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eative Education Studies 创新教育研究, 2025, 13(1), 343-348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5.131046  

文章引用: 骆明月. 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第二课堂活动现状及改进策略探索[J]. 创新教育研究, 2025, 13(1): 343-348.  
DOI: 10.12677/ces.2025.131046 

 
 

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第二课堂活动现状 
及改进策略探索 

骆明月 

山东女子学院教育学院，山东 济南 
 
收稿日期：2024年11月29日；录用日期：2025年1月9日；发布日期：2025年1月17日 

 
 

 
摘  要 

第二课堂活动作为第一课堂的延伸和补充，是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综合分析了第

二课堂活动现状，结果发现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第二课堂活动存在未充分体现专业特色、内容缺少系统规

划、组织缺少专业教师指导及评价标准不完善等问题，进而指出要加强第二课堂活动的学前教育专业特

色建设，构建项目化活动内容体系，完善第二课堂管理体系，强化第二课堂指导队伍建设，构建第二课

堂活动督察评价体系。 
 
关键词 

学前教育专业，第二课堂活动，问题与对策 
 

 

Exploration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of the Second  
Classroom Activities in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s in Universities 

Mingyue Luo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dong Women’s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Received: Nov. 29th, 2024; accepted: Jan. 9th, 2025; published: Jan. 17th, 2025 

 
 

 
Abstract 
As an extension and supplement to the first classroom, the second classroom activities are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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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 in universities. The articl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econd classroom activities, and finds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reflection of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lack of systematic content planning, lack of 
professional teacher guidance and imperfect evaluation standards in the second classroom activi-
ties of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s in universities. It then points out that the second classroom ac-
tivities must be strengthened. We constru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s in 
second classroom activities, build a project-based activity content system, improve the second class-
room management system,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econd classroom guidance team, and 
build a second classroom activity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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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第二课堂育人作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是第一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以其活动主体的自主

性、内容广泛性和形式多样性、参与实践性成为高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时代新人的重要载体[1]。
它也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适应大学生活，培养综合素质与实践能力的有效途径。第二课

堂活动对于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涵养个人修养，培养职业能力和理想信念有重要作用。虽然第二课堂活动

的相关研究较多，但针对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第二课堂活动的研究较少，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二课堂活

动的价值、第二课堂活动课程体系建设及某一门课程如何与第二课堂融合设计等，本文全面分析了高校

第二课堂活动的现状，结合案例具体分析了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进第二课堂活动的对策建议，旨

在为学前教育专业第二课堂活动实践提供借鉴。 

2. 学前教育专业第二课堂活动的现状 

2.1. 活动种类与形式 

目前，学前教育专业的第二课堂活动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涵盖了思想道德、公益服务、实践实习、

创新创业、文化娱乐、专业竞赛等多个方面。这些活动不仅有助于学生理论知识的深化，也为学生提供

了实践锻炼的平台，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锻炼了实践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就业竞争力和社

会适应能力。然而，尽管活动形式丰富，如何进一步强化活动的专业性和系统性，提高学生参与的深度

和广度，仍是当前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2.2. 活动的组织与管理 

在多数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的第二课堂活动由学院或系部统一规划和协调。学院通常会制定相应的

活动方案，并通过学工办、团委等部门对活动进行监督和指导。学院层面的组织管理一般由团总支负责，

涉及活动审批、组织协调、资金分配等工作。尽管学前教育专业的第二课堂活动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在组织与管理上仍面临许多挑战，如管理制度不够完善、活动评估与激励机制不健全、教师的指导和

参与不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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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学生参与情况与效果 

近年来，各高校越来越重视第二课堂对人才培养的促进作用，积极探索第二课堂育人模式，强化对

第二课堂活动的监督和引导。很多高校探索形成了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实现第二课堂学分制，这极大

的调动了学生参与第二课堂活动的积极性，使第二课堂在学生专业素养提升、实践能力培养、就业竞争

力提升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然而，从整体情况来看，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参与第二课堂活动情况及

