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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E教育理念下“学前教育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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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关注学生的“学”，聚焦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知识的内化及能力的发展，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核心要求。OBE理念强调

成果导向，注重学习目标和成果，这种目标和成果不仅要求对知识的掌握，更强调知识的内化、专业素养的形成以及

实践能力的提升。本文从分析传统《学前教育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出发，基于0BE教育理念从学习成果、教学

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考核等多方面探索新型教学模式，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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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Focusing on the "learning" of students and focusing on the internaliza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ability is the core requirement of cultivating applied talents. The OBE concept 

emphasizes achievement orientation and learning goals and achievements. Such goals and 

achievements require not only the mastery of knowledge, but also emphasize the internalization of 

knowledge, the formation of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ractical abili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urse teaching of traditional "Preschool Educ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new teaching mode, based on the teaching results,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teaching assessment,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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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学前教育学》是学前教育专业的一门必修课和基础课，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关注的是真实、丰富、多元的教育生活，但在

传统的课程教学模式下该门课程越发凸显理论性，实践性被流失。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停留在记忆、理解阶段，无法满足教育部对于金课

“两性一度”（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的标准，也与应用型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定位相违背。

OBE又称成果导向、结果导向或能力导向教育，是一种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学习结果为导向的教育思想。关注学生、结果导向、

不断改进是 OBE的三大要素，该教育理念下的课程教学模式更关注学生的“学”，聚焦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学习成果的获得以及能力的发

展。在北美、澳大利亚等国家进行的 OBE理念指导下的教育改革探索中，发现实施 OBE教育理念指导的教学对于提升教学效果，促进

学习者达成预期目标，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良好的作用。[1]

基金：河池学院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以能力为核心的课程考核模式研究与实践—以《学前教育学》课程为例”（2023EA014）研究成果。

一、传统《学前教育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内容偏理论化，缺乏实践性

《学前教育学》课程内容包括学前教育学基本理论、学前教

育的要素、幼儿园保教活动及班级管理、幼儿园与家庭、社区、

小学四个模块。[2]其中幼儿园保教活动及班级管理部分要求学生

熟悉幼儿园一日活动流程、一日活动各环节的工作内容，知道教

学活动和游戏活动的设计与组织流程。幼儿园与家庭、社区、小

学部分要求学生能了解幼儿园、家庭和社区的合作方式、调查和

分析社区幼小衔接的现状。显然上述课程内容决定了《学前教育

学》的课程教学应加强校地合作，通过教育见习、研习让学生在

观察与实践中切实促进各项能力的发展。但传统《学前教育学》

课程教学中“知识本位”的教育观导致教师将知识传授等同于教

育本身，将教材等同于教学内容，重点关注学科的逻辑性和系统

性，使教学困于教室，止于书本。教育见习、研习的缺失，无法

让学生把所学习的理论知识与学前教育实际问题联系起来，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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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性欠缺。

 （二）教学方法较陈旧，缺乏数字素养

AI时代背景要求把人工智能技术深入到教育教学和管理全过

程，培养一大批具有数字素养的新教师。数字时代的教育思维与

传统教育模式存在较大差异，教育数字化情境下更注重学生自主

学习，更注重个性化、多元化学习方式的实践探索。[3]传统《学

前教育学》课程理论教学以教师灌输式讲授书本理论知识为主，

PPT内容与书本知识高度重合，且长时间不更新。尽管有教师会

利用“雨课堂”“学习通”“云班课”等智慧教学平台，但也出

现仅起到 PPT展示作用等问题，没有充分发挥数字化工具的功能

和价值，也未能通过教育数字化激发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创新意

识，课堂互动往往变成教师的独角戏，流于形式。[4]

（三）考核内容创新性不足，缺乏灵活性

《学前教育学》课程考核包括过程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过

程性考核主要由日常考勤、平时作业以及课堂互动组成，这些考

核多是对课程基本理论的考核。终结性考核多采用闭卷形式，题

型包括选择题、名词解释、填空题、简答题、论述题、材料分析

题、教育活动设计题等。传统期末考核的内容多是对书本知识的

记忆和理解，缺乏对学前教育问题及现象的个性化思考部分，容

易出现学生平时上课不认真，期末划重点突击背诵，看似“优

异”的考试成绩却也掩盖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差的内核，

对知识的理解及运用浮于表面。此外尽管有主观题，但答案过于

标准化的“假主观题”也不利于促进学生发散性思维及个性化的

培养。[5]

