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和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学前教育专业

专业代码：670102K

二、入学要求

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三、修业年限

学制：全日制专科三年

修业年限：三年

四、职业面向与职业岗位分析

（一）职业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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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职业岗位分析

主要面向幼儿园，从事幼儿园教师教育工作。

初始主要工作岗位：幼儿园副班教师。

发展岗位：工作一定年限在获得一定工作经验后，可以成为主班教师。

副班教师岗位：服从班级工作安排，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合理组织幼儿一日

生活活动、游戏活动、教育教学活动，做好班级常规管理，促进幼儿在愉快的幼儿

园生活中健康成长。

主班教师岗位：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及班级幼儿的兴趣需要，合理设计班级的

阶段性保教方案，规划并组织幼儿的一日生活活动、游戏活动、教育教学活动，做

好班级常规管理，促进幼儿在愉快的幼儿园生活中健康成长。

五、培养目标与规格

（一）人才培养目标

 !"#$%&'()*+,-./01234567389:;3<2=



>3?@ABCBDBEBFG<,-3HIJKLM3NO()*+P!3QR

STU*VW!XABY#Z[B\]/\U^_\`abcUde*+fK3Q

ghiU()*+ !j[aklU*(m+niopq3rstu3pvwde

x*+*(U y(z{|U}~ ¡¢£dex*V¤

（二）人才培养规格（素质、知识、能力）

1.职业基本素养 

（1）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掌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

观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积

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国家认同感、中华民族自豪感，

崇尚宪法、遵规守纪。

（2）崇德向善、诚实守信、爱岗敬业，具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热爱学前

教育事业，树立正确的儿童观、教师观和教育观，掌握幼儿园职业道德规范和相关

法律法规，具有立德树人和依法执教的意识，尊重幼儿人格，富有爱心、责任心，

为人师表，发挥自身榜样作用，志愿做幼儿健康成长的启蒙者和引路人。

（3）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具有团结互助、勤俭节约、吃苦耐劳、耐心细致、

认真做事、乐观向上等优良品质和文明行为习惯、体育锻炼的习惯，达到国家体质

健康合格标准。

（4）具有终身学习与专业发展的意识，具有创新创业的精神，能够适应时代

和教育发展需求，进行学习和职业生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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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育人的能力。

（5）初步掌握反思和批判性方法和技能，具有发现与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初步的教育科研的能力。

（6）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初步的英语和计算机应用、现代教育信息技术运

用能力并获得相应的等级证书。

3．岗位能力要求分解及课程设置的依据（见表 1）

表 1 岗位能力要求分解图表

序号 岗位能力 能力要求及必须具备的知识 开设课程
实践

环节

1

谈话、观察与记

录分析幼儿发展

能力。

2
规划和实施一日

生活能力。

3

设计和组织与评

价教学活动能力。

4
支持和引导游戏

活动能力。

5

创设与利用教育

环境和资源能力。

6

与家长和幼儿有

效沟通、与他人

合作，建立同伴

和师幼关系的能

力。

7
反思和自我发展

能力。

8
教育科研的能力。

9 语言表达能力

必备的知识：
（1）具有相关学科基础知识，一定的人文、科
学基础知识、艺术欣赏表现、现代信息技术等
通识知识。
（2）了解学前教育改革发展动态，具有扎实的
学前儿童身心发展和保教的基本理论和技能，
掌握幼儿园教育教学的基本方法和策略： 
A．掌握不同年龄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规律、
个体差异和促进幼儿全面发展的策略方法。
B．熟悉幼儿园教育的目标、任务、内容、要求
和基本原则。C．掌握幼儿园环境创设、一日生
活安排、游戏与教育活动、保育和班级管理的
知识和方法。D．掌握幼儿安全防护与救助及观
察、谈话、记录等了解幼儿的基本方法。E．掌
握幼儿园各领域教育的特点与基本知识。F.掌
握幼小衔接的知识和方法。G.具有一定的现代
信息技术知识。H.掌握与幼儿教育、教研有关
的知识和论文写作的基本方法 I．掌握开展幼儿
教育活动所需要的体育、艺术基本知识和相应
的弹、唱、跳、说、画、做、编的技能。
能力要求：
（1）能够观察幼儿、与幼儿谈话并能记录与分
析。运用各种方法，客观、全面了解和评价幼
儿，并运用评价结果指导改进工作。（2）能够
掌握幼儿园班级的特点，建立班级秩序与规则，
实施进餐常规，教会幼儿保持洁净的方法，培
养幼儿的如厕能力，进行常规的幼儿保健及指
导幼儿学会整理。（3）能灵活地设计或选择适
合幼儿特点的各类教学活动并组织实施、反思
评价。（4）能灵活设计或选择适合幼儿特点的
各类游戏设计并组织实施、有效支持与引导。
（5）能够合理规划利用时间与空间，合理利用
资源，设计与制作玩教具和学习材料，创设安
全、健康、适宜的，有助于促进幼儿成长、学
习、游戏的教育环境。综合利用幼儿园、家庭
和社区各种资源全面育人。（6）掌握沟通合作
技能，能够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和师幼关系，
营造良好班级氛围。理解学习共同体的作用，
具有团队协作精神，掌握沟通合作技能，具有
小组互助和合作学习体验。（7）初步掌握反思
方法和技能，具有一定创新意识，运用批判性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形势

与政策、体育、

大学英语、大学

语文、计算机应

用基础；学前儿

童卫生与保健、

学前儿童发展心

理学、学前教育

原理；学前教育

科研方法、学前

教育政策法规与

专业发展、幼儿

园课程与教学理

论、幼儿园教育

环境创设、幼儿

游戏与指导、幼

儿文学、幼儿健

康教育与活动指

导、幼儿科学

（含数学）教育

与活动指导、幼

儿社会教育与活

动指导、幼儿艺

术（音乐、美术）

教育与活动指导、

幼儿语言教育与

活动指导、幼儿

园班级管理、学

前教育评价、学

前儿童家庭教育、

学前儿童行为观

课内实

践训练、

教育见、

实习、

第二课

堂活动

和社会

实践活

动、顶

岗实习、

创业实

践



10
现代教育信息技

术运用能力。

思维方法，学会分析和解决问题。（8）有初步
的教育科研的能力。能运用所学知识与理论正
确分析学前教育领域的热点现象和问题，用初
步掌握的学前教育科研技能和能力开展教育科
研活动。（9）能用标准或比较标准的普通话进
行口语交际，正确把握教师口语的特点，运用
教育、教学口语的相关技能进行教育教学实践。
（10）能够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教学活动，
能够用各种技术手段制作微课，组织教学和评
价，为幼儿园教育教学服务。

察、学前教育评

价、幼儿体操编

排、蒙特梭利教

学法、教师口语、

现代教育信息技

术、钢琴、音乐、

美术、舞蹈、写

字等、毕业设计；

健康教育、军事

理论、军事技能

训练、创新创业

教育与职业生涯

规划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根据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规格，本专业课程体系从课程性质分，是由公共基础

