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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在科技高速发展、网络极度普及的今天，碎片化阅读、网络语言充斥在我们周

围，儿童的语言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而学前阶段是儿童语言发展的关键期，作为

对幼儿语言发展有着较大影响的幼儿教师，其语言领域教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幼儿的语言发展。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是幼儿园职前教师，其语言领域教学知识

培养现状是怎样的？能否为职后打下坚实的基础，是本研究重点关注的内容。美国

著名学者舒尔曼认为：领域教学知识是领域教学内容知识、教学对象知识和教学方

法知识的特殊整合。本研究采纳这一观点，以咸阳某高等职业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

生为研究对象，选取了大三学生为样本，运用问卷调查、视频分析等方法，并且访

谈了学前教育专业语言类课程的所有专任教师，归纳总结了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语言领域教学知识培养现状，指出咸阳某高等职业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在人才培养方

面采取的相关措施以及存在问题，分析了影响学生语言领域教学知识的因素，从而

提出提升对策和建议，旨在为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语言领域教学知识培养水平提

供借鉴。 

 

关键词：高职；学前教育专业 ；语言领域教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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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da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extremely popularization of the Internet, fragmented reading and network 

language are all around us. Children's language environment has changed 

greatly. The pre-school stage is the key period of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 As a teacher of preschool education ,who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 his teaching knowledge in the field of 

language affects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students majoring in preschool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kindergareners. What i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training of teaching 

knowledge in the field of language? Whether it can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post-employment work is the focus of this study. Schulman, a famous 

American scholar, believes that domain teaching knowledge is a special 

integration of domain teaching content knowledge, teaching object 

knowledge and teaching method knowledge. My research adopts this 

viewpoint, chooses the junior students of a vocational college in Xianyang as 

the sample, uses the method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video analysis, and 

interviews all full-time teachers in the language field of preschool education 

specialty,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anguage teaching knowledge 

training of students in preschool education specialty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points out that a vocational college in Xianyang has adopted the 

effective measures and existing problems are analyzed, and factors affecting 

students' score in the field of language teaching are analyzed, so as to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level of students' 

teaching knowledge in the field of language majoring in preschool education.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 

Teaching knowledge in the field of language 

 





引  言 

 1

引  言 

目前陕西各个层次的幼儿园本科层次的教师数量较少，多数幼儿教师毕业于高

职学前教育专业。众所周知，幼儿教师的业务水平关系幼儿教育质量，而职前培养

水平坚实与否会直接影响幼儿教师职后的专业成长。幼儿园语言领域已渗透到了幼

儿园教育的各个方面，并且对其他领域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如何提升高职学前教

育专业学生的语言领域教学水平，这是值得教育者深思的问题。 

从现有研究和近几年教育发展的趋势来看，领域教学知识（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简称 PCK）能促进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以 PCK 理论为指导，能够为学

前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语言领域教学知识的研究，则可以打

通学前教育专业与幼儿园语言领域教学相关的教育类的理论课程、实践课程、语言

领域专业课程以及通识课程之间的连接要道，提高高职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水

平，在高职学前教育专业与幼儿园之间架起一道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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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的缘起 

1.1.1 儿童语言学习环境的改变，对幼儿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网络快速普及的当下，网络语言充斥在我们周围，碎片

化阅读、快餐文化逐渐影响并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尤其是近几年，网络文学、IP

电视剧、抖音等大行其道，深刻影响了年轻一代的语言表达习惯，儿童的语言学习

环境也随之发生巨大改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入挖掘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

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的风采”①
， 习总书记还强调要弘扬传统文化。学前

儿童处于语言学习关键期，环境对其语言发展影响极大，幼儿教师应该是传统文化

传承者，这就对幼儿教师的语言领域教学知识（以下简称语言领域 PCK）提出了更

高要求。 

1.1.2 幼儿教师职后的发展与提升，需要职前打下坚实基础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毕业后要从事幼儿教育工作，对于幼儿园教师来说，领

域教学知识是其专业化的核心问题之一。幼儿教师的领域教学知识是教师教学对象

知识、领域教学知识和教学方法知识的特殊整合，这些知识的获得与整合，需要幼

儿教师在职后通过学习、培训、反思以及交流经验来实现。同时，也需要职前为职

后打下坚实的基础。幼儿教师能否出色完成幼儿园的语言领域教育教学任务，很大

程度也上取决于幼儿教师职前也就是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语言领域教

学知识。 

1.1.3 幼儿园整合课程的理念与活动设计，需要领域教学知识的支撑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2001 年）明确了幼儿教育内容的五大领域，

