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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教育实习调研报告 

——以广东省为例 
王  萍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广东湛江  524000） 

【摘  要】本研究通过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广东省三所职业院校进行较为全面的调研，从而了解了广东省学

前教育专业教育实习的情况。通过调研发现：实践课程比重凸显、实习方式多元化、实习管理不健全、实

习准备不足、指导教师参与度低、评价方式单一等，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例如，建立开放性、

综合性的实践课程体系、教学与实习相结合、建立多元化的指导和评价方式、建立健全实习保障体系等，

从而改善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教育实习的现状，促进学生更有效地完成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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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

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指出要“以实践为导向优化教师
教育课程体系”。而教育实习是教师教育主要的实践性教
学环节，可以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水平，为就业奠定基础。
本研究通过调研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教育实习情况，更
好地了解教育实习的现状和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改善
教育实习的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调研对象及方法 

本研究调查了广东省 A、B、C 三所高职高专院校以
及 2016 级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共计 285 名实习生。通
过问卷法和访谈法来获取高职院校以及学前教育专业实
习生关于实习工作的相关情况，其中以实地调研访谈的方
式了解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的教育实习情况，以电子问
卷和集体座谈的方式了解实习学生对教育实习的反馈情
况。在实地调研中收取了三所职业院校的教育实习资料，
如人才培养方案、教育实习方案等，并针对学生发放 285
份电子问卷，填答问卷 252 份，有效问卷 227 份，有效率
为 90%，另外以集体访谈的方式补充调研内容，进行信息
收集。 

2  调研结果分析与讨论 

2.1  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教育实习现状 
2.1.1  从课程设置看，实践课程比重凸显 
三所学校课程设置都强调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强调

实践教学环节，人才培养方案中实践课程比重都占了 30%
以上。除了实习外，还包括以实践训练为主的教学实践课
程，占了 8～11 个学分，其中 A 学校独立实践教学与实
习时数达 55.35%，实践课程比重凸显。 

2.1.2  从实习方式看，呈现多元化的形态 
三所学校都在不同学期安排多种形式的实习活动，

其共同点都包含见习和实习两大部分，不同点主要体现
在见习内容和见习时间安排上有差异。A 学校教育实习
包括认识实习、跟岗实习和顶岗实习，B 学校包括保育
见习、教学见习和顶岗实习，C 学校包括见习和顶岗实
习。 

2.1.3  从实习管理看，保障体系不够健全 
通过问卷结果显示，40%的学生认为实习管理相关的

工作“非常到位”，30%的学生认为“比较到位”，25%的
学生认为“一般”，5%的学生认为“比较不到位”和“很
不到位”。可见，大部分同学对实习管理工作认可度一般。
通过访谈，了解到三所学校都成立了由系领导牵头的综合
检查组，但落实不到位，由于实习同学较分散，所以很少
到分散实习场地检查指导工作。 

2.2  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教育实习反馈情
况 

2.2.1  实习准备方面 
在与实习生进行座谈时了解到，在实习之前学校都会

对实习生开动员大会，并分配指导老师对实习生进行实习
前的指导。但部分实习生表示学校和所在的实习单位并没
有进行专业的培训和充足的指导，指导比较浅显和表面
化，从而导致很多学生准备不足，心理承受压力比较大。 

2.2.2  实习过程方面 
（1）指导教师参与度较低。通过问卷的统计结果显

示，关于指导效果方面 65%以上的实习生选择“效果好”，
24%的实习生选择“效果一般”，11%的实习生选择“效
果比较差”。通过座谈了解的情况来看，学生实习地分散，
指导教师供不应求，学生很少有机会与指导教师进行沟
通，学生普遍认为实习指导教师不能经常深入实习一线指
导教育教学工作。学生实习期间主要由实习单位的教师负
责指导，但可能会发生一个实习单位指导老师带很多学生
的情况，学生的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 

（2）实习单位提供机会少。学生刚进入不同的幼儿园
实习的时候，教学经验不够，稳定性不强，大部分学生做
助教工作，有一部分学生只能做保育员不能参与教学，这
样不能实际、全面地参与学前教育工作，得到的锻炼有限。 

（3）个人岗位能力较欠缺。通过问卷统计结果显示，
学生认为最欠缺的能力主要包括“实践能力”“沟通能力”
“班级管理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而且，在访谈时学生
也认为上述能力不足不仅影响到实习工作，而且导致心理
压力比较大。因此，学生认为，一方面学校应重视个人岗
位能力的培养，为实习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实习单位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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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进行持续性的专业化实践培训，以应对实习中出现
的问题。 