效果仍存在一定问题。如参与积极性较高，但深度不足；高年级学生参与度下降；第二课堂对学生职业

能力培养不足等。 

3. 学前教育专业第二课堂活动存在的问题 

3.1. 与学前教育专业融合不足，未充分体现专业特色 

第二课堂活动在学前教育专业中是实践与理论结合的重要桥梁，但在实际开展中，第二课堂与学前

教育专业融合不足，未能充分体现专业特色的问题较为突出。首先，从目前第二课堂活动开展现状看，

虽然第二课堂活动的组织尝试从德育教育、素质拓展、专业训练和创新创业等内容进行着实践探索，但

与学前教育专业融合不足，导致第二课堂活动内容单一，形式局限于绘画、手工、唱歌等技能活动，缺

乏与学前教育核心课程的深度结合。例如，第二课堂活动很少涉及幼儿行为观察、游戏设计、教育活动

设计等学前教育专业能力培养相关活动，导致学生难以将课堂中所学的专业理论应用到实际场景中，对

于学生专业能力和专业情感的促进作用发挥有限。其次，活动设计未充分体现学前教育的职业需求。第

二课堂应坚持以学生为主体，基于人才培养方案，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开展体现素质教育内涵的实践活

动[2]。第二课堂活动以学生为主体，充分考量学生的兴趣及个性发展的需求无可厚非，但第二课堂作为

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途径，理应聚焦人才培养需求，以职业能力发展为导向，关注学生职业素

养的发展。目前第二课堂一些活动重视趣味性和参与性，但忽视了幼儿教师职业素养的培养的教育作用，

导致学生虽能参与，但难以在活动中提升专业能力。 

3.2. 第二课堂的活动内容缺少系统规划，育人效果未充分发挥 

第二课堂的特点是形式的多样化和内容的广泛性，涵盖专业实践、社会实践、艺术文化、体育健康、

创新创业等多个维度，旨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然而从第二课堂活动内容现状看，目前高校学前教育专

业开展第二课堂活动时主要以文体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的形式为主，对活动内容缺少长期、系统地规划，

主要表现为第二课堂活动缺乏系统性，活动内容通常是零散的、临时性的，没有形成聚焦经验和能力发

展的层级递进关系。例如，有学校在学期内组织几次独立活动，但未能将这些活动按照“理论学习–实

践应用–经验总结”进行有机设计，导致活动之间相互割裂，学生难以通过逐步参与，建立完整的知识

与能力框架。此外，活动内容规划也没有体现不同年级的递进培养关系，例如，大一学生与大三学生参

与的活动可能同质化，未能针对学生不同阶段的成长需求进行内容的整体设计。第二课堂的活动内容缺

少系统规划还表现为没有聚焦学生的毕业要求进行设计，活动内容与专业核心能力培养脱节，导致第二

课堂活动对学生专业发展支撑不足。例如，第二课堂活动未能充分结合学前教育专业的核心能力需求。

学前教育工作要求学生具备三字一话能力、家园沟通等实践技能，但在现有第二课堂中，相关实践内容

的比重明显不足。 

3.3. 第二课堂的组织缺少专业教师的指导，协同育人不佳 

从组织管理层面，第二课堂一般是在学校团委领导下由学院团总支负责人统筹安排，相关辅导员及

学生会具体设计实施相关活动，专业课教师参与较少，活动组织过程中，活动指导教师与专业课教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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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缺乏有效协同。参与指导的辅导员大都是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缺乏学前教育专业背景，他们对学前教

育专业的特殊性了解不深，容易出现仅以一般性兴趣培养和思想政治教育为目标，忽略了学前教育工作

者需要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养。虽然在第二课堂活动中也会安排一定专业实践类活动，但由于专业教师

参与度较低，第二课堂的活动内容往往停留在表层，缺乏对专业素养培养价值的挖掘。例如，如幼儿园

志愿服务实践活动，此类活动是实现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有机结合，协同育人的有效方式，由于实际活

动开展中一般由学生自行组织，缺少专业教师指导和反馈，活动效果因此大打折扣，这在一定程度上反

应出第二课堂活动的协同育人不到位。 

3.4. 第二课堂活动评价标准不完善，导向作用有待提高 

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第二课堂活动是素质类课程，许多第二课堂活动未明确设定清晰的活动目标，导

