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西部 NEW WEST 2022年第9期

Theoretical  Discussion丨理论探讨 Ｔ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

代化2035》，聚焦我国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如普及

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实现优质均衡的义务教育、提高高等

教育竞争力等。《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指出，“推动各

级教育高水平高质量普及”。因此，地方高校在强调数量

和扩张规模时，要注重高质量内涵式发展。“专升本”为

专科生设定了更高的奋斗目标，带来了更大的人生希望。

经调查统计，地方高校学前教育“专升本”本科教学存在

一 些 突 出 的 问 题 ， 本 文 拟 对 此 展 开 研 究 并 提 出 相 应 的 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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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三方面：

1、根基性

教学内容保持着最基础的结构与启蒙功能，为了紧扣

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以五大领域（科学、社会、健康、语

言、艺术）内容为主要载体，促进学前教育“专升本”本

科生的全面发展。

2、市场性

教学中课程设置具有市场导向作用，市场需要什么样

的幼儿教师，学校就开设相应的课程；什么样的学前教育

理念或课程模式在市场上受欢迎，学校就顺势而为。在课

程设置中受市场的影响以及用人单位利益的驱动，学校弱

化或删减了一些有利于学生发展的必要课程。

3、“悬空”性

学前教育专科与本科因教育层次不同，造成专业间的

教育衔接尚不理想，导致无法合理地选择教材，课程设置

也存在重复或缺失现象。教学内容处于“悬空”状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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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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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学前教育“专升本”符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文件精

神，是“推动各级教育高水平高质量普及”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存

在的本科教学内容不合理、方法不恰当、环境欠佳、效果不理想等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

才能够最大限度实现预期的人才培养计划。

能更好地起到承上启下的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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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方 高 校 学 前 教 育 “ 专 升 本 ” 本 科 教 学 存 在 诸 多 问

题，概括而言主要有四个方面。

1、本科教学内容不合理

一 是 教 学 内 容 衔 接 不 当 。 由 于 招 生 对 象 的 范 围 和 背

景不同，导致学生的专业基础、专业意识和专业能力等方

面存在明显差异。学前教育专业本科和专科的培养目标不

同，教学着重点也不同，使得教育衔接不足，出现知识缺

口 现 象 。 二 是 课 程 重 复 或 缺 失 。 课 程 大 致 分 为 三 部 分 ：

专业课、技能课、实践课。专业课课程设置基本围绕五大

领域开设，而在专科的学习过程中，已对五大领域的知识

进行了系统的学习，但本科阶段，又把五大领域作为主要

内 容 学 习 ， 既 费 时 又 费 力 。 此 外 ， 课 程 设 置 存 在 科 目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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