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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专业培养学生综合素养的有效途径
樊玉竹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重庆　404047） 

【摘　要】学前教育指的是学生升入一年级之前所接受的一系列教育的过程，学前教育能够为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的生活、

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能够让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进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综合

素养至关重要，其直接影响着学龄前儿童接受教育的效果。

【关键词】学前教育专业；综合素养；培养途径

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

高，特别是针对学龄前儿童的教育。以前我国绝大多数家长认

为学龄前儿童不需要开展教育活动，总是过分的宠溺幼儿，将

教育行为过分的依赖于义务教育阶段。但随着国家对于学前教

育的重视，社会上兴起了一系列的学前教育机构，逐渐影响了

家长们的传统观念，也为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提供了良好的机

遇。但只有具备较高的综合素养和专业能力的学生群体，才能

推动我国学前教育行业的实质性进步。

一、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综合素养培养现状

（一）思想政治教育程度较差

文化基础类，专业技能类，教育类是现阶段我国学前教育

专业所涉及的相关课程设置类别。高校在进行课程设置时，将更

多的重点放在专业技能类与教育类两方面，对于文化基础类的课

程设置有所忽视，认为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只需要具备熟练的专

业技能以及娴熟的教育知识，就能够符合社会的需要。对于思想

政治课程，语文课程等文化提升类课程认同程度较差，没有建立

科学合理的考核机制。这类课程很多都是授课教师进行课堂小测，

并不在期末设置考试，学生通过这一系列科目的难度相对简单，

给学生造成了该科目不重要的意识，认为只花费极少时间理解考

试内容即可，不利于学生综合素养的培养和提升。

（二）学生综合素养差异性没有体现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设有

学前教育专业的高校也陆续开始扩招，使更多的学生有机会接

受高层次教育 [1]。但扩招背后学生呈现的巨大差异性却有所忽

视，有的学生通过普通高考进入学前教育专业，有的学生通过

单招的方式进入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本身的综合素养，能力是

不同的。然而，学校在开设综合素养培育的相关课程时，却没

有针对该差异设置针对性的课程，而是开展统一教学，使得学

前专业学生的综合素养能力参差不齐。

二、培养综合素养的有效途径

（一）制定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才培养目标

人才培养的理念和目标是确定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体系建设

的指导原则，只有在学校层面明确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综合素

养和专业能力处于同等地位，将综合素养的培养确定在教学体

系中，提高该部分课程的分值含量，构建科学合理的考核机制，

才能让学生认识到综合素养的重要性，从而自主自发的要求自

己不断完善自身的道德素养、职业操守、思想政治意识。高校

应当熟悉时代特色，结合本学校的具体情况，制定相适应的课

程体系，强化学生的素质培养，将课程体系进行优化，要培养

知识过硬，技能精湛，素质强劲的全面发展型人才。

（二）提升师资质量

学前教育专业教师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专业知识，社

会责任，专业技能，创新能力都直接影响着高校对于学前教育

专业人才的培养效果。所以要想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首先要全

面提升教师的综合素养，优化教师的整体素质。高校应当通过

培训、交流等活动 [2]，提高教师专业技能知识的同时，丰富教

师的教学教育方法。构建科学合理的考核机制，对教师的综合

素质能力进行每年度考核，确保教师素质过硬，专业能力过强，

从而为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起到榜样带头作用。

（三）创新课堂教学模式

学生对于专业知识的学习绝大部分来自于课堂，因此课堂

是人才培养的主战场。护理专业的教师应当将传统的教学方法

进行适当的更改，加强课堂教学内涵建设，围绕课程目标，采

取符合自身班级学生特色的教学方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将课堂交还给学生，让学生通过自己查阅资料，展示本部分重

点内容的理解。改变以往一刀切教学模式，采取因材施教的分

层教学方式，对学生进行类型划分，不同类型的学生制定不同

的学习内容，合格要求以及学习目标。时刻观察学生的学习情

况，类别划分进行及时的调整，要注意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发现每一位学生的闪光点。开展互帮互助教学方式，让学

生学习彼此之间的长处，实现共同进步。将理论知识与实践运

用进行有效结合，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具有极强的专业技能性，

培养目标也相对明确，即对学龄前儿童开展教育活动 [3]，因此，

高校要积极结合社会相关组织，确定实习地点，让学生在真正

的实际工作中体会该工作的意义，发现自身的不足，不断完善。

（四）充分利用新技术

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尤其是互联网信息技术。

当下是大数据时代，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被海量的信息所包围，

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师要有效培养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正确的信息

搜集能力与辨别能力，使学生能够有效利用海量信息，同时做

到不传谣不造谣，运用海量信息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教师要

充分利用多媒体等先进的教学设备，可以通过观看视频课程的

方式，让学生了解该专业领域著名专家的教育思想，了解学前

教育领域著名人物的生平事迹，通过这些事迹的宣讲，潜移默

化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结束语

总而言之，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综合素养提升不仅是社会

发展的需要，也是学生应当具备的基础能力之一，需要高校不

断创新教育途径，切实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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