致活动组织者和参与者对活动的预期效果缺乏共识。这导致评价重点可能只停留在活动的参与率和形式

效果上，而未能关注活动对学生专业能力提升、综合素质发展等深层次作用。在评价内容上多局限于学

生的出勤率、完成任务情况上，对学生在活动中的实际成长、能力提升和知识应用水平的考察不足。例

如，在学前教育专业的第二课堂中，活动可能注重展示结果，如教学设计作品，而缺乏对学生在活动过

程中的创造力、问题解决能力、团队协作等多维度的综合评价。从活动评价的结果反馈看，许多活动是

学生组织缺少反馈，极少数活动教师或评委有打分或活动后口头反馈等，学生参与后的表现和成长情况

没有通过有效的反馈机制及时传递给学生，这导致第二课堂活动结果未能有效转化为对学生专业发展的

持续引领。 

4. 学前教育专业第二课堂活动改进策略探索 

4.1. 聚焦培养方案，强化学前教育专业特色建设 

推进第二课堂建设，关键要促进资源整合、要素融合，其中与专业教育（第一课堂）的耦合是提升

第二课堂育人实效的重中之重[3]。第二课堂应结合专业毕业要求和学生需求，设计并组织实施强化提升

职业技能与综合素养的活动，从而更好体现学前教育的专业特色。 

4.1.1. 结合专业课程目标，实现第二课堂与第一课堂的联动 
课程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载体，专业课程对于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职业能力培养具有重要作用。

要充分发挥第二课堂活动价值，应结合专业课程目标，将第二课堂活动与学前教育专业核心课程深度结

合。例如，在学习幼儿心理学时，可以设计“幼儿行为观察与分析”活动，让学生在幼儿园或模拟情境中

进行真实的行为记录与分析；在学习了幼儿园教法课程后，可组织“幼儿教师专业技能大赛”，鼓励学

生把课堂学习的知识与能力在实践中运用，通过小组磨课，参加比赛等多种形式帮助学生巩固课堂知识，

同时提升实践能力和专业素养。 

4.1.2. 聚焦人才培养目标，融入学前教育职业需求。 
第二课堂活动应围绕学前教育的核心素养展开。一是可以通过专业能力竞赛，融入职业能力培养。

例如，可通过“幼儿园环境创设大赛”让学生实践环境布置技巧，结合主题墙设计、教具制作等内容，突

出学前教育的特色；通过“三字一话大赛”、“幼儿教师从业技能大赛”等，以赛促学，实现第二课堂与

职业能力培养的融通。二是邀请园长或资深教师开展主题讲座，或指导学生完成活动设计、教案编写等

专业任务。不仅增强活动的实践性，也能让学生更好理解行业标准。三是在志愿服务类活动中为学生提

供到幼儿园实习实践的机会，让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走进幼儿园真实场景，运用所学知识参与到幼儿教师

实践中，涵养学生的职业道德，提升职业能力，从而实现第二课堂与毕业要求的对接，助力学生职业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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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培养。 

4.2. 加强第二课堂活动规划，构建项目化活动内容体系 

加强第二课堂活动规划，构建项目化活动内容体系是提升活动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

通过科学规划和系统设计，第二课堂可以更好地发挥教育价值。 

4.2.1. 应明确第二课堂活动目标，构建基于人才培养的清晰活动体系 
第二课堂是培养学生思想素质、创新意识、实践能力等素质的重要环节和载体，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包括思想道德、公益服务、实践实习、创新创业等多种活动形式。第二课堂活动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基

础上，应积极与第一课堂协同配合，助力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具体可围绕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融入专业能力提升、综合素质培养和职业道德塑造等多方面内容。第二课堂活动不仅要融入人才培养方案，

同时应结合专业特色，拟定第二课堂活动大纲，使第二课堂活动有清晰的目标引领和内容支撑。 

4.2.2. 搭建层次分明、递进提升式的活动模式 
学生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的培养提升，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第二课堂活动的设计和组织应聚焦

学生成长需求和阶段特点，构建层次分明、递进提升的活动模式。可按照学生不同年级和成长的阶段设

计活动体系。大一为基础阶段，应以专业启蒙为主，如主题讲座、专业技能入门工作坊等。大二为提高

阶段，以实践能力提升为主，如教学设计大赛、幼儿园志愿服务等。大三、大四为应用阶段，以职业化培

养为主，如职业技能大赛，幼儿园实习与研习等。 

4.2.3. 采用项目化设计模式，丰富活动内容 
项目化设计强调目标明确、内容系统和成果导向，能够有效避免活动的碎片化和重复性。第二课堂

必须分类别、分版块设置活动课程模块[4]。学前教育专业第二课堂可结合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设计成果

导向的项目化活动内容。如专业启蒙项目、艺术文化项目、教学实践项目、社会实践项目、从业技能提

升项目、创新创业项目等。学生可结合自己的年级、兴趣及能力水平选择适宜的项目化内容，从递进式

的真实情境中获得实践经验，提升专业能力与综合素质，从而为未来的学前教育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4.3. 树立全员育人理念，形成第二课堂协同育人指导队伍 