二、基于 OBE理念的学前教育学课程教学改革

关注学生的“学”，聚焦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知识的内化及能力

的发展，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核心要求。OBE理念强调成果导向，

注重学习目标和成果，这种目标和成果不仅要求对知识的掌握，

更强调知识的内化、情感价值观的形成以及实践能力的提升。[6]因

此基于 OBE理念进行《学前教育学》课程教学改革对于全面提升

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索。

（一）明确《学前教育学》的学习成果

OBE采用逆向思维的方式从学生的学习成果出发反向设计教

学过程，明确学习成果是 OBE理念的起点，也是课程教学改革的

起点。确定学习成果，需要先明晰课程定位。《学前教育学》是

学前教育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以《心理学》《教育学》《学前儿童

保育学》的学习为基础，是《幼儿园课程与教育活动设计实施》

《学前儿童游戏理论》《幼儿园环境创设》《幼儿园组织与管理》

等课程学习的前提。[7]课程内容包含多个板块，但这些板块如学

前儿童游戏、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实施都会在后续课程中进行专

门学习，因此该课程在学前教育专业整个课程体系中起到引领、

奠基作用，显然将学习结果定位为掌握某种具体的技能如环境创

设、教育活动、游戏活动设计是不切实际的。作为研究学前教育

现象、问题、揭示教育规律的一门科学，这也决定了《学前教育

学》的能力目标更多的是运用教育理论知识分析学前教育实际问

题，提出个性化思考的能力。[8]基于以上分析，围绕学前教育人才

培养目标及幼儿园教师的岗位要求，可以将《学前教育学》的学

习结果定位为：

1.课程思政目标  

加强师德师风教育，突出课堂育德、典型树德、规则立德，

树立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职业理想，热爱学前教育事业，做一

名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

有”好老师。

2.知识目标

了解学前教育基础知识，包括：学前儿童发展的特点、幼儿

园保教工作的目标和主要内容、幼儿园课程与教学、教育活动设

计与实施、游戏、环境创设的基本原理，幼儿园与家庭、社区、

小学合作的方法、原则等。

3.能力目标

能够关注和探讨学前教育领域中的问题，通过自主学习、小

组合作等方式运用教育理论知识分析学前教育实际问题，具备一

定的独立思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素质目标

具有科学的儿童观、教育观和教师观，较强的专业认同感，

以及对儿童和学前教育工作的兴趣与热情。

（二）优化《学前教育学》的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是 OBE教育理念实施的关键，也是教学改革的重

点，应以学习成果为导向，优化教学内容，提升实践性、趣味

性。[9]

首先，梳理教材。教材是重要的课程资源，但不是唯一的课

程内容。教师在教学时不宜照本宣科“满堂灌”式对每一个书本

知识点都进行传授，应相信学生的自学能力有的放矢地留给学生

独立思考问题以及课堂互动的时间。[10]

其次，案例教学。教材是抽象、枯燥的，教师可以通过网络

收集素材、到幼儿园挂职等方式积累足够的教学案例。案例来源

于真实生活，具有真实性、实践性的特点，能让比较抽象的理论

知识变得生动具体，帮助学生学会从教师、幼儿视角思考问题。

如在学习“幼儿园游戏活动”章节时，教师可以呈现不同的幼儿

园游戏活动案例，让学生通过独立思考、小组讨论等方式辨别

“真游戏”和“假游戏”的不同，并提出个性化的思考见解。[11]

最后，观察分析。课程教学应始于教材，但不止于教材，教

学地点不应限于教室，教学内容也不应限于书本，“大自然、大社

会都是活教材”，教材是现实生活的写照，现实生活是教材的延

伸，学生知识经验的内化及能力的发展离不开对真实教育生活的

观察与分析。[11]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为学生提供教育见习、研

习的机会，带学生入园观察幼儿园的环境创设、班级管理的工作

要求、一日活动的组织与安排、家园合作、教师与幼儿的行为表

现等方面，以课堂汇报的形式将观察经验共享，面对问题与困惑

共同研讨，缩短理论与实践的距离，培养学生运用教育理论知识

分析学前教育实际问题的能力。[12]

（三）改革《学前教育学》的教学方法

OBE理念下的教学方法应以学习者为中心、学习成果为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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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利用信息化手段实施“课前—课中—课后”三阶段翻转式课

堂教学，重视学生个性化学习、多元化学习下能力的培养。

课前导学，激发兴趣。教师通过“雨课堂”“学习通”等智慧

教学平台发布学习资料并提出明确的学习目标和任务，学生以个

人或者小组的方式自主学习基础理论知识，对遇到的问题思考讨

论后上传平台，教师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以学定教。[13]

课中研讨，知识内化。鼓励学生以小组为单位，以 PPT的形

式展示课前自主学习内容，并提出个性化的理解与困惑之处，对

遇到的问题师生共同研讨，强化对重难点知识的理解。教师还可

根据学生的自学情况，抛出深层次问题进行探讨，提高学生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知识内化。[14]

课后巩固，评价提升。学生根据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在智慧平

台完成相应的课后练习，教师批改后点评、分享优秀作业，让学

生在练习和模仿学习中完成对知识的巩固提升。

（四）革新《学前教育学》的考核方式

检验学习成果是0BE理念下教学改革的终点，课程考核方

式的选择是检验学习成果的重要因素。聚焦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知

识的内化及能力的发展要求课程考核从单纯的知识考查转变为知

识、能力、素质并重，形成过程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并重的动态

考核方式，考核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记忆、运用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专业素养三方面。过程性考核的成绩占总成绩

40% ～ 50%，可以包括考勤、课堂互动、小组 PPT展示、见习研

习报告、课后练习等方式。终结性考核占总成绩50% ～ 60%，以

期末闭卷形式进行，客观题占比30% ～ 40%，考查知识的理解与

记忆，主观题分值占比60% ～ 70%，适当增加案例分析、对某种

教育现象、某个观点的个性化思考、评价活动过程等开放性考题

的比重，考查能力与专业素质。[15]同时不管是过程性考核还是终

结性考核，都应推行“非标准答案式”的考核方式，更关注学生

的个性化学习，多元化思考，破除“高分低能”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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