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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18级中高职贯通培养三二分段高职学段）

ѿȁҒҙ Ғҙף

Ғҙ ̔ ╠ Ғҙ

Ғҙף ̔570102K

ԋȁ῀

Ҭ ҙ ╠ Ғҙ ҙ ̆ ľ҈ԋ№ Ŀ

҈ȁ └ҍḱҙ

└̔ῃ └Ғ ԋ ̂Ҭ ľ3+2Ŀ └̃

ḱҙ ̔实行学分制，基本修业年限二年，实行弹性学制，允许学生采用半

工半读、工学交替等方式分阶段完成学业。

四、职业面向与职业岗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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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业面向

所属专

业大类

（代码）

所属专

业类

（代码）

对应

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别

（代码）

主要岗位

类别（或技

术领域）

职业资格证书或技

能等级证书举例

教育与

体育大

类（57）

教育类

（5701）

学前教育

（8310）

幼儿园教师

（2-11-01-99）

幼儿教育

教师

幼儿园教师

资格证

（二）职业岗位分析

1.∆ ᵝ 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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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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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ᵝ ⱬ ̆ΐᵣ 2Ȃ

表 2 岗位能力要求及对接的课程分解图表

职业

能力

分类

序号 岗位能力 能力要求及必须具备的知识 对接课程
实践环

节

ҙ

ⱬ

1

沟通

交流

ȁ Ḥ ̆

῏ ̕ ӥ

֜ №֣Ḥ ̕ ‰ ᵬ

Ҋ ᵬᴋⱵ̕ ף Ḥ

ҍֲז ȁ֜ ȁ Ȃ

Ḥ ȁ

ȁ

ȁ

ԋ

ȁ ῤ

ȁ

ȁ

ӟȁ

ӟ

2

团队

合作

ΐ ᵬ ̕

̕Ῑ Ҭԑ ᵬ ⱬ̕

꞉ ̕

ῤ ᵬ № ᵬ̕

ῤ ‖ ׆ Ḡ ᵬ Ȃ

⇔ ⇔ҙ

ҍ ҙ ⅞ȁ́

Ԋ ȁ

ᵣ

ԋ

ȁ ῤ

ȁ

ȁ

ӟȁ

ӟ

3

文案

写作

ΐ ӥ ⱬ̕

Ώ ҙⱵ ӥ̕ Ώ ᵬ

⅞ȁ ̕ Ḥ ץ

῏Һ Ώ ȁ ̕ ҍ

⅞ Ώ ᵬ Ȃ

ԋ

ȁ ῤ

ȁ

ȁ

ӟȁ

ӟ

4

创新

创业 ΐ ⇔ ⇔ҙ Ȃ
⇔ ⇔ҙ

ҍ ҙ ⅞

ῤ

ȁ

ȁ

ӟȁ

ӟ

5

外语

应用

ӥ ֜ ̆

Ȃ
ԋ

6

职业

安全

῏ԍ ῃȁẫ

Ḡ ȁ ᶛ̕ ᶏ

ᴑҙ ᵝ ῃ Ȃ

ҍ

ȁ ╠

ȁ

ӟȁ

ӟ

Ғ

ҙ

1

谈话、观

察与记录

分析幼儿

发 展 能

力。

Ҍ ᾙ ȁ ȁҩ

ᵣ Ḇ ᾙῃ Ȃ

ᾙ ȁᴋⱵȁῤ ȁ

↕Ȃ ȁ ȁ ԅ ᾙ

Ȃ ᾙȁҍ ᾙ

ҍ№ Ȃ ̆ ȁῃ ԅ

ᴇ ᾙ̆ ᴇ ᵬȂ

ᾙ ӟҍ

ȁ ╠

ȁ ╠ᾙ

ҹ ȁ ᾙ

ῤ

ȁ

ȁ

ӟȁ

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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ⱬ

2
规划和实

施一日生

活能力。

ᾙ Һ ῤ ȁ

ȁ ↕̆ ᵣ ץ ᾙ

ᵬ Ȃ ᾙ ᴆ └̆

ᾙ ⅞̕ ᾙ

̆ ҍ ↕̆ ̆

ᴪ ᾙḠ  ̆ Ῑ ᾙ

ⱬ̆ ᾙḠẫ ᾙ ᴪ

Ȃ

ᾙ ӟҍ

ȁ ᾙ

ҍ

ῤ

ȁ

ȁ

ӟȁ

ӟ

3

设计和组

织与评价

教学活动

能力。

Ҍ ᾙ ȁ ȁҩ

ᵣ Ḇ ᾙῃ Ȃ

ᾙ ȁᴋⱵȁῤ ȁ

↕̕ ᾙ ҍ

̕ ᾙ Ȃ

ᾙ ꜚ

ȁ ᴇȂ

╠ ᴇȁ

ᾙ

ҍ ȁ ╠

ῤ

ȁ

ȁ

ӟȁ

ӟ

4
支持和引

导游戏活

动能力。

ᾙ ᾙ

ȁ ҍ Ȃ

ᾙ ȁ

ҍ Ȃ

╠ ȁ

ȁ ᾙ

ҍ

ῤ

ȁ

ȁ

ӟȁ

ӟ

5

创设与利

用教育环

境和资源

能力。

ᾙ ⇔ Ȃ

⅞≠ ҍ ̆ ≠ ̆ ҍ

└ᵬ ΐ ӟ ̆⇔ ῃȁẫ ȁ

̆ ꜛԍḆ ᾙ ȁ ӟȁ

Ȃ ≠ ᾙ ȁ

ῃ ֲȂ

ȁ

ᾙ

ҍ ȁ ᾙ

⇔

ῤ

ȁ

ȁ

ӟȁ

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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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ᾙ ̆