高校要做好第二课堂建设离不开一支德才兼备、权责明晰、技术过硬的第二课堂人员队伍[5]。通过

树立全员育人理念，整合校内外资源，构建多元协同育人指导队伍，第二课堂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满足学

生专业发展和综合素质提升的需求，助力学生成长为具有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学前教育工作者。 

4.3.1. 突出全员育人理念，明确指导队伍构成 
应积极引导专任教师、辅导员、班主任及管理人员参与第二课堂指导。专业教师可以发挥学术引领作用，

为第二课堂活动提供专业指导，确保活动与学科知识的紧密结合。辅导员和班主任应及时关注学生的思想动

态和成长需求，帮助协调第二课堂活动内容与学生综合素质发展目标。学校团委、教务部门、学生处、学院

团总支等管理人员应协同规划，设置第二课堂活动组织管理部门，并结合人才培养方案，编制第二课堂活动

课程教学大纲，制定相应的、可操作的活动方案，统筹整体规划和资源分配，为活动顺利开展提供保障。同

时，协同育人指导队伍也可以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如，幼儿园园长和骨干教师、行业专家与校友等。 

4.3.2. 明确指导队伍职责，提升协同育人实效 
专业教师应承担专业支持职责，积极参与项目化活动内容指导，负责第二课堂活动的学术性和专业

性指导。辅导员和班主任承担过程性支持职责，在活动中承担组织协调与情感支持的角色，帮助学生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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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在团队协作、资源整合等方面的困难，并通过全程跟踪指导了解学生在活动中的成长。管理人员与行

业专家可承担反馈和优化职责，对活动进行方向引领和成效评估，提出改进建议，优化活动内容和组织

形式，确保后续活动能够更好满足学生需求。 

4.3.3. 建立激励机制，确保指导队伍持续优化 
对积极参与指导工作的教师和外部专家提供相应的工作量认定或报酬激励，同时学校可设立第二课

堂“优秀指导教师”“最佳实践导师”等荣誉称号，对表现突出的指导人员予以表彰奖励，以充分调动指

导人员的积极性，确保第二课堂指导队伍的活力与可持续优化，进一步推动协同育人的高质量发展。 

4.4. 强化第二课堂督查机制，探索完善评价标准 

第一课堂有着规范的教学进程与考核机制，第二课堂的实施也必须加强督查与考核方可收获实效。

为强化第二课堂的督查机制，探索完善其评价标准，可以从制度建设、监督执行、评价体系设计和反馈

机制优化等方面采取具体措施。 

4.4.1. 建立制度化的督查体系 
制定明确的第二课堂活动督查制度，设立专门的督查小组，由学校相关部门负责人、专业教师、学

生代表等组成，对活动的组织、实施和效果进行全程监督，确保活动质量。加强动态监督与信息化管理

借助信息化手段，建立第二课堂活动的线上管理平台，例如，使用“到梦空间”APP，实现第二课堂网络

数据化管理。对活动的申报、审批、实施和总结进行全过程跟踪。通过数据化管理，提高活动开展的透

明度和可操作性。 

4.4.2. 不断完善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需围绕第二课堂的核心目标进行设计，结合各活动项目目标及学生专业能力提升、综合素

质发展、社会责任感培养等的达成，制定分层次、分领域的评价目标。在评价内容上，应综合考虑学生

的参与表现、活动的实施过程和实际效果。在评价方式上可采用定量与定性评价结合、过程性与结果性

评价结合的方式。采用评分表、量化指标等工具进行定量评价，同时结合观察记录、学生反思、教师点

评等方式进行定性评价。例如，在教学实践活动中，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活动组织能力可以通过打分

量化，而创新能力、幼儿兴趣激发则通过定性描述体现。过程性评价关注学生在活动中的参与度、努力

程度和学习态度；结果性评价则关注活动成果，如教学设计方案的质量、作品完成度等。 

4.4.3. 建立有效的奖惩机制 
为激励学生积极参与第二课堂活动课程，高校应不断巩固和完善学分制度，建立必要的奖惩机制。

完善“第二课堂成绩单”的反馈和预警机制，通过统计学生每学期或者学年的学分成绩情况，将未达到

某一标准的学生纳入成绩预警范围，并由其辅导员采取相应干预措施。同时建议每学年末对第二课堂活

动进行总评，对优秀第二课堂项目、项目负责人、优秀项目指导教师和学生给予一定的表彰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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