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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息化背景的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教学的创新与实践探索
肖运安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图书馆，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随着职业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教育信息化已经成为高职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而这也为高职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提供了良好

的发展启示。为了进一步提高专业育人效果，学前专业教师应当秉承现代化的教育观念，立足信息化的教育新形势，加强互联网及信息

技术的教学渗透，发挥其辅助教学的优势与作用，从而在提高教学有效性的同时，为学生的良好发展和专业教学的现代化改革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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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教育事业已经正式迎来了 2.0 时代，信息化已经成为

高职学前教育的重要发展方向。在此形势下，如何依托信息化的

教育形式，打造“互联网 + 教育”的学前教育新常态，从而提高

专业育人效果，已经成为学前专业教学亟待处理的问题。

一、高职学前教育信息化的意义所在

（一）激发学生兴趣

我们常说，兴趣是学生的良师益友，尤其是对高职生而言，

他们只有在浓厚兴趣的推动下，才会以更加专注和更加热情的姿

态投身于学习中来，进而获得更多学习收益。以往的教学形式大

多以言语填灌为主学生极容易产生厌恶或抗拒情绪。而在信息化

背景下，教师可借助信息手段之便，通过图片、音频、影像以及

微课等方式来形象化地展现新知，营造一种视听一体、多姿多彩

的课堂环境，从而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他们能够在专业学习

中保持长久的学习活力，实现深化学生认知和提升学生能力的双

重教育目标。

（二）提升育人效果

客观地说，职业教育强调的是高精尖、技能型人才的培养。

在以往的教育模式下，若想实现这一目标显然是不太现实的。而

在信息化背景下，教师一方面可对教学设计和教学形式加以革新，

依托信息手段之便，丰富学前教育课堂教学的内涵与形式，让学

生获得更好的学习体验和更多的学习收益。另一方面教师还可依

据信息化手段之便，对课后辅导、教学评价等环节加以革新，以

创新化的教育新常态，来推动学生学习效果的提升，为他们专业

能力与综合素养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科技助力。

二、高职学前教育信息化的改革路径

（一）丰富教学模式

在信息化的背景下，学前教育教学模式也得到了有力的拓宽。

对此，教师在教学实践时，应当革新自身的教学观念，加强信息

手段、媒体手段的教学渗透，发挥他们辅助教学和促进教学的效能，

从而在激起学生学习热情的同时，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学习参照，

达到提高教学有效性的目的。例如，在讲授手工课程时，教师一

方面可依托媒体手段之便，展示手工工艺介绍、手工制作方法等

方面的影像或图片，从而在增添课堂趣味性的同时，深化他们的

课程认知。另一方面，教师也可对知识点加以归纳和整理，结合

网络资源制作精良的微课，然后将其展示与课堂之上。微课中不

但要包括一些知识要点和视听资源，也可设置一些启发性与阶梯

型的问题，让学生能够在观看之后快速构建其思维与知识框架，

从而提升其学习效果。

（二）延伸课堂教学

众所周知，教师若想保障教学效果的话，单纯靠课堂授课是

不行的，还需辅以科学有效的课后辅导，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学生

认知的内化，使他们的能力得到有序化提升。以往的学前教育课

后辅导环节往往是缺失的，这显然会对学生专业能力发展带来不

好影响。而在信息化背景下，教师可借助网络手段之便，打造信

息化的学前教育平台，突破现实教育壁垒，让课堂教学得以有效

延伸，从而为学生专业素养的发展提供助力。例如，教师组建班

级 QQ 群或钉钉群，在课后将微课或数字试题上传其中，指引学

生进行观摩与练习，通过这种个性化的课后辅导，让学生获得更

多学习收获。同时，教师还可依据平台质变，定期与学生开展知

识点的讨论，与他们分享行业信息，从而精准把握学生的学情，

进而采取课堂集中授课与网络连线辅导相结合的方式，提高学生

学习效果。

（三）提升师资素质

教师作为教育教学的指引者与辅助者，其自身素质的高低，

对于教学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作用。对此，为了进一步推动高职

学前教育信息化的改革进程，提升师资素质是很有必要的。对此，

学校方面，可积极牵线相关专家，开展以信息化教育为主题的座

谈会与培训会，从而丰富教师的信息化认知，逐步提高其信息化

执教素养。同时，也可通过举办信息化优课大赛和制定信息化教

育的激励机制来激励教师创新教学。教师方面也要利用好课余时

间，通过同时沟通和网络学习的方式，不断汲取信息化知识，而

且要积极尝试信息化教学，做好反馈收集工作，通过不断的改进

与创新来打造信息化的教学新体系。

三、结语

总之，在信息化的教育形势下，高职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教学

亟待进一步的革新。院校及专业教师应当实现自身教学观念由传

统向新式的转变，通过创新教学设计和教学新式和加大师资培养

力度的方式，来落实专业信息化改革事宜，从而为专业育人效果

的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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