ᾙ ᵬ Ȃ

ᵬ ̆ ᵄ῏

῏ ̆ Ȃ ӟ῍ ᵣ

ᵬ ΐ̆ ᵬ ̆ ᵬ ̆

ΐ ԑꜛ ᵬ ӟᵣ Ȃ ╠

ȁ Һ ῤ ̕ ᴪ ╠

ȁ ╠ ꜚ

╠ ȁ ѿ ‗ ꜚ

Ҭ₮ Ȃ

╠ᾙ

ҍ ȁ

╠ ȁ

╠

ῤ

ȁ

ȁ

ӟȁ

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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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反思和自

我发展能

力。

ҙ ꜚ ̆ Ғҙ ̕

╠ ῏ ҙ ῏ ӥ̕

ӟ ᾙ ȁ ᾙ ȁ ᾙ

῏ Ȃ

∆ ̆ΐ ѿ ⇔

̆ ∞ ̆ ᴪ№ ‗

Ȃ ╠ ȁ Һ ῤ ̕

ᴪ ╠ ȁ ╠

ꜚ ╠ ȁ ѿ

‗ ꜚҬ₮ ΐ̆ Һ

ӟ ⱬ̕

ᾙ

ᴇȁ ╠

ῤ

ȁ

ȁ

ӟȁ

ӟ

8
教育科研

的能力。

╠

̆ ╠

Ȃ ҍ № ╠

̆ ∆ ╠

ꜚȂ

╠ ῤ

ȁ

ȁ

ӟȁ

ӟ

9
语言表达

能力

̆ ᾙ ѿ

֜ ̆ ᾙ ҙ

ȁ Ȃ ‰

‰ ֜ ̆

̆ ȁ ῏

Ȃ

ῤ

ȁ

ȁ

ӟȁ

ӟ

10

现代教育

信息技术

运 用 能

力。

ԅ ף Ḥ

ῤ ̆

̆ ᴆ └ᵬ Ȃ

Ḥף ԍ ꜚ̆

└ᵬ ̆ ᴇ ҹ̆ ᾙ

ⱵȂ

ף Ḥ

ȁḤ

ῤ

ȁ

ȁ

ӟȁ

ӟ

ԓȁ Ῑ ҍ

̂ѿֲ̃ Ῑ

Ғҙ Ῑ Ḥ ̆ ȁ ȁᵣȁ ȁꞋῃ ̆ΐ ѿ

̆ ֲ Ῑȁ ҙ ⇔ ̆ ̆

ҙ ⱬ ⱬ̆ΐ ╠ Ғҙ ҍ ֲ

ⱬ̆ Ԋ׆ ᾙ ᵬ ᾙ Ȃ

̂ԋֲ̃ Ῑ

Ғҙ ҙ ȁ ⱬ ⌠ Ҋץ Ȃ

1. 素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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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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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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具有一定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素养、较高的艺术修养与审美情趣。

2.

̂1̃ΐ ῏ ̆ ѿ ֲ

ȁҬ ᴨ ᴰ ȁ ȁ Ḥף

Ȃ

̂2̃ΐ ҍ Ғҙ ῏ ץ Ḡ ȁ ῃ ῏ Ȃ

̂3̃ΐ ╠ᾙ Ḡ ̆ ᾙ

Ȃԅ ╠ ꜚ Ȃ

3. ⱬ

̂1̃ΐ ҍ ᾙ ȁ ҍ № ᾙȁ ⅞ ѿ ȁ

⇔ ҍ≠ ȁ ҍ ᴇ ꜚȁ ꜚ

ⱬȂ

̂2̃ ᵬ ̆ΐ ҍ ᾙ ȁҍֲז ᵬ̆

ᵄ ῏ ⱬ̕∆ ΐ ≠ ᾙ ȁ ῃ

ֲ ⱬȂ

̂3̃∆ ∞ ̆ΐ ҍ№ ‗ ⱬȁ

∆ ⱬȂ

̂4̃ΐ ȁ∆ ȁ ף Ḥ

ⱬ ӥ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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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ѿ̃ ᵣ

