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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基于OBE理念下学前教育专业通识课程现状及对策研究的研究，以H幼专为例。分析通识课程实施

的现状，包括通识课程目标设定、内容体系和教师群体三方面，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优化通识

课程的策略，建议从顶层制定通识课程目标、全面细化通识课程分类和提质培优通识课程师资三方面进

行改进。通过优化通识课程，培养具有竞争力、终身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过硬的学前教育专业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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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general courses for preschool 
education under the concept of OBE, taking the H-child specialty as an example. The current situa-
tion of general course implementation is analyzed, including the three aspects of general course 
goal setting, content system and teacher group,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are pointed out, and strat-
egies to optimize general courses are proposed. It is recommended to improve from the top-level 
general course goals, comprehensively refine the general course classifica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cultivate general course teachers. By optimizing general courses, we can cultivate com-
prehensive talents in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s with competitive, lifelong learning ability and 
strong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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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OBE 理念(Outcome-based Education)是一种以产出成果为目标的教育理念，强调以学生为中心，采用

逆向思维的方式进行课程体系的建设，其理念内涵从泰勒的教育目标原理、格拉泽的标准参照测量、布

卢姆的掌握学习理论发展而来[1]，最早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区被广泛地运用于课程建设思路中。OBE
理念创始者 Spady 认为 OBE 模式围绕学生需要获得的能力实施教学，代表了一种新的教育模式，是对以

“内容为中心”的传统教育模式的一种变革[2]，现如今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背景下，对职业院校的人才

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重技能，轻素质的传统培养目标，已经很难适应新的发展，需培养“德”、“艺”

双馨，文理融通，道德情怀与专业技能兼备，具有现代公共精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通识教育天

然弥补了专业教育的缺陷，对培养有能力、有担当、负责任的新时代“新人”有着重要作用，通识教育作

用的发挥依托通识课程，本文以 H 职校为例，探析学前教育专业通识教育课程的现状背后的原因，以期

优化通识课程，最大限度地发挥通识教育功用，为我国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改革路径。 
H 幼专是一所以学前教育专业发展为主的地方高水平职业院校，其学前教育发展有其悠久的办学历

史，为本省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了强大力量。本文立足于对 H 幼专通识教育课程开设的现有基础上，

结合对幼儿园一线需求的调研，其中调查对象包括对幼儿园园长(副园长)等管理人员、幼教教研员等行业

教学研究人员、幼儿园一线教师等，根据 OBE 教育理念[3]，从学生在一线的产出结果出发，结合宏观的

岗位需求，来确定学前教育专业通识课程的改革思路。 

2. 通识课程实施现状 

根据 H 幼专现有所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通过走访调查，从通识课程目标、通识课程内容体系、通

识课程教师群体三方面进行分析，具体如下。 

2.1. 通识课程目标设定 

H 幼专通识教育课程目标包括通识理论类课程、通识技能类课程、通识实践类课程，每一类课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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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专属的子课程目标，例如在通识理论类课程中，思政课程中包含各个子课程目标，其中思想道德与法

治课程目标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针对大

学生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思想道德和法律问题，开展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法

治观教育，全面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养。加强学生对现实社会及其所学课程内容的相关

性认识，培养其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传承和弘扬社会主义传统美德，恪守道德规范，维护社会主义法

律权威。”。又如，通识技能类课程中，信息技术的课程目标为：学生能够掌握计算机基础知识和基本操

作技能，具备使用计算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生能够熟练使用常见办公软件进行文档编辑、数据处

理与分析，以及幻灯片制作；能够理解计算机系统的组成与工作原理，掌握计算机网络的基础知识和安

全常识；具备独立学习和解决计算机应用问题的能力，养成严谨的计算思维习惯，并初步具备信息处理

与沟通协作的能力。由此可见，通识课程目标没有系统明确的宏观目标，也没有结合学前教育专业统筹

规划制定，缺乏系统性。 

2.2. 通识课程内容体系 

H 幼专学前教育专业通识课程大体上分为通识理论类课程、通识技能类课程、通识实践类课程。如

下表 1 所示，目前，学前教育专业通识课程主要分为思政大类，其中具体包含思想道德与法治、形式与

政策、军事理论等；大学生心理健康；大学语文，通识教育的理论类课程极为有限，而通识技能类课程

也仅包含体育、信息技术、职业规划、创新创业、普通话等。如表 2 所示，学前教育专业通识实践课程

包括基础实践和特色实践，其中基础实践主要分为入学教育、教育见习、教育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设

