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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做合一：“三教改革”背景下的中职幼儿保育专业
课堂教学变革

荣光耀　马　荣

（江苏省连云港工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江苏 连云港 222000）

摘要：教师、教材、教法作为职业教育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微观基础，是各级各类职业院校开展教育教学工作的关键要素，也是幼

儿保育专业课堂教学质量提升的基本路径。可“三教改革”背景下的幼儿保育专业课堂教学却面临着：教师层面过分关注“学科世界”；

教材层面着重学生的“逻辑认知”；教法层面忽视学生的“探索经历”等现实问题。笔者基于陶行知先生“教学做合一”的理论视角，

发现“三教改革”背景下的幼儿保育专业课堂教学变革路径，教师层面：拓展课题研究方向，唤醒专业成长动能；教材层面：关注学生

整体发展，强化教材的育人导向；教法层面：营造真实情境，点燃学生求知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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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22 年是职业教育提质培优、改革攻坚的关键年。教师、教材、

教法作为职业教育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微观基础和各级各类职业

院校开展教育教学工作的关键要素，从《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

方案》到《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再到

《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始终都是关注的焦点。

因此，如何围绕“教师、教材、教法”开展有针对性的变革和探索，

也就成为职业教育深化改革到提质培优，再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幼儿保育专业是培养未来幼儿园所需的高素质、高技能、复

合型保教人才的重要载体，与其他培养职业技术、技能的专业不

同的是，幼儿保育专业的服务对象是人，这就要求学生不仅需要

掌握过硬的幼儿保育专业知识、技能，更要掌握与幼儿打交道的

本领、与家长沟通的艺术、与幼儿园同事合作的要领等一系列综

合素养。因此，与其他专业实施“三教改革”的思路不同，相比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深入推进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

加快教育信息化建设，完善终身学习体系等聚焦“路径”的思路，

幼儿保育专业更需要强化课堂教学这一育人主阵地，更需要基于

学生个体的学习规律将“三教改革”落到实处。

“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方法论，它是通过

对杜威的著名命题“从做中学”改造而来的。一方面就适用对象

而言，“教学做合一”理论最初是陶行知先生运用于师资培养的

有益探索，其目的就是为了与“教师只管教、学生只管学”的传

统做派决裂，让教师设身处地为“学生的学”着想。另一方面，

就“三教”内容本身而言，“教学做合一” 提倡“事情怎么做，

就怎么学，怎么学就怎么教”，这就为剖析教师、教材、教法三

者的实质性关联提供了可能。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基于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理

论的视角，看“三教改革”背景下的中职幼儿保育专业如何开展

课堂教学实践，进而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丰富职业教育“三教改革”

的实施路径，促进职业院校实现内涵式发展。

二、“教学做合一”的内涵分析

（一）“教学做合一”在生活中随处可见

用陶行知的话说：“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是

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通过“教学做合一”，人们在事上做，

做后有所收获，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由此可见，生活中处

处有“教学做合一”的身影，人们通过“教学做合一”的方式真

切地感受到教育的价值。幼儿保育专业“以幼儿发展为本”“保

教结合”“家园合作”的理念，也决定了该专业的学习方式，学

生需要将学习内容从课堂拓展至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有自身先成

为一个积极思考的人、用心观察生活的人，才有可能幼儿一日生

活中发现更多的教育契机。

（二）教、学、做是一件事

陶行知先生指出：“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

根据做的方法。事情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学、

做是教育现象的三个方面，三者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相继发生，

虽有时间跨度但实质上三者是有机统一的。据此分析幼儿保育专

业的课堂教学，由于专业学生未来工作场所中教育对象的特殊性、

教育情境的多变性、教育问题的复杂性，如果专业教师将过多的

精力放在“教”的层面，甚至企图以“教师的教”减轻“学生学”

的艰辛、以“教师的教”指导“学生将来的做”，这将与幼儿保

育专业学生的成长规律背道而驰。

（三）“做”是教和学的中心

“教学做合一”这一思想主要围绕“做”来展开，为了强调

“做”的重要性，陶行知先生进一步强调：“做”是在劳力上劳心。

因此，“做”含有三种特征：“行动”“思想”“新价值之产生”。

他对于书的态度是“过什么生活用什么书，做什么事用什么书。”