Ғҙ Ὲ῍ Ғҙ̂ ̃ ң ̆Ғҙ̂ ̃

ľҒҙ ȁҒҙ ȁҒҙ ȁ ⱬ Ŀ

Ȃ

1.Ὲ῍

ḱ ̔ қ Ҭ ᴪҺӈ ᵣ ȁ ҍ

ȁ ҍל ȁ ȁᵣ ȁḤ ȁꞋꜚ ȁ ῃ ȁ

ȁ⇔ ⇔ҙ ҍ ҙ ⅞ȁ´Ԋ Ȃ

ḱ ̔ ᾥ ҺӈҬ ҍ ᶏ ȁῃ Ὲ῍ ḱ

Ȃ

2.Ғҙ̂ ̃ ̂ ӟȁ ӟȁ ӟ Ғҙ

ӟȁ ӟ ӟ,ץ Ғҙ ̃

̂1̃Ғҙ

ᾙ ӟҍ ȁ ╠ ȁ ╠ᾙ ȁ ╠ᾙ ҹ

ȁ ӏ ( ӏ)ȁ ӏ ( )ȁ ȁ ȁ

ȁΏ Ȃ

̂2̃Ғҙ

╠ ȁ ╠ ȁ ᾙ ҍ ȁ ᾙ

⇔ ȁ ᾙ ᴇȂ

̂3̃Ғҙ

Aȁ ̔

ѿ̂ ᵞ ḱ 4 №̆6 4 ̃̆ ӏ 3( ӏ)ȁ

ҍ ȁ ӏ 3( )ȁ 3ȁẫ ȁ 3Ȃ

ԋ̂ ᵞ ḱ 3 №̆4 3 ̃̆ ̔ ΐ└ᵬȁ ᾙ ῖ

ȁ ᾙ ȁ ף Ḥ Ȃ

Bȁᴋ ̂ 2 №̆ ᵞ ḱ 2 №̃̔ ᾙᵣ ȁ

ȁ ӏ Ȃ

̂4̃ ⱬ

ӟȁ ӟȁ ӟȁ ӟȁ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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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ԋ̃

Ὲ῍

1.ȇ қ Ҭ ᴪҺӈ ᵣ Ȉ

̔ ׃ ᾥ ҺӈҬ ̆ ꜛ қ ȁ

ȁľ҈ҩף Ŀ ȁ ȁӟ Ҭף ᴪҺ

ӈ ѿ ҍ Ḵ ᵣ ̆ ┴ Ҭ ῍֟ᾴҹָӇ ȁ

ᾥ ҺӈҹָӇ ȁҬ ᴪҺӈҹָӇ ̆ ľ ҩ ḤĿȂ

Һ ῤ ̔ ╠ ̆ ҈ №῍ ̆№≢ҹ̔ қ

̂῍ ̃̕ ȁľ҈ҩף Ŀ ȁ ̂῍҈ ̃̕

ӟ Ҭף ᴪҺӈ ̂῍҂ ̃Ȃ

̔ ֲᵬҹ ᴋⱵ̆ Ғ

ꜚ̆ ȁ ᶛ ȁ ȁᵣ ṕ ̆ ≠

ᵣ ̆ ȁ ȁ ̆ ľ҈ᵝѿᵣĿ

ᵣ ̆ ȁ ȁẠѿᵣ ̆℗ ȁ ֪ ⱬȁ

Ȃ

2.《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

̔ ᾥ Һӈ ֲ ȁᴇṿ ȁ

̆ ┴ ᴪ ᴪҺӈ ᴇṿ ҍ ᴪҺӈ ῏ Ȃ №

‗ ⱬ̕ ᴇṿ∞ ⱬ̕ Ῑ

Ῑ̕ ꞉ ȁ ȁ Ạשּׂ̆ ף ᾙȂ

Һ ῤ ̔ Һ ῤ ᾥ Һӈ ֲ ȁ Ḥ ȁҬ ȁ

ᴪҺӈ ᴇṿ ȁ ȁ Ῑ Ȃ

̔ ᵣ ᵣ ̕ ᵣ ᴇṿᵣ ̕

ҍ ̆ ᶛ ȁ ̆

ȁ ֪ ⱬȁ Ȃ

3.《形势与政策》课程

̔ ꜛ ‰ Ҭף ᾥ Һӈ̆ ┴ ᴪᾴ Ԋҙ

ȁ ҳ ̕ ҕ Ҭ

̆ל Ҭ ̆ ף ᴋ ᶏ ̕ ľ

ҩ Ŀ̆ ľ ҩ ḤĿ̆Ạ⌠ľңҩ ĿȂ



8

Һ ῤ ̔Һ ᾴ ⇔ ̆ ף Ҭ ᴪ

Һӈ ꜚ ̆ ᾥ Һӈ ל ȁ ȁᾴ ȁ ȁ

ῤ ל ῒ Ȃ

̔ᶭ ȇ ľ ҍל Ŀ Ȉ

̆ ₮ ȁ ȁ ̕ ҍ

̆ Ȃ

4.《大学英语》课程

课程目标：依托现代教育技术，通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培养学生英

语听、说、读、写、译综合语言应用能力，适应学生未来职业发展英语语言口头与

书面实用技能的需要；同时将语言技能教育、跨文化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

培养学生文化自信，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主要内容：课程内容由三个部分组成，即综合、听说、实践。课程以线下课堂

