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随着媒体技术、网络技术、网络应用的发展，经过

大量教师教学经验的积累形成的教学资源成为了学前教育专

业课的珍宝。课堂讲解变成资源演示这种授课方式的变化，将

促使教师的主动教学变为学生的主动建构，大大地提高了学

生吸取知识、掌握知识、运用知识的能力，从而提高社会实践

能力与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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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职业学校学前教育专业的招生对象是应届初中毕业

学生，年龄大多在 15 岁左右，主要的培养目标是学前教育教

学或辅导人员，主要就业方向是面向城乡各类幼儿园、早教中

心、学前班或从事幼儿保育、保健等岗位工作。
一、学前教育专业主要课程设置

该专业对学生的职业能力要求除了教育学、心理学、幼儿

教学、幼儿保健等基础知识外，更主要 是 对 音、体、美、舞、手

工、口才等专业知识的掌握。 因此，各个学校对这些专业课程

的设置占有较大分量的比例。
二、社会需求与学生实训课的矛盾

从 2010 年起，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中“积极发展学前教育，到 2020 年，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基

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教育”政策

的逐步落实，新修建成立的一大批幼儿园，等待大批量优秀幼

儿教师的补充。 社会岗位需求也极大地刺激了中职类学校学

前教育专业的招生规模，随着在校生的不断增加，在专业课教

学过程中，就对专业实训室的设置与使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钢琴、电子琴、手风琴、舞蹈、美术、手工等各个实训室的设置

不仅要耗费大量的资金，更是占用了较大的教室面积，若要降

低教学成本，只能在有限的资源下提高各实训室的利用率。这

就造成了招生越好，学生越多，反而生均实训室的利用时间在

下降，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对专业技能的学习、训练时间就会

减少，对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呈现出负面效应。
三、应用信息化教学的优势

1.将计算机、手机、互联网、WIFI 等媒体设施和网络联合

起来，为信息化教学提供了坚实的硬件基础，在教师制作的各

种音频、视频媒体资源中，形成了集各种知识点、操作难点为

一体的，教学内容丰富、易懂、易学的知识环境。提高了学生学

习的兴趣，使得学生有动力去主动学习。教师不再是课堂教学

的主讲，真正成为了学生建构主义学习的引导者。
2.可实现“远程教育”功能，学生可以共享优秀教育资源

和高质量的教学信息。 因各教师的专业技能也是高低有差，
“远程教育”的相关资源可共享优秀教师的课件、实操演示、难

点讲解等，使得学生获得全方位的知识教育。
3.降低办学成本。 学生可在任意的时间、地点，参看课上

相关专业的教学音频、视频、课件等进行自主学习、复习，弥补

课上未能及时与老师沟通对知识点未能完全理解， 又缺乏时

间练习的缺陷。

4.简便易用。 以前的网络教学需要网络专业技术的支持，
现在只需要手机端的公众号、群等简单的设置应用，就能够满

足不同要求的专业教师对课程的学习设置。
5.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在同龄的学生中，往往会因为缺乏

自信，单曲弹奏害怕出错、出丑，使得一些学生不敢在老师同

学面前展现自己。 信息化的教学手段可以给这些学生设置一

个独立的自由的学习空间，让 他 们 可 以“在 背 后”百 般 练 习，
“在人前”展现技艺。

四、信息化教学的软硬件要求

近年来，随着微信、群、公众号、小视频、网盘、校园 WIFI
等的快速发展与应用，一些简单基本的信息化教学要求，在手

机端便能实现， 这同时也给相关专业课教师的信息技术能力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信息化教学对学生来说简单、易用、方便，
但在其背后，是教师们的辛苦录音、录像，编辑、剪辑、上传等

的繁琐操作。 这些操作不仅对学前教育专业课教师来说是个

挑战，更是耗费了大量的预备、准备时间。有些教师，为录制一

段优秀的视频，往往要重复几遍录制过程。
五、信息化教学对专业课的促进作用

1.课堂上教师的主导作用逐渐演变成引导作用。 课件中

简单的动画演示、视频中复杂的动作、音频中美妙的声音，都

胜过教师的讲课语言，每一个画面、每一个音符都在刺激着学

生，激发学生自主获取知识的欲望，让学生产生建构知识的主

动性。
2.信 息 化 教 学 利 用 了 丰 富 的 色 彩、图 形、动 画、音 乐、影

片、视频等等媒体，利用学生互动、易接受新鲜事物的好奇心，
使得学生不自主地开启眼、耳、手、脑的接收功能，从而产生深

刻的印象。这对专业表演要求较高的学前教育专业来说，远超

过教师授课讲解。
3.有利于知识的巩固掌握，张扬了学生个性化学习过程，

解放了教师课上需要多次重复演示的体力劳动。
4.课下学生可根据兴趣爱好，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自主

确定学习的项目内容、难易程度和学习进度，根据自身情况进

行反复观看学习，也可以将资源下载后，长期保留。
5.评价及时，增强互动性。 信息资源的学习会对学生产生潜

移默化的影响，尤其对现在的学生，要充分利用其展现自我的能

动性，多用鼓励的语言评判，从而会增加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总之，信息化教学，无论是在课上还是课下，无论是对任

何学生而言，只要给了他们想象的自由发展空间，定会获得一

份回报。

信息化教学与中职学前教育专业课的结合
王 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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