就“过着幼儿保育专业教学生活”的教师而言，诚然，梳理教材

中的知识脉络并完善相关的教学资料，开展与“专业课程教学”

的相关研究，帮助学生获得专业技能比赛的荣誉都属于“做”，

可教师的“做”是否仅限于此？ 

三、“三教改革”背景下幼儿保育专业的课堂教学现状

（一）过分关注“学科世界”的教师

学科世界中 ，知识的特点首先体现为“普适性”，即在绝大

多数条件下都有应用的空间；逻辑一致性，强调知识的逻辑自洽

和前后一致；对立性，强调行为主体根据探索出的事物本质和规

律来征服客观世界。诚然，专业教师基于对学科世界的关注能够

帮助学生在较短时间内形成关于幼儿的理性认识，可能否帮助学

生感受到幼儿保育实践背后隐藏的人性美、人文美、人情美？用

于描述、预测甚至控制幼儿保育活动的客观规律能在多大程度上

描述幼儿生活？教师基于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人

类学、生态学等诸多学科视角能否反映出发展的、流动的、整体

的幼儿形象？ 因此，教师应当慎重区分“关于幼儿的文字叙述”

和“幼儿形象”本身，在关注“学科世界中的幼儿”同时给予现

实中的幼儿及其生活世界以更多关注。

（二）着重学生“逻辑认知”的教材

幼儿保育专业教材的内容设计偏向学生逻辑认知的开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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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情感体验重视不足，导致学生知行不一。这正如席勒所描

述的那样：“擅长逻辑思维的人有一颗冷漠的心，他总是将自己‘看

到的东西’拆解，但生活中的事物只有以整体印象涌入人们的视

线时，人的内心才会被打动。”以“幼儿说谎行为的识别与应对”

这一章节为例，学生需要依次理解说谎的概念、产生原因与应对

策略，可除了对于“幼儿说谎行为”的理性认识，假设进入真实的、

具体的幼儿园保教实践，学生如何捕捉幼儿说谎背后的真实意图？

如何纠正家长对幼儿说谎行为的“偏见”？上述问题的解决应当

源于学生对幼儿保教工作意义的执着追求和对幼儿的无限热爱，

在 此基础上学生才能有勇气面对真实的幼儿。

（三）忽视学生“探索经历”的教法

现实中的专业课堂，教师为了提高教学效率，亲自从混沌的

知识体系中理清脉络，在经历混乱、犹豫、复杂和纠结的探索历

程后形成这节课的“知识框架”。教师以为学生掌握了知识结构

就可以不再因重复知识的探索而“少走弯路”“重复浪费”，殊

不知教师的备课即使再凝练、简洁也无法取代学生本人亲自探索

和尝试错误的过程。例如教师在讲授引发幼儿烧（烫）伤的原因时，

直接从幼儿自身因素、成人因素和环境因素展开，学生只需记住

教师在课前梳理好的知识框架，在完成课后作业时只需稍加查阅，

“直接带入”相应选项即可，可幼儿园中烫伤事故发生的原因与

事故本身的关系真的这么“直截了当”？哪个是更直接的原因，

哪些是相对次要的原因，而这些原因又如何导致事故的发生？这

都需要师生共同探索， 聚焦具体案例展开细致剖析。

四、“三教改革”背景下幼儿保育专业课堂教学的变革路径

（一）教师层面：拓展课题研究方向，唤醒专业成长动能

教师是“三教改革”的主体，教师、教材、教法三者之间形

成良性互动关系的首要关键点在于：唤醒教师的成长动能。众所

周知，研究在教师专业成长历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于

一线教师而言其价值不在于构建“宏大”的理论体系、“新颖”

的理论视角，而在于促进教师自身更高效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

聚焦幼儿保育专业课堂教学，教师除了要重视教育教学改革类的

研究，还应当关注两类研究。首先是“指向学生未来工作对象”