教学为主，培养学生的英语语言技能及综合应用能力；以线上教学平台为辅，培养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满足个性化学习的需要；以英语第二课堂为延伸，拓展学生

的实践应用能力。

教学要求：遵循“实用为主、够用为度”的原则，重视语言学习的规律，正确

处理听、说、读、写、译的关系，确保各项语言能力的协调发展；打好语言基础和

培养语言应用能力并重；强调语言基本技能的训练和培养实际从事涉外交际活动的

语言应用能力并重，重视加强听、说技能的培养；通过多种现代化教学途径，开展

英语第二课堂活动，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课程采用形成性评估与

终结性评估相结合的原则。

5.《体育》课程

̔ Ῑ ҍ ̆ ᵣ ,

ӟ̆ 1-2 ҹ ꜚ ץ̆ ⌠ Ȃ

ӟ ̆ᶏ ⱬȁⱬ ȁ Һ ⌠ ,

⌠ ҹ ‰ Ȃ ᵣ ᴨ̆ל ꜛ ᵣ

Ҭ֣ ӏ ̆ ᵣ ̆ẫῃֲ ̆ Ȃ Ῑ ᵬ ⱬȁ֜ ⱬ

ⱬ̆ ֲ ῏ ᵬ Ȃ

ῤ :Һ ң №Ȃ № ꜚ ȁ

Ȃ №Һ ȁᵣ ̆ ȁ 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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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Ȃ

:Ҥ ȇῃ ᵣ ҍẫ Ȉ ̆

ȇ ᵣ ẫ ‰Ȉ ⌠ ̆ ҙ ᵣ ȁ ȁ

’ Ȃ

6.ȇḤ Ȉ

̔ ҙ Ғ ӟȁ ̆

ᶏ ҙ Ғ Ḥ Ῑ Ḥ ⱬ ⌠ῃ Ȃ

ү ῤ ̆ ꜛ Ḥ ֲ

֟ȁ ᵬ ̆ԅ ף ᴪḤ ̆ל Ḥ ᴪ

Ḥ ᴪ ̕ᶏ ΐ ᴆ Ḥ ⱲῈ ̆ԅ ȁ

ֲ ȁ ῐḤ ̆ΐ Ғҙ ӟ ⱬ̆ ȁ

ӟ ᵬҬ Ḥ ‗ ̕ᶏ ҙ ̆ΐ

Һꜚ ⱬ̆ҹ ҙ ⱬ Ȃ

Һ ῤ ̔ ԅ ̆ ᵬ ̆ Ὶ

ᴆ ᶏ ╠ ̆ⱬ ץ ҹҺᵣ̆

ӟ ⱬ Ȃ

̔ ῤ ̆ Ῑ ꜚ ⱬ̆ ⱬ̆

⇔ ⱬ ⱬȂ

7.ȇꞋꜚ Ȉ

̔ ԅ Ꞌꜚ ᴋⱵ ῒ ̆ Ꞌꜚ

̆ Ꞌꜚȁ Ꞌꜚ, Ꞌꜚ ᾣ ȁꞋꜚ ȁꞋꜚ ᴯ ȁ

Ꞌꜚ Ҽ Ꞌꜚ ̆Ῑ Ꞌꜚӟ Ȃ Ꞌꜚ Ҭ Ῑ Ꞌꜚ ȁ

Ꞌ Ȃ

Һ ῤ ̔ ῤⱵꞋꜚȁ Ꞌꜚȁ Ꞌꜚȁ ȁ

ᾴ ꜚ̆ ᴪ ⱵꞋꜚ̆ ҒҙҬ Ꞌꜚ ȁ ꜚҬ

Ꞌꜚ ȁ Ҭ Ꞌꜚ ̆ Ғҙ ҍ Ꞌꜚ ̆

⇔ Ꞌꜚ̆ᶏ ΐ Ꞌꜚ ⱬȁ Ꞌꜚ ȁῙ

Ꞌꜚӟ Ȃ

̔ Ȃ Ҭᵣ Ꞌꜚ ̆

Ғҙ Ғҙ ̕ Ꞌ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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ꜚ ⱬ̆ⱴ Ғҙ ̆ ꞋꜚҬ ȁ ‗ ҳ ̆

ҹ Ȃ

8.《国家安全教育》课程

课程目标:本课程以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新

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强军目标、维护国家安全根本要求，

着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提升学生国家安全意识和国家安全素养为

重点，为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和建设国防后备力量服务。

主要内容:本课程主要包括绪论、总体国家安全观、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

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

全、核安全、海外利益安全、新型领域安全。

教学要求：课程在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及教育部发布的《关

于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意见》《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等

法规和文件，认真贯彻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思想，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采用课

堂讲授与课外网络课程自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课程列入学校人才培训方案和教学

计划，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采用无纸化考试，课程考核的总成绩由平时成绩和考试

成绩组成，考核成绩记入学生档案。

9.《大学语文》课程

教学目标：《大学语文》是一门普及汉语文化知识和提高人文素养的公共基础

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加深学生对祖国历史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让优秀的文化

成果陶冶情操、滋养性灵，同时有机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学生的思想和

文化素养，增强文化自信，为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教学内容：本课程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各个时期、各种类型的经典汉语文文本作