2.2.3  实习评价方面 
（1）评价体系不完善，评价方式比较单一。三所学

校的考核制度较为单一，其中 A、C 学校主要通过上交实
习手册，实习单位和学校指导老师的打分方式进行考核。
B 学校成绩主要由实习学校指导老师考核，评定成绩由教
学视频片段、实习出勤情况及实习报告、实习日记组成，
并按优、良、中、及格、不及格五个等级评定。以上方式
明显不够客观和全面，评价方式比较单一。 

（2）自我反思能力较为缺乏。通过查看实习生手册
和对实习单位访谈发现，实习生在面对幼儿突发状况的处
理上能力较为缺乏。主要原因在于实习生缺乏自我反思的
能力，处理实习问题上不能总结经验，仍处于摸索学习阶
段，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较为不足。 

3  结论与对策 

通过调研发现，三所高职院校教育实习方面仍然存在
一些问题，因此，本研究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以最大限
度地改善教育实习工作，保证其有效开展。 

3.1  创新教育实习观念，建立开放性、综合性的
实践课程体系 

教育实践不仅包括见习和毕业实习，还包括研究性学
习，与课程相结合的专题实践或专题性参观、模拟操作等，
比如，可以在新生入学开始将入园体验或参观列入教育实
习计划，这些实践活动可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从而为
将来工作做好准备。 

3.2  加强各学科间的交流，将教学与实习相结合，
提高实践课程的针对性 

高职院校需要从宏观上统一设置教育实习的目标，将
学生实习所需要的专业素养的培养目标分解到各个阶段
的实习和各个学科的实践环节中，各科教师也要根据自身
学科特点安排有针对性的实践项目，将教学与实习相融
合，提高实践课程的针对性。 

另外，高校课程设置上也应改革，应该根据幼儿园的
实际情况和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为学生安排实践能力培
养的课程，并在课程中体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培养学生
的相应能力，更好地服务于实习实践。 

3.3  实施多导师制度，形成多元化的指导形式，
加强指导工作 

美国“UTeach 教育实习指导教师包括大学教师、高

级教师、辅导教师、合作教师、外部评价员、大学观察员，

负责指导、观察与评价职前教师的教育实习”[1],具有多元

化的特点。因此除了高校教师，幼儿园教师等也可以作为

指导教师，扩大指导教师的概念，建立多导师制度，而且

指导形式也应多元化，比如，集中统一指导和小组指导、

一对一指导等。另外实习过程中，指导教师应加强与实习

生的联系，加强个别指导工作，从而及时处理实习中的各

种问题。 
3.4  高校和实习单位应做好实习保障，实习生要

不断完善自己的相关能力 
3.4.1  高校需要加强实习生岗前培训 
在实习之前，高职院校与幼儿园应做好“园校”合作，

密切联系幼儿园，共同为实习生做好专业的岗前培训，高

校指导教师要就实习的重要性以及实习内容对学生进行

介绍，让学生对实习有充分的了解和心理准备。 
3.4.2  实习单位要为实习生提供条件和氛围 
第一，在实习培训上，实习单位不仅要加强实习前的

培训，在实习过程中也要时刻关心实习生的需求，不间断

地进行针对性的专业实践培训；第二，在实习分配上，实

习单位要结合高校培养要求和幼儿教师的专业要求，为实

习生安排合理的工作，保证其各方面能力的锻炼；第三，

在实习指导上，实习单位应为实习生安排有经验的主班老

师加强指导，从而提高教育实习的效果。 
3.4.3  实习生应不断完善个人相关能力 
实习前，实习生在学校应打好基础，扎实学习，不断

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实习中，实习生应该根据自己实习

过程中欠缺的能力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虚心向学校和实

习单位的指导老师请教，在平常的实践教学中及时总结经

验，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个人实践能力。 
3.4.5  在实习评价方面，采用多主体、多途径的评价

方式，重视实习反思 
实习评价体系要不断建立健全，力求评价方式和评价

主体等的多元化。“除了对理论知识的要求、书面答卷外，

还可以采用包括观察与调查报告、个案检测与分析评价、

视频录像、实作图片、说课、现场抽签及模拟操作、手工

制作、专场汇报、能力检测、等级考核” [3]等多种途径的

评价方式。评价主体上也可以邀请行业专家、第三方评价

等，从而保证实习评价的公平性。 
另外，在实习评价方面要重视学生的自我反思能力，

除了在实习过程中要不断总结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做好过

程性反思，另外在实习后也要及时总结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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