课、专业（技能）课、专业实践（综合技能）、选修课（专业限选、公共选修）四

大类构成。从学前教育（师范）课程类型分，是由通识课、教师教育课、支撑各领

域艺术课程构成。

公共基础必修课专业安排在第一、第二学期进行，以便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奠定

基础。

专业（理论）必修课设为短期课程，专业理论课、专业技能课根据专业知识的

内在逻辑体系在第一至第五学期做均衡安排。

专业选修课是专业课程的延伸和补充，在第三、四、五学期开设。

（一）公共基础课程

1.《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

课程目标：使学生系统掌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

涵、基本原理、主要观点和科学方法，了解中国的历史和国情，正确理解我国的内

政外交等基本国策和党的方针政策；使学生树立历史观点、世界视野、国情意识和

问题意识，增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懂是非、明善恶，坚定“四个自信”，增强社会责任感。

主要内容：教材除前言和结束语外，由三部分共十四章组成，分别为：毛泽东

思想（共四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共三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共七章）。

教学要求：通过专题理论教学和课堂实践活动，灵活运用问题式、案例式、讨

论式、体验式和倒置式等教学方法，有效利用新媒体新技术手段，增强教学的思想



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

2.《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

课程目标：引导学生深化对人生观、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法

治理论的认识；增强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

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操和法治素养；教育和激励学生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勇做时代的弄潮儿。

主要内容：教材分为绪论及六章共七个部分。绪论的主题是时代新人要以民族

复兴为己任，第一章的主题是人生观问题，第二章的主题是理想信念，第三章的主

题是中国精神，第四章的主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五章的主题是道德观和道

德素质，第六章的主题是法治观和法治素养。

教学要求：注重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注重知识体系向价值体系的转化，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灵活运用案例教学、研讨式教学等教学方法，增强教

学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

3.《形势与政策》课程

课程目标：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新时代国内外形势；引导大学生准确理解党的

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

主要内容：全面从严治党形势与政策的专题，重点讲授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

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以及贯穿其中的制度建设的新举措新成效；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与政策的专题，重点讲授党中央关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决策新部署；港澳台工作形势与政策的专题，

重点讲授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的新进展新局面；国际形势与政策专题，

重点讲授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新贡献。

教学要求：依据教育部每学期印发的《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点》安排

教学，突出理论武装时效性、释疑解惑针对性、教育引导综合性；理论教学与实践

教学相结合，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组织课堂教学。

4.《大学英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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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体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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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学语文》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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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创新创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课程

课程目标：《创新创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课程作为我院学生的公共必修课，目

的是通过系统的职业指导和创新创业训练，使学生在态度、知识和技能三个方面达

到以下目标：通过教学，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就业观念，加强职

业道德教育，确立职业的概念和创新创业意识；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大学生基本了

解职业发展的阶段特点，较为清晰地认识自己和职业的特性以及社会环境，了解就

业形势与政策法规，掌握基本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相关的职业分类以及创新创业基

本知识；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大学生掌握职业生涯规划技能、求职技能和创新创业

能力等，学会撰写职业生涯规划书和商业计划书等。

主要内容：职业意识培养与职业生涯发展、提高就业能力、求职过程指导、创

新创业基础及核心能力、创新创业培训实务等。

教学要求：通过理论和实践教学，达到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及创新创业能力的

目的。

8.《军事理论》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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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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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军事技能训练》课程

¥¦§¨© ¥¦Ȟıň}(¸UÎIÏÐĚȟ3ę,OźNų3Ôlźǆf

KaźǇǈGZ[ÈƁƂOź×ØBǍD×ØaǬȠ¹ȡ×Ø*+3Ôl(¸âǐ

ǑýfK3?@ȢȣȤȥUħȦ3ň}(¸UÀµ~ Èĸ(¸Ĭĭć ǄPj[

ap30œźnƽƏǔǄ?@ǕgǖȧaǘgǙǄǚB0źǇ?@ÕÖ×ØP!

UşƃƨaȨȩnĆTćĈ¤

×Ç>Ü©Ţţźǆ*+ǤǥBŝǰċêBȪÅȫBȬȭBȬċņ¤ŝǰċê

ƆǄĊú7Ȯ3ȯŢţ©4bBȰǜBȱȲȝƵįBƂƁBȳŪȴBbŪBȵŪB

ȶŪB4MBȷ³BÒ4BȸHȖǝBȸȳȹȺBȻȼBȼȽBË4Báǰ¶ÖŨ

ņņ¤

*(Ç/: ¯°ǄĊ3ĸƅ(¸Ĭĭć ǄPHŤmǄPp3ÔlźǆfK

aźǇǈGZ[3lÍOź×ØBǍD×ØfK3ēlâǐǑýì3ǓƁƅ(¸À



µ~ Uň}¤

（二）专业（技能）课程

1.《学前儿童卫生与保健》课程（专业核心课程）

课程目标：要求学生理解掌握学前儿童卫生保健领域中的基本理论，形成从事

学前儿童卫生保健实践活动的专业素养和能力；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安全保护意

识；Ħ4bcU*VfBeȿfBn¸fBÚÛfmW!f3@ãŶɀÐ(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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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课程内容由三部分组成，第一是基础理论部分。包括绪论、学前儿

童身体发育特点及卫生保健单元。第二是幼儿园常规管理部分。包括学前儿童生活

护理单元、学前儿童生活活动与教育活动的卫生保健单元。第三是卫生、健康部分。

包括学前儿童营养与膳食卫生单元、学前儿童身体疾病及预防单元。

教学要求：加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通过案例教学、研讨性学习等方

法，使学生能理解学前儿童卫生保健工作的重要性，形成正确的健康观；全面掌握

学前儿童卫生与保健的内容和要求，具备托幼机构保教工作的实际能力和技能；形

成做事认真细心、富有爱心和责任心等职业品质，并在日常生活中学以致用，身体

力行各项卫生要求，促进自我身心健康。

2.《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课程（专业核心课程）

课程目标：要求学生了解研究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基本方法，明确学前儿童发

展心理学的基本概念，系统掌握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基本规律、基本理论以及各年

龄阶段心理发展特征的基本知识；初步具有运用相关的知识分析、解读幼儿心理行

为的能力；"ɃɄɅɆ×Ø0Ķ13Ħ4bcUeȿfa*+f3Ğãɇ/Ɉ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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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包括学前儿童心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年龄特

征、学前儿童认知的发展、学前儿童情感、个性、社会性的发展等。

教学要求：加强理论和实际的联系，通过课堂讲授、讨论、案例教学、实践教

学等等多种教学形式和方法，使学生掌握学前儿童各认知因素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

点,掌握学前儿童情感、社会性、个性的发展趋势与特点，并能运用相关理论知识

评析学前儿童在生活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同时能主动地投入幼教科研工作，学会主

动搜集有关幼儿心理的研究信息，初步具有开展教育科研活动的能力。

3.《学前教育原理》课程（专业核心课程）



课程目标：要求学生掌握学前教育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能够运用所学学前

教育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各种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形成科学的教师观、