为教学内容，包括《仁者爱人》《和而不同》《以史为鉴》《胸怀天下》等教学单

元。

教学要求：（1）培养学生理性的汉语意识。在进一步研习汉语言的过程中，将

感性的汉语情感转化为理性的汉语情怀；（2）全面提升学生的汉语能力。帮助学生

积累本国语文的有关知识，培养他们阅读分析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提高他们对本

民族语言文字的理解能力和运用水平；（3）丰富学生的民族文化。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能够理解和运用汉语文化，自觉传承民族文化。

10.《创新创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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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军事理论》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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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能）课程

1.专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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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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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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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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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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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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ᵬ ̆ Ҭ ̆ ᴰ Ҭ ᴨ ᴰ ̆

ֲ Ῑ̆ Ḥ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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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教师音乐技能（钢琴）》课程

课程目标：要求 ╠ ᵬ ̕

Ҍ ӟ ȁӏ ᾙ ̕ ᾙ ̕

ҹ ᾙ ᵄ ̕ ӏ ῐ ̆

ҙ Ῑ̕ ҕ ȁֲ ̆ Ḥȁ ҙ ᴋ

̆Ῑ ȁ ҙȁ ҙ ҹӟ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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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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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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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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ҙ Ῑ ľ 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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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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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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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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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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核心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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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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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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ᴪҺӈ ᴇṿ ̆ΐ Ḥ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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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
法律问题规这一规、法式例解合、

㖖园前，儿的园前规用价习意强
正确“解教育教学生法规这一合：方理前教育教学、

奯动及运学确，通规教师见教学 学法确前 合 与理用法前教育教学、法规这一式武器、舀育活动中出，的前 合问题，提高家，治教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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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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幼儿园课程理论与实践》课程

̔ ᾙ ȁ 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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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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幼儿园教育环境创设》课程（专业核心课程）

̔ ԅ ᾙ ⇔ Һ ῤ ̆ ᾙ

⇔ ̆ ̆ΐ ᾙ ⇔ ⱬ̆

╠ ῃ ̆Ῑ ḱ ȁ ҙȁץ ᵬ↕ȁҹֲ

ҙ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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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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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教育工作的素质和能力。

̂5̃ȇ ᾙ ᴇȈ ̂Ғҙ ̃

̔ ╠ ᴇ ̆ ╠

ᴇ ᴇῤ ᴇ ̕∆ ΐ ᴇ ᾙ

ᴇ ᵬ ⱬ̕ ᴇ Ȃ

Һ ῤ ̔ ᴇ ῏ ȁ ᴇ ȁ ᴇ ᴇ ̕

ᴇḤ ̕ ╠ᾙ ӟҍ ᴇȁ ╠ ᵬ ᴇ ╠

ᴇ ᴇ ΐᵣ ᴇῤ ᴇ Ȃ

̔ⱴ ҍ ̆ ᶛ ȁ ӟ ̆

ᶏ ᴇ ῏ ȁ ᴇ ᴇ ̆ ᴇḤ

ץ̆ ╠ᾙ ӟҍ ᴇȁ ╠ ᵬ ᴇ ╠

ᴇ ᴇ ΐᵣ ᴇῤ ᴇ ̕ Һꜚ ῀ ᵬ̆

ᾙ ᴇḤ ̆ ᴇ ᵬ̆∆ ΐ ꜚ

ⱬȂ

3.ҙ

̔

ѿ

（1）《教师音乐技能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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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ᵬ ̆

Ҭ ̆ ᴰ Ҭ ᴨ ᴰ ̆ ֲ Ῑ̆

ḤȂ

主要内容：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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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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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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ȇ ҍ Ȉ

课程目标：使学生掌握合唱与指挥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一定的组织与

指挥合唱的能力；能正确分析处理合唱作品，并能根据童声的特点进行合唱训练。

主要内容：包括合唱与指挥的基础知识及基本技能训练、合唱曲选两大部分。

上编为合唱基础知识与合唱实践歌曲，下编为合唱指挥基础知识与合唱指挥实践歌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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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过理论讲解使学生掌握一定的合唱与指挥的训练技法。通过各种实践训练学生会欣

赏及吟唱部分合唱歌曲，会通过欣赏经典名曲，并对其加以理论分析，让更多的同

学应用到实际的音乐作品中。加强理论联系实际，让学生把所学的合唱与指挥技能

应用到教学过程中，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3）《教师音乐技能 3（钢琴）》课程

课程目标：要求 ╠ ᵬ ̕

Ҍ ӟ ȁӏ ᾙ ̕ ᾙ ̕

ҹ ᾙ ᵄ ̕ ӏ ῐ ̆

ҙ Ῑ̕ ҕ ȁֲ ̆ Ḥȁ ҙ ᴋ

̆Ῑ ȁ ҙȁ ҙ ҹӟ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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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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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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教师舞蹈技能 3》课程

课程目标：要求学生了解本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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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ҙ Ῑ ľ Ŀ̆ 正确的儿