计等；特色实践则包括“第二课堂”、思政类实践。由此可见，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单一，聚焦思想政治大

类，通识课程考核方式较为传统老套，通识教育理念未能渗透进入通识课程中。 
 
Table 1. General theory and skills courses for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s 
表 1. 学前教育专业通识理论类与技能类课程 

课程模块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各环节学时分配 考核类型 

理论 实践 实训  

通识教育 

思想道德与法制 2.5 40 40   考试 

形式与政策 I 

1 40 

8   考查 

形式与政策 II 8   考查 

形式与政策 III 8   考查 

形式与政策 IV 8   考查 

形式与政策 V 8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5 28 28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3 40 40   考试 

军事理论 2 32 32   考查 

大学语文 I 
2 36 

18   考试 

大学语文 II 18   考试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I 
2 48 

16   考查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II   6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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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III 

  

 10  考查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IV   6 考查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V  10  考查 

技能教育 

大学英语 I 
4 72 

28  8 考试 

大学英语 II 28  8 考试 

体育 I 

4 120 

2  28 考查 

体育俱乐部课程 I 2  28 考查 

体育俱乐部课程 II 2  28 考查 

 
Table 2. General practical courses in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 
表 2. 学前教育专业通识实践类课程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模块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各环节学时分配 

考核类型 
理论 实践 实训 

实践课程 必修 

基础实践 

入学教育 0.5 8  8  考查 

教育见习 1 30  30  考查 

教育实习 I 2 60  60  考查 

教育实习 II 2 60  60  考查 

教育研习 3 90  90  考查 

毕业实习 12 360  360  考查 

毕业设计 6 90  90  考查 

毕业教育 0.5 8  8  考查 

基础实践课程小计 27 706 0 706 0  

特色实践 
“第二课堂清单”课程中，社会责任教育实践，创新创业实践，劳动教育实 

践等。 

第二课堂清单 5 150  150  考查 

特色课程 
思想政治理论实践课 1 40  40  考查 

大学生廉洁教育 1 14 8 6  考查 

特色实践课程小计 7 204 8 196 0  

实践课程合计 34 910 8 902 0  

2.3. 通识课程教师群体 

通过对承担学前教育专业通识课程的 51 位教师进行走访调查，首先对通识课程的教师群体进行年龄

结构的调查，调查显示结果如表 3，由表可知，承担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师主要力量集中在青年教师和中年

教师群体中，占比达到了 88.23%，在对通识课程教师的职称结构分析，如表 4 可知，通识课程授课教师

的职称结构在讲师和助教层面较多，占比 76.46%，而副高及以上职称占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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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Age structure of general course teachers 
表 3. 通识课程教师的年龄结构 

年龄层 频数 比例 

青年教师(≤40岁) 31 60.78% 

中年教师(≤50岁) 4 27.45% 

老年教师(≤60岁) 6 11.76% 

 
Table 4. Professional title structure of general course teachers 
表 4. 通识课程教师的职称结构 

职称 频数 比例 

教授 4 7.84% 

副教授 8 15.68% 

讲师 29 56.86% 

助教 10 19.60% 

 
在对通识课程教师“双师型”教师占比调查中显示，如下表 5，其中 74.5%的教师都不是“双师型”

教师。 
 

Table 5. The “dual-teacher” structure of general course teachers 
表 5. 通识课程教师的“双师型”结构 

