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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实践教学信息化改革探究 
——基于幼儿教师专业能力发展的视角 

宋彩波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8） 

摘要：为了真正实现高职教育与用人单位需求的“零距离”对接，更精准地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到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实践教学
中，通过调查幼儿教师对职业的认知、对专业能力的认知，结合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实践教学开展情况，旨在为高职学前教育专
业实践教学信息化改革提出可供参考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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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16 年 6 月，教育部印发的《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提

出，要加快探索数字教育资源服务供给模式，有效提升数字教育资
源服务水平和能力，尤其要重点建设职业学校数字化资源。实践教
学作为高职院校提高学生专业知识应用能力、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
重要教学过程，引入虚拟现实技术（VR）建立实践教学数字化资源，
必将成为未来发展趋势。 

为了真正实现高职教育与用人单位需求的“零距离”对接，更
精准地将 VR 技术应用到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实践教学中，通过调查
了解幼儿教师专业能力发展现状和高职学前教育实践教学中存在
的问题，以一线幼儿教师的岗位需求倒推高职学前教育实践教学的
信息化改革重点，以幼儿园工作任务和岗位能力需求为依据，整合、
序化实践教学内容，设计教学任务，为信息化改革提供依据。 

二、调查方法 
（一）调查对象及方法 
本次调查设计了两份问卷，一份是《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现状调

查问卷》，调查对象是幼儿园教师（见表 1），为确保调查结果有针
对性地促进我院学前教育实践教学信息化改革，发放问卷时选取了
近 5 年我院学生入职率较高的实训基地幼儿 10 所，共发放问卷 250
份，收回问卷 200 份，回收率为 80%，有效问卷 126 份，有效率为
63%；一份是《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实践教学现状访谈问卷》，访
谈对象是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教学主管，遵循方便取样原则选取
了与我校办学水平相当、有交流联系的 10 所高职院校，共访谈了
10 位教学负责人。 

（二）数据处理 
采用 EXCEL 和 SPSS 软件对问卷调查回收的数据进行了整理和

统计。 
三、调查结果与讨论 
（一）幼儿教师对幼师职业的认知 
1、对幼师岗位素质的认知 
数据显示，教师职业道德和解决工作中实际问题的专业能力是

成为幼儿教师最基本的素质。相对于具体的专业能力而言，幼儿园
更加看重毕业生的职业道德。 

2、幼儿教师对岗位工作任务的认知 
数据表明，幼师的日常工作任务中排在前 5 位的事项依次是：

组织一日生活、环境创设、编写教案、与家长沟通和五大领域教学。
可见，保育工作是幼儿园岗位工作任务中最基本的。 

3、幼儿教师对岗位需求的认知 
调查发现，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在实际工作中最大的不足

占比从高到低依次是知识面不广、专业知识不扎实、没有长远的职
业规划、不太懂处理人际关系和动手操作能力不足。此外，大部分
教师都认为与家长的沟通是最头疼的事情。 

（二）幼儿教师对岗位专业能力的认知 
1、教师对岗位专业能力重要性的评价 
一日生活的组织与保育能力和沟通与合作能力是“非常重要”

的比例最高，分别占 76.18%和 75.40%。教育活动的计划与实施能
力和环境的创设与利用是“比较重要”的比例最高，分别占 26.19%
和 20.63%。可见，一日生活的组织与保育能力和沟通与合作能力在
幼儿园日常工作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教师对在校期间专业能力获得程度的评价 
一日生活的组织与保育能力和游戏活动的支持与引导能力在

“完全获得”的比例最高，分别占 18.25%和 17.46%。环境的创设
与利用能力和游戏活动的支持与引导能力在“较多获得”中的比例
最高，分别占 48.41%和 41.27%。然而在沟通与合作能力和反思与
发展能力这两个维度上，幼师认为自己“较少获得”的比例最高，
分别占 9.52%和 12.7%。数据表明，幼师在校期间对幼儿保育教育
的能力以及如何开展游戏活动的能力获得程度良好，而获得相应的
反思能力、合作和沟通能力较少。 

（三）高职教学负责人对学前教育专业实践教学的认   
访谈发现，几乎所有人对实践教学的满意度偏低。大家对于现

有的实践教学条件、实践教学内容方法和实践教学评估均不太满
意。大部分学校针对技能类课程的实训室较多，针对保育技能、心
理辅导技能等专业方面的实训设备及场所较少。每个学校都有集中
的教育见习和教育实习安排，但是时间较短，课程实践教学的时间
并未做统一安排。 

目前专业课程实践教学中采用的主要方法有小组讨论法、案例
分析法、情境教学法、项目教学法等，仅有个别老师提到虚拟仿真
实训是一种便捷而又高效的实践教学手段，实践教学的信息化改革
势在必行。 

四、结论及建议 
（一）教师职业道德和解决工作中实际问题的能力是成为幼儿

教师最基本的素质。高职院校要把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师德培养作
为第一重点。在实践教学信息化改革中弘扬师德、铸造师魂，将师
德养成有机整合到实践教学任务中，杜绝只重能力、不重师德的实
践教学。对于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而言，要时刻反省自己的言行，牢
记“为人师表”的使命。 

（二）高职院校要与幼儿园紧密合作，基于幼儿教师岗位工作任
务及过程，合理定位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结合“组织一日生
活”、“环境创设”、“编写教案”、“与家长沟通”和“五大领域教学”
等常规工作任务进行内容分解，设计实训任务，借助信息化技术实现
在校训练岗位专业能力的目标，提高学生的岗位适应能力。 

（三）高职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中应关注学生专业知识学习的
广度和深度，在实践教学信息化改革中着眼学生个性化发展，以学生
的“教师职业生涯发展规划”为主线，构思幼师成长实训方案。此外，
实践教学项目还应考虑到如何提高学生处理各类人际关系的能力？
如何夯实学生动手操作的能力？尤其是家园沟通能力要重点培养。 

（四）围绕“一日生活的组织与保育”、“教育活动计划与实施”、
“环境的创设与利用”、“沟通与合作”、“个人反思”等能力的培养
设计与开发数字化实践教学资源。 

（五）鉴于目前各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实践教学的开展差强人
意。各高职院校应借助 VR 技术，在开发虚拟仿真实训项目的基础
上，结合校内外实训条件，构建实践教学目标体系，统筹安排实践
教学内容，建立一套集项目设计与开发、项目组织与实施、项目考
核与评价为一体的实践教学信息化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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