儿童发展观和教育观，Ħ4bcUɊɋfBn¸fBÚÛfæɇ/ɈHBɉúü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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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包括了解学前教育的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历史；认识幼儿与幼儿教师

在活动中的角色地位；幼儿园教育的目标、任务及原则；幼儿园全面发展教育的目

标、内容和途径；幼儿教育活动的特点、原则、方法和组织形式及幼儿园与小学、

家庭和社区的合作与衔接的内容和方法等。

教学要求：加强理论与实践教学的结合，通过案例教学、研究性学习等方法，

使学生能正确认识幼儿教育的基本要素，理解幼儿教育的目标、任务、原则要求，

掌握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的特点、方法、组织形式、评价及幼儿园与小学、家庭和

社区的合作与衔接的内容和方法等的基本理论。能科学有效地解决幼教情境中的问

题与矛盾，掌握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和谐发展的教育策略。能在今后的教育过程中能

正确运用教育理论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和谐发展，提高综合职业能力。

4.《学前教育科研方法》课程

课程目标：要求学生能较系统地掌握学前教育科研方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

熟悉学前教育科学研究的基本过程；能针对学前教育的实际，正确选择课题，灵活

运用常见的学前教育科研方法开展研究，独立完成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的写作；养

成ɉúPiBɇ/ɈHBɎɏÎɐBɑiɒJBĘñY#ņSTUyƳ~ ¤

主要内容：包括学前教育科学研究的基本原理、课题研究的一般步骤、学前教

育科学研究的各种方法、研究数据统计分析及论文与研究报告的撰写。

教学要求：加强理论与实践教学的结合，通过项目教学、案例教学、研讨性学

习等方法，使学生能理解学前教育科学研究的基本原理，掌握课题研究的一般步骤，

能灵活运用常见的学前教育科研方法开展研究，独立完成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的写

作，养成一定的科研素质，形成“科研服务于学前教育事业”的意识和基本素质，

为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将来开展教育科研奠定理论和能力基础。

5.《学前教育政策法规》课程

课程目标：要求学生掌握现行学前教育政策、法规的主要内容；学会根据学前

教育政策、法规开展学前教育教学活动及运用学前教育政策、法规这一法律武器解



决教育活动中出现的法律问题，提高依法治教的能力，树立依法治教的法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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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课程内容主要是对各种政策法规文件的解读，包括《3-6 岁儿童学

习与发展指南》、《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幼儿园管理条

例》、《幼儿园工作规程》、《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幼儿园教师专

业标准》、《学前教育督导评估暂行办法》、《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

《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规范》、《关于加强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

《儿童权利公约》等主要学前教育政策法规。

教学要求：加强理论与实践教学的结合，通过案例教学、见习观摩、调查、访

谈等方式方法，使学生能正确理解与学前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等文件的基

本内容、基本内涵及核心精神。能根据学前教育政策、法规的要求开展学前教育教

学活动，能结合幼儿园的案例进行初步的分析及运用学前教育政策、法规等法律武

器解决教育活动中出现的法律问题，具有依法治教的意识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

运用法律法规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6.《幼儿园教育环境创设》课程（专业核心课程）

¥¦§¨©Ç/(¸ǅƏdexɓɔYƃU×Ç>Ü3ĬĭdexĂƤ*+ɓ

ɔYƃUÇɕ3æć p3QRƀdexĂƤɓɔƁƂYƃUpq3Ħ4bcU

()*+faɓɔǈGZ[3@ãɖHǢrBOɁȻ!B"rħùB0nVƢUW

!\`¤

主要内容：包括幼儿园教育环境创设的基本理论、幼儿园各种教育环境创设的

主要内容、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幼儿园室内外空间环境及区域环境的创设、幼儿

园各类墙饰的设计与操作等内容。

教学要求：加强理论与实践教学的结合，通过参观、见习观摩和实训的方式，

使学生充分认识幼儿园环境创设的重要性以及对幼儿发展的重要意义，掌握幼儿园

各类教育环境创设的要点，掌握环境创设的基本技能，并能运用幼儿园环境创设的

理论知识及技能设计和创设符合幼儿年龄特点的适宜的教育环境，提高学生从事幼

儿教育工作的素质和能力。

7.《幼儿园课程与教学理论》课程（专业核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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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包括幼儿园课程的基本概念及原理；幼儿园课程目标；幼儿园课程

内容与组织；幼儿园课程实施；幼儿园课程评价；以及课程改革和发展等方面的知

识。

教学要求：加强理论与实践教学的结合，通过课堂讲授、讨论、案例教学、任

务驱动、研究性学习、课外实践、见习、小调查、小访谈、知识竞赛等多种教学形

式和方法，使学生能够理解幼儿园课程的有关概念和原理，掌握当前我国幼儿园课

程的主要类型以及幼儿园课程目标的制定及表述；理解幼儿园课程内容选择的原则

及存在的问题；掌握幼儿园课程内容的组织方式及不同组织方式下的幼儿园课程类

型，并具备分析幼儿园教材和教育活动计划在内容组织方面的情况的能力；掌握幼

儿园课程实施的主要途径，幼儿园课程的评价标准、指标及评价的方法，并具有一

定的评价能力；能够运用所学课程理论，正确认识和分析实际工作中的各种教育教

学现象，初步具备研制和开发幼儿园课程的能力。

8.《幼儿游戏与指导》课程（专业核心课程）

课程目标：要求学生掌握幼儿游戏的基本概念和各类幼儿游戏的特点、设计与

指导方法；初步学会设计、指导、评价和组织幼儿各类游戏活动；形成正确的儿童

观和游戏观，?@OɁȻ!BɑiɒJBĘñY#UW!ɘŘaƂ0êə¤

主要内容：包括学前儿童游戏导论、角色游戏、表演游戏、结构游戏和规则性

游戏等。

教学要求：加强理论与实践教学的结合，通过见习观摩和实训的方式，结合自

主学习模式、小组合作模式、任务驱动法等模式和方法，全面理解、掌握各类游戏

的特点、教育作用、设计和指导方法等基础理论知识，具备分析、设计、组织角色

游戏、表演游戏、结构游戏和规则性游戏等游戏活动、创设游戏环境的能力；成为

具有正确的游戏观、能灵活设计和指导幼儿游戏活动的合格教师。

9.《幼儿园班级管理》（专业核心课程）

课程目标：掌握幼儿园班级管理各主要环节的内容、方法、原则，班集体的建

设以及幼儿班级家长工作的管理；能够运用所学幼儿园班级管理理论，正确认识和

分析实际工作中的各种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具有把幼儿园班级管理理论应用于班

级管理的实践能力；形成科学的班级管理观及保教观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及追求真理、尊重规律的意识。