童观与教育观。

主要内容：分为舞蹈基训、民族民间舞蹈、幼儿舞蹈基本理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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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幼儿园舞蹈

教学实际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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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ȇẫ Ȉ

̔ ᵣ , ӟ̆ 1-2 ҹ

ẫ ꜚ ץ̆ ⌠ Ȃ ӟ ̆ᶏ

ⱬȁⱬ ȁ Һ ⌠ , ⌠ ҹ

‰ Ȃ ꜛ ᵣ Ҭ֣ ӏ ̆ ᵣ ̆ẫῃֲ ̆ Ȃ

Ῑ ᵬ ⱬȁ֜ ⱬ ⱬ̆ ֲ ῏ ᵬ

Ȃ

Һ ῤ ̔ ẫ ȁẫ ꜚᵬȁẫ ӏȁẫ

ȁẫ ȁ ᵣẫ ҍẫ ȁ ẫ ȁẫ ᴧ ‰

ῤ Ȃ

:Ҥ ȇῃ ᵣ ҍẫ Ȉ ̆

ȇ ᵣ ẫ ‰Ȉ ⌠ ̆ ȁ ’ Ȃ

̂6̃ȇ 3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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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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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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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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ԋ

̂1̃ ΐ└ᵬȈ

̔ ȁ ΐ└ᵬ ̕ΐ

ΐ ⱬ̕ ᾙ ̆ ̆

ԍשּׂ̆ ⇔ ̆ ҹ ᾙ⇔ ⱬȁꜚ ⱬ

ȁ ȁḆ Ȃ

Һ ῤ ̔ ΐ└ᵬȁ ΐ└ᵬȁꜚ ΐ└ᵬȁ

ֲ ≢ ΐ└ᵬȁ ΐ└ᵬȁᾙ ⱬ ΐ└ᵬȁ

Ḛ ΐ└ᵬȁҕ ΐ└ᵬȁᴰ ΐ└ᵬȁ ꜚ

ΐ└ᵬȁ ΐ└ᵬȁ ꜚ ΐ└ᵬ

̔ ȁ ȁ ᵬȁ ȁ ӟȁ ӟȁ

̆ᶏ ᴪ ΐ̆ ᾝ ᴇ

̆ ȁ ᵬҙȁҒҙ ̆ ῒ ӟ

Ȃ

̂2̃ȇ ᾙ ῖ Ȉ

̔ ԅ ᾙ ȁ ȁ№ ⱳ ̆

ᾙ ȁ ᾙ ᾙ ꜚ

̕ ᴪ ᾙ ̆ ᴪ ᾙ ȁ ᾙ ȁ

ᾙ ̆ ᴪ ᾙ ꜚ ̕ ᾙ ̆

ᾙ ̆ ᾙ ꜚ ̆ ҕ

ȁֲ ȁᴇṿ ̆ ᾙ ȁ ᾙ 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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ȁ ѿּׂ̆שԍ ̆ӏԍ ̆ ԍ⇔ ̆ Ғҙ ⱬ ҙ ῙȂ

Һ ῤ ̔ Һ ῤ ҩ №̔ ѿ̆ ᾙ ̆

ᾙ ȁ ȁ№ ⱳ ̕ ԋ̆ ᾙ ץ̆

ᾙ ̕ ҈̆ ᾙ ץ̆ ᾙ ȁ

ȁ ̕ ̆ ᾙ ꜚ ̆

ץ ᾙ ꜚ Ȃ

̔ ԅ ᾙ ̆ ᾙ

ȁ ᾙ ȁ ȁ ץ̆ ᾙ ꜚ

̆ҹ Ԋ׆ ᾙ ᵬȁ ץ ҹҺ ꜚ̆ ≢

ᾙ ꜚ Ҋ Ȃ

̂3̃ȇ ᾙ Ȉ

̔ ᾙ ẫ ῒ ӈ̆

ᾙ ȁẫ ̕ Ḇ ᾙ ẫ ̆∆ ᴪ ῏

ᾙ ẫ ȁ ̆ Ḡ

ẫ Ȃ

Һ ῤ ̔ ῤ Һ ᾙ ẫ ȁᴋⱵ ῤ ȁ

↕̕ Һ ῏ԍ ẫ ̕ ᾙ ẫ ̕ ᾙ

ẫ ҍ ̕ ᾙ ҹ Ȃ

̔ ѿ ̆ ҍ ╠ᾙ ȁ ╠ᾙ

ȁ ╠ ȁ ᾙ ℗ ῏ ̆ Ҭ

Ȃ ᶛ ȁ ӟ ̆ᶏ ᾙ ẫ ῒ

ӈ̆ ẫ ̕ ᾙ ҍḠ ῤ ̆∆ ᴪ

῏ ̕ ẠԊ ȁ ᴋ ҙ ̆

Ҭ ץ ̆Ḇ ẫ Ȃ

̂4̃ȇ ף Ḥ 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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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Ҍ ̆ ѿ Һӈ ̆ ץ ҹҬ ̆ ᾴ

