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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教结合”大背景下《学前儿童卫生与保健》一体

化课程探索与实践 
蓝秋霞  蒋紫娟 

（广西机电技师学院  广西柳州  250014） 

摘要：2018 年 11 月 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学前教育发展的总体目标：
到 2020 年，“幼儿园办园行为普遍规范，保教质量明显提升。”并指出“中等职业学校相关专业重点培养保育员。”作为新增专业，
保育人才的教学培养模式目前无迹可寻，“工学结合，一体化”在工科领域教学中获得显著成果，结合一体化教学模式的理念，对
课程进行一体化改革，提升保育人员的保育能力，是推动学前教育深化改革和规范发展的重要抓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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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体化教学的内涵 

2013 年 4 月，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发《一体化课程规
范开发技术规程（试行）》，从一体化课程的开发原则、一体化课程
内容与结构、一体化课程开发流程等方面规范了全国一体化课程开
发工作。一体化教学改革对全国技能院校的教学水平起了巨大的推
进作用。 

本研究将在一体化课程改革的理念指导下，围绕保育工作的岗
位能力要求，依据保育工作一日流程规划教学工作任务，采用一体
化的方式开展教学，形成一套适合中职保育专业学生的教学设计及
课程评价标准,使学生完成课时学习后具备专业“保育”能力的人才。 

二、教学模式进行“一体化”教学的必要性 

目前对于保育员的培养方式主要是以机构培训为主，而机构对
保育员的培训基本是短期培训为主，仅为应付考证，无法达成保育
人员的应具备的专业水准。 

保育工作是幼儿教师及保育员必须掌握的基本工作，有明确的
操作流程和规范要求。在目前的中职幼儿教育专业中，与幼儿保育
相关的课程为《学前儿童卫生与保健》或《幼儿卫生与保健》。此
二门课程均是按照学科体系的设计思路讲解相关理论知识，主要分
为理论知识和保健工作两个部分。尽管增加了保健技能的内容，但
是并没有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因此，目前幼儿园保育工作中存
在“保中无育”，保育员无法在保育工作中发现教育的契机，对幼
儿进行有效指导。 

中职学生由于受年龄特点和文化基础水平制约，决定其难以在
理论课上理解相关理论知识，并将理论知识直接转化为工作能力，
也难以在今后日常保育中发现教育价值并在工作中“有保有教”。  

综上所述，而针对保育专业人才的培养，我们的培养模式决定
了我们能否培养出具有科学的教育理念和专业的保育技能的保教
人才。《幼儿卫生与保健》作为培养保育能力的专业核心课程，对
保育人员培养的专业程度有举足轻重的决定性，针对中职学校保育
专业的专业课程《幼儿卫生与保健》进行教学模式探索，科学组织
教学内容，探索出适合中职学生年龄特点和学习特点的教学手段与
方法，构建科学的课程评价体系，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三、主要做法和特色 

1.专业骨干教师企业挂职锻炼，校企合作对课程进行开发 
《幼儿卫生与保健》在幼儿教育专业课程列为专业理论核心课

程，课程教学方式基本是以理论为主。通过企业访谈，确定该课程
是集理论与技能为一体的课程，学生需要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上进行
技能操作。而中职保育专业教授该课程教师均是学前教育专业，老
师们缺乏对保育工作的实践锻炼。因此，我们要求教师进行一个月
的幼儿园挂职锻炼，切实了解当前幼儿园一日生活保育中典型工作
任务，为教师今后参与课程开发及教学开展打下基础。 

在本次课程开发中，我们还邀请当地幼儿园资历比较深的园长
参与其中，在”善思考、会保教、能审美、懂关怀”的人才培养理
念下，共同梳理工作任务、明确每个任务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与
教学评价，保证学生在实践操作过程中“保中有育”。 

2. 创设一体化教学环境 
设备是进行一体化教学活动的必须条件。以工作情景为背景，

对教学场地进行设置。因此，实训室中除了有幼儿园仿真室的基本

设备，同时还有讨论区、资料查阅区，展示区并配有展示架、投影
仪、计算机等，有效促进教学活动的开展。 

3. 采用集体备课模式 
在备课环节，采用集体备课制，将集体备课作为教研活动，参

加备课的人员有专任教师以及教研组长，主要解决教学进度，确定
学习中的重点、难点，在现有资源下如何开展教学活动、如何突破
重难点、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如何根据现实中保育员工作过程中存
在的典型问题和学院现有资源完善工作页。 

4.校企共育，教学改革更落地 
在本课程教学中，除了以任务驱动式教学外，还会针对该课程

开展为期两个星期的实习。学生通过实习，能够把课堂上的知识、
技能应用在实际工作中，在园中得到企业评价及教师指导，使得教
学改革更落地。 

四、开展一体化课程的基本情况、工作进展和成效 

一体化教学在工科类专业教学活动中已经获得显著成效，幼儿
教育专业一直都是按照传统授院校课模式进行，在 2019 年在 19 级
保育专业《幼儿卫生与保健》课程中开展一体化教学活动，扎实推
进教学工作，获得了一定的教学成效。 

1. 学生的知识技能和职业素养有所提升 
通过一体化实践教学与传统教学对比，按照一体化课程标准对

学生进行指导学习，学生综合素质全面提升。学生在一体化学习中，
通过明确任务、收集信息、制定计划、做出决定、实施计划、检查
控制、评价反馈的六个步骤中，学会了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处理
信息能力，沟通协作能等。19 级学生进入到实习岗位也得到了用人
单位的一致好评，到岗即能上岗，减少了用人单位的岗前培训。 

2.培养了一批一体化教师 
通过本次课程改革，教师们参与了课程改革、严格按照一体化

课程标准，认真学习一体化教学，参与专家访谈、工作任务的梳理、
课程内容、课程目标的制定等。教师们在学中做，不断反思，改进、
试讲、反思评课，教研组中培养了三个省级一体化教师。 

培养合格优秀的保育员是推动我国学前教育快速稳步发展的
有效手段，作为培养保育员的职业院校，需创新培养模式，优化培
养课程体系，理实结合，课堂上突出保教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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