主要内容：幼儿园班级管理概述；幼儿园班级安全健康管理；幼儿园班级一日

活动管理；幼儿园班级人际关系管理；幼儿园各年龄班的班级管理以及家长工作管

理。

教学要求：ēlHŤmio*(UÑµ3¯°¥åǤǧBɚŤBǱɛƱɜɝ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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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幼儿文学》课程

课程目标：要求学生通过学习幼儿文学的相关知识，掌握幼儿文学的特点，以

及儿歌、幼儿童话、幼儿诗、幼儿故事、幼儿戏剧等幼儿文学文体特点；能阅读并

鉴赏幼儿文学作品，学会创作儿歌、幼儿童话等等；提高鉴赏幼儿文学的水平，培

养热爱幼儿的情感；Ğãy(U*VfBde,-fa*+f3Ħ4bcUɊɋ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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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课程的内容分为幼儿文学理论教学内容和实践教学内容，主要包括：

幼儿文学基本理论，儿歌、幼儿诗、幼儿故事、幼儿童话故事等各类幼儿文学体裁

的知识，幼儿文学作品的赏析和创作。

教学要求：在教学中主要采取任务驱动法、讲授法、讨论法、练习法等多种方

法，使学生能准确理解、把握幼儿文学作品，阅读并鉴赏幼儿文学作品，学会创作

儿歌、幼儿童话等体裁；懂得指导幼儿欣赏、学习幼儿文学作品；能将幼儿文学理

论与幼儿文学实践活动紧密结合，将课程学习与幼儿园的教学实际紧密结合，在提

高自身的文学素养的同时，提高专业素质。

ĹĹɭŹdex*+đĒƃǲmĶ1Ž（专业核心课程）

课程目标：掌握幼儿园语言、健康、科学、社会、艺术领域教育活动设计的基

本理论知识，具有设计幼儿园各领域教育教育活动计划并实施的能力；形成科学的

幼儿教育观，热爱儿童，热爱教育事业，践行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高度

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



主要内容：包括幼儿园在五大领域的各种教育活动类型的目标要求、教育内容、

设计与实施要点和评价方法。

教学要求：注重理论学习与实践训练的结合，通过案例分析和评课、备课、说

课、上课等练习方式，使学生能理解幼儿各领域学习的特点，知道幼儿园各领域教

育的目标、内容、途径和方法，掌握幼儿园各领域各种类型的教育活动的目标要求

和组织程序；学会独立设计、组织和评析幼儿园各种类型的语言教育活动，能胜任

幼儿园的语言教育工作，为成为合格的幼儿园教师打下扎实基础。

健康

课程目标：要求学生掌握学前儿童健康教育的目标、内容、实施方法和途径，

以及学前儿童健康教育活动的设计原则、组织形式和设计指导要求；具备能根据幼

儿发展特点选择、设计和指导、评价幼儿各种健康教育活动的能力；Ħ4bcUn

¸fBÚÛfBeȿfBtuf3@ãOɁȻ!BɑiɒJBĘñY#UW!ɘŘ

aƂ0êə¤

主要内容：包括学前儿童健康教育概述、学前儿童健康教育活动的设计与实施

学前儿童身体保健教育、学前儿童心理健康教育和学前儿童体育等。

教学要求：加强理论与实践教学的结合，通过见习观摩和实训的方式，结合自

主学习模式、小组合作模式、任务驱动法等多种模式和方法，理解幼儿健康教育的

目标及内容、学前儿童健康身体保健教育、身体锻炼、学前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基

本原则、常用方法，掌握幼儿体育教学活动设计的基本模式和指导要求，能设计、

组织、评析各类健康教育活动，具备相应的教育教学技能，提高幼儿教师的良好素

养。

科学（含数学）

课程目标：幼儿科学教育与活动指导要求学生掌握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的目标、

内容、方法、活动设计和评价等基本理论；具有设计幼儿园各类科学教育教育活动

计划并实施的能力；初步形成科学的儿童观、教育观。幼儿数学教育与活动指导要

求学生理解学前儿童数学教育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掌握学前儿童数学教育的目

标要求和教材教法；具有运用数学教育的基本理论开展幼儿园的数学教育活动的实

践能力；形成科学的幼儿教育观，NOeȿ3NO*+P!3oƂĦ4ÕÖ×ØÙ

sÚÛf3QR}öUÕÖȌwƴaɂƠ\`¤

主要内容：包括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的内涵、目标和内容；学前儿童科学教育活



动的设计与指导；学前儿童各类集体科学教育活动；学前儿童区域科学教育活动；

学前儿童科学游戏活动；学前儿童科学教育活动的整合等。学前儿童学习数学的特

点；学前儿童数学教育的意义、目标、内容、途径、方法和评价；各个内容的数学

教育活动的目标要求、方法方式和设计组织的一般策略。

教学要求：教学采用理论知识的传授和实训练习相结合的方式，综合运用多种

教学方法和途径，通过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多维度的评价，使学生掌握学前儿童科

学教育的原理、幼儿园各类科学教育活动设计与实施的一般步骤和方法；能运用所

学理论分析和评价幼儿园科学教育环境的创设和幼儿园教师组织各类型科学教育活

动的情况；能运用所学知识，结合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兴趣来设计、组织和修改各类