Ԋҙ Ḥ ̆ ף ̆ ҍ

ⱬ ῏ ̆ ľ ҩ ḤĿȂ 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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ľ Ŀ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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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ᴋ ̔

̂1̃ȇ ᾙᵣ Ȉ

课程目标：要求学生掌握 ᾙᵣ ̆形成运用所学

的理论知识设计和创编幼儿幼儿基本体操的的能力。 ꜛ ᾙᵣ Ҭ֣

ӏ ̆ ᵣ ̆ẫῃֲ ̆ Ȃ Ῑ ᵬ ⱬȁ֜ ⱬ

ⱬ̆ ֲ ῏ ᵬ Ȃ

Һ ῤ ̔ ᾙ ᵣ ȁ ᾙ ᵣ ȁ ᾙ

ҍ ᵣ ȁ ᾙ ᵣ ῤ ȁ ᾙ ᵣ ↕ҍ ȁ ᾙ

ᵣ ץ̆ ȁ ᾙ 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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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学生能够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幼儿

运动发展特点、幼儿兴趣特点，选择音乐和独立设计、编排幼儿体操。

̂2̃ȇ Ȉ

课程目标： ȁ ≠ ╠ ̕ԅ

≠ ̆ ≠ ᾙ ̕ԅ ≠ ̆

ΐ ץ↓ ΐ Ȃ ꜛ Ḥ ̆ ̆

̆ ╠ ף ᾙ ҙ Ȃ

Һ ῤ ̔ ≠ ῒ ꜚ̕ ≠ ̕

≠ ᾙ ȁ ̕ ≠ ̕ ≠ ᵝҍ ץ

≠ Ȃ

教学要求：本课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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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考察学生能否运用蒙台梭利的教育理论，正确认识

和分析实际工作中的各种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能否掌握蒙台梭利教室的设置，教

具的序列以及教具的实操；是否初步具备实操蒙台梭利经典教具的能力。学会做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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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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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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ΐ

ȁ ҙȁ῏ ȁ ӥ ֲȁҹֲ ȁ ӟ ҙ ḱῙ

ҹӟ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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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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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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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素养，Ạ Ḥ ȁ ȁ ȁ ֹ ӊ ľ Ŀ

Ȃ

主要内容：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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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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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Ҭ ⇔ ⱬ ᵬ

̆ ‚ ̆ Ῑ̆ ֲ ȁᴇṿ ȁ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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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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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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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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Ḥȁ ⇔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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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教学活动周数分配

具体安排见表 3。

表 3 教学活动周数分配表

῀
ȁ´Ԋ

ӟ
ӟȁ ӟȁ
ӟȁ ҙ

ȁ ҙ

ꜚ

ѿ
1 2 15 2 1 20

40
2 17 2 1 20

ԋ
3 13 2 5 20

40
4 20 20

2 45 6 27 0 80

ῇȁ ᵣ

̂ѿ̃ ⅞

Ғҙ ԋ 1793 ̆ №ҹ 92 №̆

61.8%ȂῒҬ̆Ὲ῍ ḱ 596 ̆ 33.2%̆33 №̕Ғҙ̂

̃ ҹ 1197 ̆ 66.8%̆59 №Ȃ ḱ ҹ 172

̆ 10%̆11 №Ȃΐᵣ 4Ȃ

表 4 各类课程学时、学分分配表

≢ ̂%̃ № №
̂%̃ ῏ ‰

Ὲ῍ 596 33.2% 33 35.9% Ҍ ԍ
1/4

Ғҙ̂ ̃ 1197 66.8% 59 64.1%

1793 100.0% 92 100.0%

ῒҬ
ḱ 1621 90% 81 88% Ҍ ԍ

10%ḱ 172 10% 11 12%

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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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ץ50% 61.8%

̂ԋ̃

ΐᵣ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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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教学进程安排表

≢ №

№

ῤ

ѿ ԋ

ѿ ԋ ҈

16 18 18 18

/

Ὲ
῍

ḱ

1

99000502B
қ Ҭ ᴪҺ

ӈ ᵣ
4 72 64 8

4/(52

+20)

ǵ

3
99000522B ḱῙҍ ̂1̃

3

24 20 4
2/(30-

6)

4
99000532B ḱῙҍ ̂2̃ 30 26 4

2/(34

-4)

5 99000032A ҍל (1)

1

8 8 0 [8]

6 99000612A ҍל (2) 8 8 0 [8]

7 99000622C ҍל (3) 8 0 8 [8]

10
99000082B (1) 3 56 34 22

4/(60-

4)ǵ
Ǹ

11
99000092B (2) 4 72 42 30

4/(68

+4)ǵ
Ǹ

12
99000122B ᵣ (1) 2 36 4 32

2/(30+

6)ǵ

13
99000132B ᵣ (2) 2 36 4 32

2/(34

+2)ǵ

15
99000542B Ḥ 3 36 18 18

2/(34

+2)ǵ
Ǹ

16
99000592B Ꞌꜚ 2 32 4 28

2/(34

-2)ǵ

17 99000602B ῃ 1 16 16 0 1

18
99000562B 2 32 28 4

2/(26

+6)ǵ

19 99000172B ⇔ ⇔ҙ ҍ ҙ ⅞(1)