的研究，幼儿保育专业课堂教学的关注点不应仅仅是专业学生，

还应指向“幼儿及其生活世界”，诸如学前教育原理研究、幼儿

园课程与教学研究、幼儿身心发展研究都是幼儿保育专业教师值

得探寻和思考的方向。如此既能让教师形成自身的研究专长，也

有助于跳出传统的学科概念框架进而构建对现有教材内容的深层

次理解。其次是“育人”类研究如“立德树人”、课程思政、生

命教育、劳动教育等主题。幼儿保育专业教师需要通过“育人”

类研究回归教育的初心，只有明晰“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

的人”“怎样培养人”等根本问题，才能找到教育教学工作的使

命感、价值感、意义感，从教育价值的源头唤醒自身的成长动力。

（二）教材层面：关注学生整体发展，强化教材的育人导向

人是一个整体的存在，可以说个体的任何一种行为都夹杂着

认知成分与非认知成分，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关联。例如学生对

于“幼儿进餐保育的工作职责”这一知识点的记忆，就必然包含

学生的种种非认知因素，如动机方面：自己为什么要记？情感方面：

自己是否享受学习过程？意志努力方面：自己能不能就教材中未

出现的情况进一步深入探究？当学生能够对幼儿进餐保育这一工

作环节的理解融入更多非认知的成分时，也就自然而然地实现了

对上述知识点记忆的准确性、深刻性与灵敏性。如何通过教材激

发学生的非认知部分，进而实现与认知部分的和谐发展，就需要

教材内容设计进一步强化育人导向。

“五育并举”“德技并修”是新时代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新

要求，幼儿保育专业教材在注重专业知识的系统性编排时，也应

适当穿插部分篇幅让师生能够共同探索学科体系背后的情感世界、

意义世界。还是以“幼儿进餐保育”这一知识点为例，在理解“幼

儿进餐的环境创设要求”“幼儿教师与保育员的工作职责”等知

识点的基础上，另外设置环节引导学生找一找幼儿进餐过程中蕴

含的教育元素如：（1）引导幼儿认识饭菜名及来源，懂得珍惜饭菜，

珍惜劳动果实；（2）培养幼儿良好的进餐习惯：不挑食，细嚼慢

咽，进餐时不大声说笑，专心吃饭；又如引导学生寻找幼儿进餐

过程中蕴含的美，具体包括：（1）安静、有序的进餐秩序；（2）

幼儿文明优雅的进餐行为；（3）幼儿餐桌椅干净整洁等。

（三）教法层面：营造真实情境，点燃学生求知热情

专业知识的掌握固然需要记忆与练习，但更需要学生整个身

体的“投入”与“浸入”。情境，既可以是完整的、真实的生活

本身，也可以是对生活场景的某种模拟，可以作为学生“身心投入”

的最佳路径。美国巴克教育研究所对真实情境有如下界定：（1）

问题源于人们生活中的真实遭遇；（2）问题的解决对学生的生活

是有意义的；（3）能够将其运用至实际生活。这三个标准可以分

别概括为：真实问题，学生视角，学以致用。 如教师在讲授“幼

儿的营养与需求”这一知识点时可创设如下情境：

XX 幼儿园决定开办一个美食 Party，邀请家长和幼儿共同品

尝美食，感受毕业的快乐。可是你所在班级的家长却有些特殊，

（1）有个奶奶最近感冒，医生叮嘱她少吃荤腥；

（2）一位爸爸说自己最近在健身，需要少吃碳水化合物；

（3）有位妈妈是素食主义者；

（4）有的家长乳糖过敏等；

作为班上的老师，你打算如何设计菜谱？既能让各位家长感

受节日气氛，同时也照顾到不同家长的健康需求。

上述问题情境首先与幼儿园的生活息息相关，是真实存在的；

其次，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学生自身养成健康饮食的习惯，具有实

际意义；最后，问题解决的过程也是学生学以致用的过程，如“什

么是乳糖过敏？什么是碳水化合物？符合素食主义者要求的食物

有哪些？”等，这都需要学生亲身经历与知识打交道的过程。如

果学生真正被上述问题所吸引，其求知热情也将得以激发，学生

本人开启查阅资料、提出问题、做出假设、调查取证、验证假设

等一系列探究流程都将变得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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