型科学教育活动。通过案例分析和评课、备课、说课、上课等练习方式，使学生能

理解幼儿学习数学的特点，知道幼儿园数学教育的目标、内容、途径和方法，掌握

幼儿园数学活动设计和组织的一般策略；学会独立设计、组织和评析幼儿园的各种

数学活动，能胜任幼儿园的数学教育工作，为成为合格的幼儿园教师打下扎实基础。

社会

课程目标：要求学生理解掌握幼儿社会教育的目标、内容、原则、途径和方法、

评价及设计活动的要求；学会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设计和组织幼儿园社会教育活动

的能力；热爱幼儿和幼儿教育事业，树立正确的儿童观和教育观；@ãŶɀy(B

ŶɀÐ*U“^_\`”BɂƠ\`3ĉQRÕÖȌwɌɍ¤

主要内容：包括学前儿童社会教育概述；学前儿童自我意识、社会认知、社会

性情绪情感、社会交往、社会适应和个性发展等内容的教育活动；多元文化与学前

儿童社会教育。

教学要求：加强理论与实践教学的结合，在教学中主要采取课堂讲授、讨论、

案例（录像）分析、模拟教学、见习、小调查等多种教学形式和方法，使学生能理

解并掌握幼儿社会教育的目标、内容、原则、途径和方法、评价及设计活动的要求；

掌握各内容的活动类型，学会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设计和组织幼儿园社会教育活动

的能力，学会评价学前儿童社会活动。

艺术（音乐、美术）

课程目标：幼儿音乐教育与活动指导要求学生理解学前儿童音乐教育的基本概

念和基本原理，掌握学前儿童音乐教育的目标要求和教材教法；具有运用音乐教育



的基本理论开展幼儿园的音乐教育活动的实践能力；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幼儿美术

教育与活动指导要求学生掌握幼儿美术教育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培养学生初步

学会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设计和组织幼儿园美术教育活动的能力；形成科学的幼儿

教育观，@ãOɁȻ!BĘñY#UW!ɘŘ¤

主要内容：幼儿音乐教育与活动指导内容主要包括：学前儿童音乐教育概述、

学前儿童歌唱活动、学前儿童韵律活动、学前儿童音乐欣赏活动、学前儿童乐器演

奏活动等。幼儿美术教育与活动指导内容主要包括学前儿童美术教育的有关概念、

美术能力的发展、美术教育意义；学前儿童美术教育的目标和内容；学前儿童美术

教育的原则、方法和设计指导等。

教学要求：加强理论与实践教学的结合，通过案例分析和评课、备课、说课、

上课等练习方式，使学生理解幼儿音乐能力的发展特点，掌握学前儿童音乐教育的

目标、内容、幼儿园各种类型音乐活动的特点及设计、组织方法。初步具有设计和

组织指导、评价幼儿园各种类型的音乐教育活动的能力。具备从事幼儿音乐教育工

作的素养。通过案例分析和评课、备课、说课、上课等练习方式，使学生能理解学

前儿童美术教育的基本概念、美术能力的发展特点及教育意义，掌握学前儿童美术

教育目标、内容、原则、方法和设计指导要求。学会独立设计、组织和评析幼儿园

的各种美术教育活动，能胜任幼儿园的美术教育工作，为成为合格的幼儿园教师打

下扎实基础。

语言

课程目标：要求学生理解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掌握幼儿

园各种类型的语言教育活动的目标要求和组织程序；具有运用语言教育的基本理论

开展幼儿园的语言教育活动的实践能力；更新幼儿教育观念，树立正确的语言教育

观，NOeȿ3NO*+P!3oƂĦ4ÕÖ×ØÙsÚÛf3QR}öUÕÖȌ

wƴaɂƠ\`¤

主要内容：包括学前儿童语言发展的特点；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意义、目标、

内容、原则、方法和评价；幼儿园各种类型的语言教育活动的特点、目标要求和组

织程序。

教学要求：注重理论学习与实践训练的结合，通过案例分析和评课、备课、说

课、上课等练习方式，使学生能理解幼儿学习语言的特点，知道幼儿园语言教育的

目标、内容、途径和方法，掌握幼儿园各种类型的语言教育活动的目标要求和组织



程序；学会独立设计、组织和评析幼儿园各种类型的语言教育活动，能胜任幼儿园

的语言教育工作，为成为合格的幼儿园教师打下扎实基础。

12.《乐理与视唱练耳》课程

课程目标：要求学生理解和掌握音乐表现上所呈现的基础理论知识；形成较好

的音准模唱和节奏击打能力、幼儿歌曲视唱能力、音乐感知与音乐律动和音乐记忆

能力，具有一定的音乐审美以及创造动力；@ãġr(êUêəaŉö3Ğãbc

UɮŖÚÛf3ɯƅɮŖÌÍûɰ3ȇȈaHƏǟźƽƾUɮŖºÁÑŞBɮą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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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包括五线谱和简谱的记谱法、省略记号、演奏法记号、力度与速度

术语、节奏与节拍、音程、和弦、调式、译谱等乐理知识；C调大、小调式和民族

调式的视唱；模唱和听辨基本节奏型、音组、乐句。

教学要求：教学以集体教学为主，讲授法、谈话法、讨论法、练习法等多种教

学方法相结合，分别应用于问题导向、谱例分析、模仿演练、任务驱动，引导学生

进行自主学习和小组合作学习。使学生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灵活使用习得的技能，

为学好后续的音乐理论课和技能课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实践训练，学生能掌握较

好的的音准模唱和节奏击打能力，掌握较好的幼儿歌曲基本的视唱能力，掌握较好

的的音乐感知、音乐律动和音乐记忆能力，掌握较好的音乐审美以及创造动力。习

得自学能力，能自我提高自身的艺术修养及艺术鉴赏能力，以适应学前音乐教育的

职业需求。

13.《教师音乐技能（声乐）》课程

课程目标：要求学生掌握从事音乐学前教育工作所必需的音乐基础知识和歌唱

技能；能正确表达不同内容、性质和风格的中、小型歌曲及儿童歌曲；逐步形成正

确的审美观、对音乐艺术的兴趣爱好和作为幼儿园教师应具备的音乐素质；形成高

尚的道德情操，优良的思想品德和幼儿园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Ħ4bcUɲ®f

aYħf3põƙƚœɳE+\`3ÓĚƛǃaƙƚœɳŏƑƛƜÌÍ3ň}ɴE

anÌ~@3ÔlÌÍÓJ¤

主要内容：包括四部分：（1）了解发声器官和正确的歌唱姿势、学唱音域较

小、节奏较为简单的歌曲。初步学习胸腹联系呼吸方法进行歌唱。（2）学习掌握

正确的歌唱呼吸，了解并初步掌握歌唱的共鸣。（3）学习掌握正确的歌唱呼吸，

并且在歌唱时尽量打开口腔。学唱中等难度的歌曲和简单的合唱歌曲。学唱简易的



歌曲和简单的合唱歌曲。（4）学唱音域较宽、难度较大的歌曲，学习运用鼻腔共

鸣和头腔共鸣进行歌唱。学习采用 CD音乐为歌曲伴奏，鼓励学生练习用钢琴为同

学伴奏。

教学要求：教学以实训为主，遵循因材施教、实践性、循序渐进三原则，具体

教学采用集体课，小组课，个别课和观摩课相结合的形式，运用示范模仿法、练习

法（包括分组练习法）、对比法、多媒体教学法、积极主动法等基本教学方法，使

学生能用科学的发声方法准确地、有感情的演绎各种不同题材、不同形式的歌曲；

突出以学生为主体，着力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加强理论联系实际，让学生把

所学的声乐技能应用到教学过程中，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胜任学前教育的音

乐教学工作。

14.《幼儿歌曲赏析与创编》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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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分为幼儿歌曲创编基础、幼儿歌曲创编与赏析两大模块，第一模块

包括：曲调的基本结构、歌曲主题的发展手法、歌曲前奏、间奏、尾奏的写作；第

二模块包括：幼儿歌曲的题材、体裁及演唱形式、幼儿歌词的特点、幼儿歌曲的表

现要素、幼儿歌曲的曲式结构、幼儿歌曲写作启发与实践。

教学要求：理论与实践教学相结合，通过演示法、案例教学法、任务驱动法和

练习法等方法，使学生能够通过听赏和歌曲谱例来分析幼儿歌曲的题材、体裁、演

唱形式、歌词特点、表现要素和曲式结构，进而构思和创编简易的幼儿歌曲。

15.《教师音乐技能（钢琴）》课程

课程目标：要求(¸Ĭĭ()*+^ħɧǡ.UʂʃćĈj[aćĈpʄ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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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包括钢琴弹奏的基本常识及正确的弹奏姿势和手型，非连音奏法、