2

12 6 6 [12]

20 99000182B ⇔ ⇔ҙ ҍ ҙ ⅞(3) 12 6 6 [12]

21 99000192B ⇔ ⇔ҙ ҍ ҙ ⅞(4) 12 6 6 [12]

22 99000212C ´Ԋ ȁ῀ 2 56 0 56 2W

31 558 294 264 9 12 6 0

ḱ

24
99000283A

ᾥ ҺӈҬ ҍ

ᶏ
1 20 20 0 [20]

25 ῃ Ὲ῍ ḱ ̂ ̔

2~3 ̃
1 18 9 9 [18]

2 38 29 9 0 0 0 0

Ὲ῍ 33 596 323 273 9 12 6 0

Ғ
ҙ

26 08020010B ᾙ ӟҍ 2 30 21 9 2ǵ Ƿ

27 08020060B ╠ 1 26 18 8 2ǵ Ƿ

28 08020070B ╠ᾙ 1 13 9 4 1ǵ Ƿ

29 08020600B ╠ᾙ ҹ 1 15 11 4 1ǵ Ƿ

30 08020290B ӏ ( ӏ)(1) 1.5 30 15 15 2ǵ

31
08020300B ӏ ( ӏ)(2) 1.5 34 17 17 2ǵ

32 08020310B ӏ ( )(1̃ 2 30 15 15 2ǵ

33 08020320B ӏ ( )(2̃ 2 34 17 17 2ǵ

34 08020330B (1) 1.5 30 15 15 2ǵ

35 08020340B (2) 1.5 34 17 17 2ǵ

36 08020350B ̂1̃ 2 30 15 15 2ǵ

37 08020360B ̂2̃ 2 34 17 17 2ǵ

38 08020370B 1 13 4 9 1ǵ

39 08020380B Ώ B 1 15 4 11 1ǵ Ƿ

21 368 195 173 12 8 4 0 Ƿ

Ғ
ҙ

ḱ

40 08020020B ╠ 1 17 12 5 1ǵ Ƿ

41 08020030B ╠ 2 30 21 9 2ǵ Ƿ

42 08020040B ᾙ ҍ (1) 2 34 24 10 2ǵ Ƿ

43 08020051B ᾙ ҍ (2) 3 52 36 16 4ǵ Ƿ

44 08020700B ᾙ ⇔ 1 13 9 4 1ǵ 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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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08020080B ᾙ ᴇ 1 17 12 5 1ǵ Ƿ

10 163 114 49 2 4 5 0

Ғ
ҙ

ѿ

Έ

46 08020111B ӏ ( ӏ)(3) 1 13 4 9 1

ᵞ

ḱ 4 №

47 08020651B ҍ 1 13 4 9 1

48 08020131B ӏ ( )(3) 1 13 4 9 1

49 08020151B (3) 1 13 4 9 1

50 08020671B ẫ 1 13 4 9 1

51 08020171B (3) 1 26 8 18 2

Ғ
ҙ ԋ҈

52 08020231B ΐ└ᵬ 1 26 8 18 2
Ƿ ᵞ

ḱ 3

№

53 08020241B ᾙ ῖ 1 13 4 9 1

54 08020261B ᾙ 1 13 4 9 1

56 08020691B ף Ḥ 1 13 4 9 1

ᴋ ҈

ԋ

57 08020221B ᾙᵣ 1 13 9 4 1 Ƿ ᵞ

ḱ 2

№

58 08020201B 1 17 12 5 1

59 08020191B ӏ 1 17 12 5 1

ḱ № 13 203 81 122 0 2 13 0

ᵞ ḱ № 9 134 53 81 0 1 9 0

ḱ

60 08020390C ӟ( ӟ)(1) 1 28 0 28 1W Ƿ

61 08020400C ӟ( ӟ)(2) 1 28 0 28 1W Ƿ

62 08020410C ӟ( ӟ) 4 112 0 112 4W Ƿ

63
08020420C ӟ 12 336 0 336 336

Ƿ̂ ҙ

̃

64 08020430C ȁ ҙ 1 28 0 28 1W

19 532 0 532 1W 1W 5W 12W

Ғҙ̂ ̃ 59 1197 362 835 14 13 18 0

92 1793 685 1108 23 25 24 0

ᵞ ḱ № 92 1793 685 1108 466 475 516 336

注：
1.该学期考试科目均用“▲”标注，没标的为该学期考查科目。
2.《健康教育》安排在入学教育期间以专题形式开展，不占用总学时。
3.“教师教育课程”均用“◆”标注，“1+x”证书考证用“◇”标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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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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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含职业资格证书）

ӥ ӥ

1 ᾙ

表 7：基本技能证书

ӥ ӥ

1
ⱬ B

ⱬ ᴪ

2
ῃ ѿ ӥ Ҭ

3
ԋ Ә ӥ қ ᵬ

ᴪ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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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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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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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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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时分配
理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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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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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执行审批意见：

系： 教务处： 分管副院长：


	              （2018级中高职贯通培养三二分段高职学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