双师型教师 频数 比例 

是 13 25.49% 

否 38 74.50% 

 
由此可见，承担通识课程的教师群体年轻化，教学工龄相对较短，其中“双师型”教师占比较低。 

3. 通识课程问题所在 

针对以上通识教育课程开设现状，结合对一线实际岗位需求的调研，分析当前学前教育专业通识课

程所存在的问题，具体如下。  

3.1. 通识课程目标片面化 

从对样本的调查研究发现，职业院校学前教育专业通识课程目标表现为片面化。具体表现为：其一，

通识课程目标没有从宏观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只是子课程目标的片面组合，通识课程以公共必修课为主，

其中思想政治类课程占比较大，其通识课程目标同质化为思政课程目标，通识课程目标缺乏系统性，科

学性。其二，通识课程目标未能突出学前教育专业特色，“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是当前职业院校发展的

方向，学前教育专业对接的一线岗位是幼儿园教师，在对一线幼儿园岗位需求的调查中(如图 1)发现，园

方更加注重教师的“师德规范”(占比 96.08%)、“沟通合作”能力(占比 96.08%)、“教育情怀”(占比 86.27%)
和“班级管理”能力(占比 84.31%)等等，而“保教知识”反而占比偏少，为 68.63%，而当前的通识课程

目标中没有凸显学前专业的“幼”字特色。其三，通识课程目标没能与时俱进，优化更新，目前学前教育

行业发展面临转型升级，从之前的重数量，转变为重质量，社会对学前教育人才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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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专业的通识课程目标理应对接岗位需求，紧密结合实际需要，不断调整，应对新质生产力发展

要求。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concerns for kindergarten teachers recruiting 
图 1. 幼儿园招聘教师关注点情况分布图 

3.2. 通识课程体系单一化 

梅贻琦先生在《大学一解》说到“今日而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部门

曰通识者”[4]。在对学前教育专业通识课程体系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通识课程体系较为单一，以公共

必修课和选修课为主，且与其他专业的通识课程基本一致，缺乏整体规划，具体表现为：其一，通识课

程未能统筹搭建，囊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体系。在对一线幼儿园所需的人才类型调查中

(如下图 2)发现，在新时代幼儿园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幼儿园急需的教师素质类型是综合型，67 位幼儿

园管理者中有 37 位认为该类型幼儿园教师是最需要的，占比 54.9%。其次分别是教研型(占比 21.57%)、
科研型(占比 17.65%)和技能型(占比 3.92%)。学前教育专业综合型人才的培养离不开通识课程体系的统筹

规划，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的陶冶更加需要从通识课程着手。其二，通识课程体系未能与学前教育专业

课程有机衔接，表现为各自独立的两部分，“通”与“专”的融合度不够，综合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效果

难以发挥其用。其三，通识课程体系未能表现学前教育专业培养目标，仅靠专业课程构建人才培养目标

的实现是极为有限的，培养具有师德素养、专业过硬、教育情怀、终身发展的学前教育人才，更加需要

在通识课程中注入专业元素。 
 

 
Figure 2. Distribution chart of the types of talents in kindergarten preschool education 
图 2. 幼儿园学前教育专业人才类型需求情况分布图 

https://doi.org/10.12677/ve.2025.147303


方燕雯 
 

 

DOI: 10.12677/ve.2025.147303 89 职业教育发展 
 

3.3. 通识课程师资业余化 

在对承担学前教育专业通识课程群体调查研究中发现，通识课程的师资队伍较为年轻，主要由专业

教师兼任通识课程授课教师，业余化倾向严重，具体表现为：其一，缺乏专业的，经过系统培训过的通

识课程教师团队，大部分通识课程教师以公共课教师为主体，教师的专业背景不一，且对通识教育理念

及通识课程内涵的认识有限，对师资队伍进行通识教育培训显得尤为必要。其二，通识课程师资队伍“双

师型”素养不高，缺乏对学前教育行业一线的实际了解，在对幼儿园岗位期待的教师素养调查中发现，

注重教师通识知识的学习，包括对中华传统文化，自然知识，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知识储备，这就要求通

识课程教师自身的综合素质需过硬，对一线岗位的需求具有一定的敏感度，不断精进学科素养。其三，

通识课程师资团队沟通协作能力不够，未能打破学科专业壁垒。通识课程的师资队伍需要具有广博的知

识储备，这就要求不同专业背景的教师需团结合作，常沟通，多交流，切磋打磨通识课程，交叉融合不

同学科知识，打造通识课程“金课”，进而发挥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率先垂范作用。 