连音奏法、跳音奏法，弹奏三个升降记号以内的音阶、琵音（同向两个八度）、和

弦（Ⅰ、Ⅳ、Ⅴ级连接），弹奏不同内容和风格的中、小型练习曲、乐曲、小奏鸣

曲、复调作品，以及儿童歌曲伴奏。

教学要求：以实训为主，采用集体课、小组课、个别课和观摩课相结合的形式，

综合运用示范法、讲授法、练习法和讨论法等教学方法，考查和回课相结合。突出

以学生为主体，着力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使学生掌握钢琴弹奏的基本方法和

技巧，能完整、流畅地弹奏各种练习曲和乐曲。

16.《儿童歌曲即兴伴奏与弹唱》课程

课程目标：本课程要求学生掌握为儿童歌曲编配钢琴伴奏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方

法；能运用各种伴奏音型为不同体裁的儿歌编配伴奏并弹唱；提高综合音乐修养，

形成正确的音乐审美观，ĞãSTUW!~@30čPdexɮŖ*+P!Ć³h

iUćĈÈĦ4bcUɊɋfBn¸f3ÔlÌÍÓJBÔlW!Ȍwƴ3@ãò

ǑɒįBOźȻ!BǹʌɂƠUW!ɘŘaƂ0êə¤

主要内容：包括大、小调正三和弦（Ⅰ、Ⅳ、Ⅴ）及属七和弦的构成与应用，

歌曲的半终止、终止式的和弦及应用，旋律指法的编配规律，三种常用的伴奏音型

（柱式和弦、半分解和弦、分解和弦），为大、小调、民族调式歌曲编配伴奏的方

法、步骤。

教学要求：以实训为主，采用集体课，小组课，个别课和观摩课相结合的形式。

综合运用示范法、讲授法、练习法和讨论法等教学方法，考查和回课相结合。突出

以学生为主体，着力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使学生能熟练地运用正三和弦为旋

律配和声，掌握为大、小调和民族调式歌曲编配伴奏的方法，并能运用各种伴奏音

型为不同体裁的儿歌进行伴奏。能够较熟练地移调。具备在较短的时间内为儿童歌

曲编配钢琴伴奏的能力，并能弹唱儿童歌曲。

17.《教师舞蹈技能》课程

课程目标：要求学生了解本课程的研究方向、任务和体系，了解学前教育的舞

蹈特点，突出舞蹈知识技能的广泛性；系统的掌握舞蹈表演和舞蹈教育的基本理论

及基础知识，能够扩充舞蹈知识和动作积累；学会民族民间舞和舞蹈表演，能领略

舞蹈的意境与美感，具有舞蹈鉴赏能力；了解幼儿园舞蹈教学的内容和要求，具有



一定的幼儿舞蹈教学能力；ĞãSTUW!~@a\]/\U“^_\`”3Ħ4

正确的儿童观与教育观。

主要内容：分为舞蹈教学理论知识、舞蹈基训、民族民间舞蹈、幼儿舞蹈基本

理论、舞蹈赏析五大类，包括芭蕾基训的基本内容、古典身韵及主要民族民间舞蹈

的风格特点和基本动律、幼儿园舞蹈教育教学的基本内容和学习形式等训练。

教学要求：以课堂实践为主，结合小组练习、个人练习、集体练习的形式，综

合运用谈话法、口传身授教学法、讲解示范法、练习法、分解组合法、观察模仿法、

语言提示、口令法、课外实践等教学形式和方法，学会能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幼儿园

舞蹈教学实际操作，能理论联系实际，探索编排适合幼儿身心发展的幼儿舞蹈，具

有一定的幼儿舞蹈教学能力，胜任幼儿园的舞蹈教学工作。

18.《幼儿舞蹈创编与赏析》课程

课程目标：要求学生通过作品赏析，感受儿童舞蹈生动形象的艺术魅力及作品

构思精巧、特点鲜明等特点；初步掌握儿童舞蹈基本要领、规律和方法及儿童的编

舞技法；学会舞蹈鉴赏，能够领略幼儿舞蹈的意境、美感及思想主题；能够从“跳”

转变为“编”，自行编创幼儿舞蹈；形成正确的舞蹈儿童观与教育观，能够遵循幼

儿个性发展特征和生理特征，促进幼儿智力开发、陶冶情操和美好心灵的塑造。

主要内容：包括幼儿舞蹈创编基础知识、幼儿自娱性舞蹈创作、表演性幼儿舞

蹈创作、幼儿歌舞剧创编、优秀幼儿舞蹈作品鉴赏五大模板，包括各类型定义、分

类和特点了解。

教学要求：课程注重课堂实践训练，从理论到实践，逐步提高学生舞蹈鉴赏能

力，加强创编实践性。在课堂上通过范例学习与分析，让学生感受到儿童舞蹈生动

形象的艺术魅力，达到初步掌握幼儿舞蹈基本要领、规律和方法；通过试教、个人

作业、集体创编、讲解示范法、谈话法、观察模仿法等教学方式和方法，着重提高

动作设计能力，较好领悟幼儿乐曲的音乐结构，初步掌握幼儿编舞技法。

19.《教师美术技能》课程

课程目标：要求学生理解、掌握和运用幼儿美术教育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

具有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设计和组织幼儿园美术教育活动的能力；树立正确的幼儿

教育观、审美观，秉持传播美、创造美的理念，勇于开拓创新，成为幼儿审美能力、

构思创造综合能力发展的启蒙者、引领者、促进者。

主要内容：包括全国高职高专学前教育专业规划教材《美术》中幼儿园领域美



术活动类型必须掌握的绘画基本知识要求，专业技能，教育技能和评价方法。

教学要求：课程教学注重课堂讲授、示范、实践操作、讨论、见习、实习、学

科竞赛等多种教学形式和方法，使学生学会独立设计、组织和评析幼儿园的各种美

术活动，初步具有开展幼儿园美术教育活动的能力，为成为合格的幼儿园教师打下

基础。采用多元评价形式，包括理论知识、实践作业、专业拓展等方面，尤其重视

平时的学习积累和技能实践效果。

20.《幼儿美术欣赏与创作》课程

课程目标：要求学生理解、掌握幼儿美术的特点，审美价值和评价标准；形成

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设计和指导幼儿进行美术绘画创作活动的能力；具备良好的审

美素养和专业素养，Ħ4bcUde*+fBɴEf3ʍǦƛʎEBYǌEUHK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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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包括幼儿美术的特点、幼儿美术的审美价值及评价标准；幼儿美术

