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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学前专业学生科学研究能力提升策略研究 
◆王玉荣 

（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摘要：加强学前教育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是时代的需要、市场的需求,

然而当前学前教育专业学生面临着科研意识缺失、研究能力弱的一种普

遍困境。鉴于此,构建多元化的科研能力培养体系、创新科研教学模式成

为改变这一困境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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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高职学前专业的学生发展的定位是成为幼儿园一线教师。从

教师基本素养的一般性来看，教育教学研究能力是当今幼儿园教
师必不可少的能力之一。但目前对幼儿教师和准幼儿教师的调查
中都显示其科研意识淡薄，科研能力缺乏，不能立足科研对教育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的观察研究，在为幼儿服务及解决实
际问题中显得无力和缺乏专业性。就此问题，我们进行了问卷调
查，了解原因，寻找解决办法，并进行实践验证研究，以期在提
升幼儿教师科研能力上提出有效可行的措施。 

二、研究对象与目标 
以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为主的黑龙江省高职院校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获得研究样
本。重点研究的问题是“高职学前专业学生科研能力培养与提升
的策略”，主要是结合学前专业的《学前科学研究方法》课程、
互联网平台上的资源开发与利用、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毕业论
文设计大赛四个载体来设计。使得学前专业学生学会科研立项，
能够独立或与他人合作完成研究课题。进而成为具有较强科研能
力的合格幼儿园教师。 

三、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科研能力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现状：参与调查的 120 名学前专业学生提交问卷。问

卷总分 46 分，幼专生总得分 22.8 分。在分项问卷中得分情况如
下：科研目的满分 4 分，得分 1.5 分；科研过程的掌握总分 4 分，
得分 2.2 分；科研论文的撰写总分 8 分，得分 3.5 分；问卷星软
件掌握总分 4 分，得分 1.5 分；观察记录知识掌握总分 6 分，得
分 2.5 分。 

（二）存在的问题 1、科研意识淡薄。访谈及调查结果显示，
在校学生大多认为自己将来就是教小孩子，和科研这种高达上的
事情联系不上。自己只要教好幼儿就行了，用不着搞科研，也没
有科研的能力和时间。2、科研认识偏颇，缺乏学习动力。幼专
学生没有把科学研究方法课程的学习作为自己将来专业成长的
必修课。学不进去，敷衍了事。重结果轻过程的现象十分明显，
甚至学生有一种错觉，认为教育科研就等是写论文或研究报告。
而缺少实践数据的支撑，所写论文和报告必然空洞无物。3、科
研功底不足。对于科研的一般理论知识掌握不全面，更不具有独
立进行科学研究能力。（1）不会选题。题目过大、过小，或者不
够具体明确。（2）不懂科研基本流程。不能根据科研的需要做好
计划，以及具体实施。（3）缺乏相应的科研技术手段支持。数据
分析单一，不能利用新的科研统计分析技术。（4）科研成果总结
缺乏规范性。论文或报告书写不规范，表达不够明确直观等。 

四、研究结果及分析 
经过两年的研究，问卷星统计结果为：学前专业学生的科研

水平普遍有所提高，提高幅度比率为 32.61。但具体科研能力方
面提高不均衡，尤其确定课题和文献检索能力，提高幅度较小，
其中确定课题比率提高 28.34，提高幅度 小；科研过程掌握和
观察记录分析的能力提高比率较大，分别为 50 和 48。 

五、结论：通过研究学前专业学生的科研水平普遍有所提高。
但还存在下列问题。 

1.学生的科研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从统计结果来看，学生
的科研意识虽然有提高，但整体水平略低，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首先，科研选题能力较低。“万事开头难”，科研选题关乎科
研的成败和对教育教学的促进作用，能在教育学习过程中发现问
题并准确选题是学生学习科研过程中 为重要的一环，应该加强

具体指导。如，选题方法、途径和选题的要求等。 
2.科研论文的撰写知识掌握不够理想。科研成果的总结是教

育科学研究的收口阶段，通过一定方式呈现出来供大家了解、参
考和使用。所以，科研论文能实事求是、准确呈现科研结论是首
要的要求。第二，需要规范书写和表达。学生还需要熟练掌握这
方面的知识。另外，科研成果的体现不仅有论文的形式，应该丰
富学生表达科研成果的形式。 

六、改进建议 
（一）构建“学——研同步”的“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课程的教学模式。 
改变学前专业学生科研能力弱的现状的首要问题是改变学

生对科研课程学习不重视、不愿学习的问题。其次，是丰富有关
的学前教育研究常识和相关理论。这主要依靠“学前教育科学研
究方法”的课堂学习加以改变。诸如科研的重要意义，科研课题
的立项、课题的选择与论证、研究方法的使用、研究资料的收集
与整理、统计与分析、研究成果的撰写等都来源于系统的课程学
习。因此，必须探讨学前教育科研理论与研究实践相结合的有效
途径，“学——研同步”无疑是 好的办法，即科研理论学习和
科研实践同步进行。从选题、立项、做计划、实施、统计分析、
撰写科研成果都与学生课程的学习过程同步推进。这不仅提升学
生对科研的重视，更切实促使学生亲力亲为地掌握了课题研究的
全过程和具体操作。丰富了对理论的认知和对科研技能的掌握。 

（二）丰富和利用多种平台提升学前专业学生科研实践能
力。 

1、网络平台为我们科研开辟了更直接和广阔的道路。教育
科学研究也应与时俱进，借助此平台，让学生在网络使用中建立
对科研的亲切感、消除为难情绪，同时提升对科研分析软件的掌
握和使用，提高科研能力的具体掌握和使用效果。如数据网络平
台中的教育科学研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智多星的使用等等。 

2、借助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二者合并进行。大学生
有活力、有理想和冲劲，对于在校创业很渴望。在创新创业过程
中，难免盲目，结合科研对设想进行论证和调查，在论证的基础
上开展创业，不仅使科研有意义、有价值，也使创业更具体踏实。
对学生更有挑战性和吸引力，同时解决科研资金的问题。 

3、指导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毕业论文设计大赛。用得上、
用得着是激发学生学习动力必不可少的条件，让学生在学习和实
践过程中看到效果，不仅可以体验成功的喜悦，更能增强学习动
力和信心。全国大学生毕业论文比赛是 好的平台，检验学生在
科研学习、实践的效果。 

（三）增强学生就业信心，促进自我发展。在课题研究过程
中，高职院校学前专业学生是直接的参与者与实施者，学生在参
与和实施研究的过程中，掌握互联网+平台使用方法，参加大学
生创新创业计划中研究项目的研究，参加各类学前专业学生毕业
论文评比大赛，促进了自身科研素质的提高，更加从容面对见实
习和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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