4. 通识课程优化策略 

基于 OBE 理念，以学生为本位，对接一线岗位需要，适应学前教育专业新发展要求，优化通识教育

课程，以期学前教育专业人才有更强的竞争力，更好的终身学习能力，更高的综合素质。具体可从以下

三方面进行通识课程的完善。 

4.1. 顶层制定通识课程目标 

通识课程不同于公共课程，“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5]更不是思想政治类课

程的组合，通识教育课程有其特殊的课程目标，需要结合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行业发展方向，

一线岗位需求等方面统筹规划，顶层设计，制定出符合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发展的通识课程目标，突出其

独特性和专业特色，这就要求，一是需要有关领导牵头，全系上下一盘棋，从领导层面挑起大梁，广泛

听取意见，宏观制定通识课程目标；二是突出学前教育专业特色，基于 OBE 理念，从一线岗位所需人才

出发，重视学生的实际产出效果，逆向进行通识课程目标的制定，学前教育事业是“根”的事业，需要有

师德情怀，教育人情怀，综合素质过硬的幼教教师，这就需要学前教育专业的通识课程目标聚焦岗位需

求和社会认可方面，明确课程目标；三是学前教育专业的通识课程目标需突出全面育人理念，爱岗敬业，

关爱幼儿，师德优良，这是对师范教育的基本要求，学前教育专业的毕业生大多毕业后从事一线幼教行

业，社会对学前教育事业发展高度重视，刚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强调“学前教育应

当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奠定基础。”鲜明地表达了学前教育从业者需必备过硬的品德修养和综合素质。 

4.2. 全面细化通识课程分类 

目前通识课程体系单一无序，以思想政治类课程为主导，以必修和选修的方式组建课程体系，表现

为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系统规划，学前教育的通识课程体系可按照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进

行组建[6]，开课方式兼顾必修与选修，采用线上与线下两种授课方式，全面细化通识课程分类，具体表

现为，一是在人文科学方面开设文学类、哲学类、艺术类三大类核心课程，例如在文学类通识课程中可

具体开设：经典阅读、教育名著导读、写作等课程，可根据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社会要求，灵活设置

必修与选修课程；二是在社会科学方面可开设思想政治类、历史法治类、人际交往类、心理健康类四大

类核心课程，例如在历史法治类通识课程中可具体开设：人类历史发展、法律法规素养、传统文化讲堂

等课程，学生可从个人兴趣与实际需要的角度出发，自主选择通识课程进行学习；三是在自然科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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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开设数学物理类、生物学类、信息技术类、人工智能类四大核心课程，例如在人工智能类通识课程中

可具体开设：人工智能的原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人工智能+学前教育等，立足科技前沿，面向学生介

绍技术变革，从而提升学生的科学文化素养。 

4.3. 提质培优通识课程师资 

通识课程实施的中坚力量是授课教师，提质培优通识课程师资尤为关键，在对通识课程师资队伍建

设上，可具体从三方面着手。一是整体培训，贯彻落实通识教育理念，广泛传播和普及通识教育内涵，

让教师群体理解通识教育的功用，让通识教育在整个教师群体中被重视起来；二是提升通识课程教师的

师资素养，借助“双师型”教师培养契机，协同联动，从理论素养和实践技能两方面提高通识课程教师

的素质，积极鼓励通识课程教师去一线岗位实践锻炼，掌握岗位需求的第一手资料；三是培养一批优秀

的通识课程教师，发挥标杆示范作用，选中一批综合素质高、业务能力强，专业基本功扎实的教师重点

培养，组建“传、帮、带”的青蓝结对，进而提高通识课程师资队伍质量。 

5. 结语 

基于 OBE 理念，对接一线岗位需求和行业标准，明确学前教育专业通识课程学习结果，多手段、多

方式、反向设计、持续改进通识课程，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培养具有竞争力、终身学习能力和综合

素质过硬的学前教育专业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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