创作指导、幼儿美术常见画种艺术特点及技法指导、民间美术、幼儿园美术发展新

趋势。

教学要求：课程教学加强理论与实践教学相结合，采用讲授法、欣赏法、示范

法、实践法、辅导法等多种教学形式和方法，使学生能够独立设计、组织和评析幼

儿美术创作活动，初步具有开展指导幼儿美术创作教育活动的能力。课程采用多元

评价形式，包括理论知识、实践作业、专业拓展等方面，重视平时的学习积累和技

能实践效果。

21.《教师美术技能（手工）》课程

课程目标：要求学生理解、掌握幼儿手工教育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具有运

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设计和组织幼儿园手工制作教育活动的能力；形成科学的幼儿教

育观，树立正确的审美意识，能够营造美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勇于开拓创新，

成为幼儿创造能力、动手能力发展的启蒙者、引领者、促进者。

主要内容：包括教师教育精品教材《幼儿园手工》中幼儿园领域手工活动类型

必须掌握的平面、立体制作基本知识要求，专业技能，教育技能和评价方法。

教学要求：课程教学注重课堂讲授、示范、实践操作、讨论、见习、实习、学

科竞赛等多种教学形式和方法，使学生学会独立设计、组织和评析幼儿园的各种手

工活动，初步具有开展幼儿园手工教育活动的能力，为成为合格的幼儿园教师打下



基础。采用多元评价形式，包括理论知识、实践作业、专业拓展等方面，尤其重视

平时的学习积累和技能实践效果。

22.《教师口语》课程

课程目标：要求学生掌握普通话语音理论及发音要领，幼儿教师一般交际口语

表达的特点及方法，幼儿教师职业口语的特点、要求及表达的方法；能比较准确地

听说普通话；能运用幼儿文学作品口语表达的相关技巧，正确、流利、有感情朗读、

讲述幼儿文学作品，能运用幼儿教师口语交际技能进行一般口语交际和教育、教学

实践；养成讲标准普通话的良好习惯，形成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职业素养。Ħ4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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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课程由幼儿教师普通话语音训练、幼儿教师一般交际口语训练、幼

儿教师职业口语训练三大模块组成，包括：普通话基本常识和普通话的音节、应变

训练，不同体裁文学作品的口语表达及各种口语交际训练，幼儿教师教育、教学口

语等职业口语的训练。

教学要求：以实训为主，通过任务驱动法、案例教学法、讲授法、演示法、练

习法等方法，使学生能用标准普通话准确、流利、有感情地念儿歌、诵读幼儿诗、

朗读幼儿散文、讲述幼儿故事，进行演讲、交谈等形式的口语交际；能准确把握教

师口语的特点，运用教育、教学口语的相关技能进行教育教学实践，口语表达做到

科学、严谨、简明、生动、具有启发性和感染力。

23.《现代教育技术》课程

课程目标：要求学生形成信息素养和教育技术能力，能够初步有效地运用教育

技术手段，实现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提高教育教学的实践能力。能够ƴŕ®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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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了解现代教育技术和信息化教学设计的基本内容，熟悉各类教学资

源的获取和处理方法和技巧，掌握教案课件的制作流程和方法，并树立科学应用教

育技术的意识，具备把信息技术应用到教育教学中的能力。



教学要求：掌握现代教育技术必需的科学文化基础与专业知识，具有在新技术

教育领域从事教学媒体和教学系统设计制作、电化教学设备运用的教师或管理人员。

24.《认知实习》课程（幼儿园教育见习）

课程目标：要求学生了解幼儿园各项保育教育工作的内容及组织、幼儿园工作

人员的岗位职责、幼儿园各项规章制度；印证、巩固、理解所学的文化科学知识和

教育专业知识、幼儿园全面贯彻学前教育法律法规规章等文件的做法和经验；能运

用教育理论知识分析、探究问题；加深对幼儿教师工作性质的正确认识，明确学习

方向，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教师观、儿童观，具有热爱幼教事业、热爱幼儿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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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包括四方面：观摩幼儿园环境、观察学习幼儿园各岗位工作人员的

工作流程；记录观察幼儿行为和教师行为，参加幼儿活动，获得与幼儿直接交往的

体验；实践保育工作；观察幼儿的学习活动、游戏活动和生活活动。

教学要求：了解幼儿园环境、幼儿教育特点、幼儿园教师的职业道德规范和日

常行为要求，形成职业认同感，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了解幼儿生活制

度、卫生保健等制度、幼儿园一日活动内容，了解保育员的岗位职责，掌握幼儿园

保健工作方法及班级管理方法；了解幼儿园全面发展教育的实施情况，正确理解

“保教结合”的教育原则；了解幼儿身心发展的年龄特点、掌握幼儿教师与儿童交

往的基本要求和方法；能够观察与记录幼儿活动状况和教师教育活动的组织状况，

了解和把握各领域教育教学活动特点，掌握教育活动组织的基本方法；了解幼儿园

班级家长工作的开展，家园联系的形式。

25.《跟岗实习》课程（幼儿园教育实习）

课程目标：要求学生熟悉幼儿园各项日常事务，掌握幼儿园教育教学的组织管

理的规律和方法，掌握幼儿园一日活动的流程和各活动的基本环节、要求和方法，

能综合运用所学的文化科学知识、教育专业知识技能独立设计和组织幼儿的一日各

项活动，初步具有从事幼教工作的各种能力。体验和感受教师职业的光荣感和责任

感，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和职业道德观，巩固献身幼教事业的专业思想；QROź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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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分为三部分，包括：（1）深入实习班组跟班全面见习，观摩各类

型教育教学活动，了解熟悉实习班各方面的情况，在实习园领导、老师的指导下，

做好实习前的准备工作（包括各类计划的撰写）。（2）在实习园领导、老师的指

导下，独立带班执教，包括整日各项活动（即生活活动、教学活动、游戏活动等）

的组织与领导。（3）完成实习反思及总结工作。

教学要求：根据各年龄班保育工作要求和计划，在实习指导老师的指导下，熟

悉和掌握幼儿园教育工作的特点、内容以及幼儿园一日活动的基本环节、要求和方

法。学习组织幼儿园一日活动、班级管理和家长接待工作，处理好幼儿一日生活中

的各种事情，能够独立地完成所在班级各项生活活动的组织。在实习指导老师的指

导下，能够独立设计和组织幼儿的一日活动，完成各项教育工作任务。观察学习幼

儿园节庆活动的组织方法，参与组织节庆活动。能够制作幼儿园玩具、教具，参与

创设幼儿园教育环境。能够撰写教育笔记、教育反思、实习总结。正确理解学前教

育理论，科学评价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学习与家长沟通并组织家园联系活动，初

步能够根据幼儿的特点对家庭教育提出建议。

26.《顶岗实习》课程

课程目标：要求学生能较熟悉顶岗实习的岗位职责及其要求，明确岗位工作任

务，能综合运用所学的文化科学知识、教育专业知识技能，根据幼儿园岗位工作要

求进行独立的现场实习，练就过硬的职业技能，提高综合能力，实现在学期间与幼

儿园岗位零距离对接。树立职业理想，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初步形成一定的综合

职业素养，ƝRHIJKBRXAųŨBRhi([BRƧOʜsU“ʙR”T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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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包括三方面：（1）深入实习班级了解熟悉实习班各方面的情况，

