协同”责任组，负责与高校及学院进行沟通联系，选拔教师，并
为一线教师提供相应培训及指导。

2 　完善“园校协同”教学运行机制
若要保证园校双方高效有序地进行协同教学，必须由高校建

立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如：教师选聘制度、教学管理制度、教
学质量评价制度、园校协同教学培训制度等。以选聘教师为例，幼
儿园教师的职称、教龄、学历、待遇均应纳入选聘制度之中，从
而保证进行协同教学的教师是具备能力且符合要求的。以教学管
理制度为例，双方教师应何时建立团队、教学大纲的标准、课时、
教学场所及学分分配均应纳入教学管理制度。以教学质量评价制
度为例，制定明确的“园校协同教学”评价标准是改制度的核心，
教师以该标准作为教学的依据，学校以该标准作为衡量园校双方
协同教学的依据，园校双方均有据可依，从而保证教学质量。

3 　建立“园校协同”教学激励机制
在园校协同教学过程中，由于服务主体主要围绕高校，因

此幼儿园常常处于被动地位。幼儿园教师不仅有自身的日常教学
工作，同时，教育对象、教学形式、教学方法的突然转变也为其
带来了不适感，“园校协同”教学可谓是加重了幼儿园教师的负
担，从而导致幼儿园方积极性不高、工作热情度不足。为保证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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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之间资源进行合理地配置和有效地整合，最终实现各主体间
的互补与统一，必须建立完整的激励机制激发幼儿园教师工作的
积极性。

首先，酬劳激励。由于幼儿园教师不熟悉高校工作，对于教
学工作的设计、组织与实施、评价均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因此，
高校对于参与协同教学的教师课时费用计算应高于普通教师，对
工作量的核算与绩效标准均应有明确的标准，从而激发其工作积
极性。除高校外，幼儿园也应为参与“园校协同”教学的一线教
师发放额外补贴，鼓励幼儿园教师参与到高校教学工作中，不断
提升自身专业水平。其次，荣誉激励。从微观角度，幼儿园与高
校均应为参与协同教学的幼儿园教师颁发荣誉奖励，鼓励其他教
师参与到园校协同教学中，发挥精神带头作用。从宏观角度，地
方政府应视幼儿园参与园校协同教学的积极程度，为幼儿园颁发
荣誉奖励，促进园校之间相互交流，增强幼儿园的声誉度。再次，
服务激励。高校不能一味要求幼儿园教师走进高校为高校的人才
培养献力，同时也应发挥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走进幼儿园为一
线幼儿园教师普及最新的学前教育领域热点，解决教学中的疑难
问题，进行学前教育讲座等等，实现互利共赢。

4 　建立“园校协同”教学监督机制
高校需要建立“园校协同”教学评价监督机制及相关组织

机构，制定“园校协同”教学的评价标准，针对教学教学情况进
行实时监督。监督可以分为随机监督、固定监督，固定监督可分
为月回访、学期回访。监督机构需将每月回访记录及时反馈给协
同教学团队，并且给予相关的培训及指导。“园校协同”教学作为
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对于高校教师及幼儿园教师均为新兴事物，
需要由高校组织专家团队对授课教师进行培训，培训可分为三部
分，幼儿园教师、高校教师单独培训及二者协同培训。

学前教育专业“园校协同”教学模式可以改变原有教学过程
中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实现园校双方优势互补、知能结合，从
理论需要与就业需要两方面设计与实施教学，促进学生知识与能
力并行发展，培养合格的学前教育一线工作者。

参考文献：
[1]G.F.Vars.Teaching In Teams,Curriculum and Instruc-

tion Sereis,No.2,1967,pp.3-4.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S].2012.
[3]王少非.协同教学:模式与策略[J].外国中小学教育,2005(3).
[4]廖辉.教学组织形式的革新——协同教学的理论与实践问

题探讨[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10).
[5]雷顺利,张辉华.小队教学：一种参与式教师培训方式[J].

中小学教师培训,2002(7).
[6]欧阳泉.高职院校校企合作运行机制的完善：基于管理协

同理论视角[J].中国成人教育,2020(23):36.
作者简介：
秦涵（1993.1-），女，汉族，吉林洮南人，吉林外国语大

学教育学院讲师，硕士学位，研究方向：学前教育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