在实习园领导、老师的指导下，做好实习前的准备工作。（2）按实习园的要求，

提前做好实习各项计划，独立带班执教，包括整日各项活动（即生活活动、教学活

动、游戏活动等）的组织与领导。（3）反思与评价。独立完成生顶岗实习月小结、

实习考核表、实习实践报告、实习鉴定表。

教学要求：按照幼儿园保教工作的具体要求，能够设计幼儿园的游戏活动、教

学活动、生活活动等方案，并独立完成实施和进行科学的方式评价；能够对儿童的

行为进行工作、记录、分析、评价；能够建立良好的师幼关系，做好实习班级的管

理工作；能够收集、设计、制作与应用各类玩教具，规划班级保教活动的空间环境。



27.《技能汇报》课程

课程目标：技能汇报演出是学前教育专业一门特色实践课程，要求学生掌握弹、

唱、跳、讲、演、画等方面的专业技能，能运用所学技能开展幼儿园艺术教育教学

活动，掌握从事幼教工作必备的基本功，ıʞċœę,Y#đqaŜÑĄħUʟ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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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紧扣学生在校近三年所学的钢琴、声乐、舞蹈、教师口语及美术手

工等专业技能课，以比赛的形式，通过初赛、复赛和决赛，使每位学生都有展示的

机会。演唱内容包括舞蹈、声乐、器乐及语言表演四大类，形式包括儿童舞、现代

舞、民族舞、健美操、合唱、独唱、二重唱、钢琴独奏、古筝独奏、钢琴四手联弹、

儿童剧、诗歌朗诵、幼儿故事讲述等，节目均为毕业生自编自导自演，同学们通过

精心准备节目，充分展示扎实的基本功。

教学要求：本课程以实训为主，根据专业培养方案，围绕所学专业技能、岗位

能力要求及幼儿园教育教学实际，学生通过自选、设计、编导、演出节目，全面发

挥所学技能，激发积极性和创造力；既是对三年教育教学成果的检验，也是毕业生

展现艺术技能和专业基本功的舞台。

28.《毕业论文（设计）》

课程目标：要求学生掌握论文写作基本的程序和方法；学会运用现代教育理论

和学前教育专业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紧密联系幼儿园教育工作的实际，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提高调查研究和信息搜集、处理能力，文献检索能力和阅读能力，论文

写作的能力；形成正确的思维方法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和儿童观，

ĞãɑiɒJBĘñY#ņSTUyƳɘ ¤

主要内容：按照毕业论文写作进程，分为选题、拟写大纲、撰写论文三大部分。

教学要求：通过实训，使学生掌握论文写作的方法，具备论文写作能力：选题

符合专业要求，面向学前教育实际需要和发展需要，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立论正确，

论述充分，结论严谨合理，分析处理科学；文字通顺，资料的运用及引用都规范，

篇幅符合本专业要求；对工作有所改进或突破，或有独特见解，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三）学时安排

三年课程总学分 135学分。公共基础必修课 33学分，专业必修 86学分，选修

课 16学分。通识课 33学分，教师教育课 59学分，支撑各领域艺术课程 43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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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ŷ 18($/1(áǲ3Ǎœio¥Bp¥ŷ 28($/1(áǲ¤Ʋ根据幼

儿教师职业成长规律，结合课程教学进程，设置技能实训、教育见习、教育实习、

顶岗实习四个层次递进的实践教学过程，构建具有学前教育特色的专业实践教学体

系。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一）课程体系与学时分配。（详见表 2、表 3）



表 2 理论教学进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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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每学期考试科目均用“▲”标注，没标注的为该学期考查科目。

表 3 实践(技能)教学进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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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学期合计数=该学期理论教学+该学期实践教学。钢琴课每节课 2位教师分小班上课，故钢琴课程实
际课时数应相应增加。本表总课时数未含复习考试课时。

2.在实习实训过程中强化劳动教育，实习实训课中的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的专题教育不低
于 16学时。其中，顶岗实习的劳动专题教育不低于 4学时，原则上其它类别实习实训课的劳动专
题教育各不低于 2学时。

（二）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1.各教学环节总体安排表（每学年教学时间不少于 40周）。（详见表 4）

表 4 各教学环节总体安排

  单位：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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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课程学时分配（见表 5）

表 5 各类课程学时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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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应修学分和技能证书要求

应修学分 应取得的证书

公共基础必修课 33
普通话水平测试二级乙等证书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证书



专业必修课 86

选修课等 16

合  计 135

十、附录

（一）教学进程安排表
周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六 ◎ ◎ ◎ ◎ ◇ ◇ ◇ ◇ ◇ ◇ ◇ ◇ ◇ ◇ ◇ ◇ ◇ ◇ ◇ ◇

1、以符号的形式填写；

2、符号说明：军训与入学教育☆  教学--  复习考试△  综合实训◆  教育见习、实习、研习/ /顶岗

实习◇毕业设计（论文）◎毕业演出●



（二）汕头职业技术学院专业教学计划变更申请表

申请系（部）：                 专业：                     年级：

变更前 变更后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学    分

理论教学
学时分配

实践教学

开课学期

考试或考查

专业合计总时数

变更原因，提

交教指委（系、

部）分委会讨

论结果（可另

附页）

专业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系（部）意见 教务处意见

    

系领导签名（公章）：        年   月   日 处领导签名（公章）：             年   月   日

分管院领导

意见

院领导签章：                  年   月   日



说明：1、专业教学计划调整须在每学期十二周之前由申请专业填写，经由系（部）审批后，交教务处和院领

导审批。

2、此表一式四份，一份存系，一份存专业教研室，两份存教务处教学运行科管理用以及专业教学计划

存档。

3、变更原因需说明教指委（系、部）分委会讨论通过情况。

十一、必要的说明

技能实训与实践教学的学时占全部学时比为 61（%），主要实践教学安排：

（一）课程设计与课程实践

按各课程教学大纲进行。每门专业课程（主要是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课程）学

习结束，要求学生设计出幼儿园相应活动的活动方案。

（二）技能训练

根据各课程教学大纲，提出模拟训练的任务，组织学生在校内实训中心进行模

拟创设幼儿园环境、组织幼儿园各类活动的实际训练。

（三）教育育见习

第 1、2、3、4、5学期进行，其内容为卫生保健见习、心理见习，游戏与一日

生活见习、幼儿园教育教学见习。

（四）教育实习、毕业设计和顶岗实习

第 5、6学期进行，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幼儿园各教育环节的组织指导方法，设

计有一定见解的综合主题活动方案。

（五）社会实践

在寒暑假和双休日进行，参加幼教宣传、咨询，担任家庭教师，进行社会调查

和教育调查等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