即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五个领域，确立了幼儿园课程模式的地位。《纲

要》还提出了幼儿教育的内容须注重“全面性”、“启发性”及五大领域的内容要“相互

渗透、有机结合”，纲要颁布以来，各个幼儿园都在努力践行这一要求，不断进行课

程改革，推行幼儿园整合课程。五大领域之间的内容是相互渗透并且有机联系的，

课程实施中幼儿教师要关注教育活动的整体性，要具备综合领域、有机渗透的能力，

而幼儿教师只有在充分掌握了各个领域教学知识的基础之上才能进行有效的综合与

渗透，这就对幼儿教师的领域教学知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应的也对幼儿教师职

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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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个人教学经验与实践困惑，激发了研究的兴趣 

研究者是高等职业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的专任教师，从事《幼儿教师口语》《幼

儿文学》《大学语文》等语言类的课程教学多年，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一方面，忧

心于学生语言表达、语言素养不高，应如何提升，如何能让他们在进入岗位后迅速

适应、快速成长；另一方面，作为职前幼儿教师的培养者，深感自身以及高职学前

教育专业教师队伍的不足，而在深入研究、学习的过程中发现，对职前幼儿教师培

养方面进行研究的多是职业院校的教师，研究结果也大多发表在一般期刊上，理论

水平普遍不高，且研究不够系统。作为一名有着多年教学经验，了解目前高职学前

教育培养现状的教育硕士，期望通过自己的研究能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困惑，为职前

幼儿教师培养的研究贡献一点力量。 

1.2 研究的意义 

幼儿教师语言领域教学知识与其职前培养关系紧密，本研究拟调查研究某高职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即职前幼儿教师语言领域教学知识现状，研究高职学前教育专业

课程设置、课程实施、人才培养，探讨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在学生语言领域教学知识

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提升的对策和建议,为高职学前教育人才培养提供参考。 

理论意义：本研究借鉴 PCK 理论和教师专业发展的相关资料，研究高职学前教

育专业学生语言领域教学知识的建构和影响因素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为幼儿教师职

前人才培养提供理论依据。 

实践意义：近几年，高职院校生源质量逐年下降，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学科

内容知识、学科对象知识总体水平不高，其学科内容知识、学科对象知识和教学方

法知识的整合能力不强，存在着人才培养不能与幼儿园教师能力要求对接的问题，

本研究主要调查研究高职学前教育专业语言领域知识课程设置、课程实施以及学生

学习、见习经验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分析影响学生语言领域 PCK 的因素，促使高职

院校对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与改革。 

1.3 文献综述 

1.3.1 关于幼儿教师领域教学知识的研究 

美国学者舒尔曼最早在 1986 年提出“学科教学知识”（简称 PCK），他认为学科

教学知识就是“教师的个人教学经验、教师学科内容知识和教育学的特殊整合” ②。在

舒尔曼提出这一观点之后，很多研究者对此进行了发展和补充。泰米尔认为，教师

的 PCK 应该包含教师了解学生对某学科的理解程度，知道了学生在学习中存在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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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具备相关课程知识、教学知识以及教育评价的知识
③
。格罗斯曼在认可了舒尔曼

观点基础上做了进一步地发展，他认为：教师的知识不是静止的，是教师在教学实

践和教学反思中，发展了一种对教学内容、学生以及对教师自己的新知识
④
。科克伦、

德鲁特与金（King)从认识的发展动态本质出发，提出了学科知识认识，即“教师对一

般教学法、学科内容、学生特征和学习情境等知识的综合理解”。琼斯和维斯德研究

发现，师范生在教学实习期间重新构建了他们的教学知识
⑤
。 

国内最早开始研究 PCK 的是白益民，他主张领域教学知识是教师知识结构中独

立的一部分
⑥
。范良火认为领域教学知识是教师关于怎样进行数学教学所知道的东

西
⑦
。杨彩霞认为领域教学知识是教师关于如何将自己所知道的学科内容以学生容易

理解的方式加工、转化、表达与教授给学生的知识
⑧
。万黎对上海市的幼儿园教师语

言领域 PCK 发展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语言领域 PCK 三大组成部分以

及整体的理解均属于大致地、有限地水平。她通过访谈、调研发现，教师职前的学

习或职后培训，都没有接触过有关教学领域知识的内容
⑨
。汤英杰认为，PCK 是教师

在教学行为中，将教学内容的知识、教育对象的知识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融为一体时 

所呈现的知识，它是一个整合和转化的过程
⑩
。他指出因为 PCK 是一种强调教师内

在的知识结构、知识关系的教师知识，强调三要素的逻辑关系，而数学是逻辑性强，

各因素关系相对比较清晰的学科，所以，这也是国内外研究 PCK 多是数学领域的原

因。 

 这些研究表明，影响幼儿教师领域教学知识的因素不仅仅是职后培训、与同事

日常交流、自身的教学经验和反思以及有组织的专业活动，还有其作为学生时的经

验、专业课程学习、教学实习等。幼儿教师职前的领域 PCK 需要为职后的专业成长

打下坚实基础。 

1.3.2 关于高职院校毕业的幼儿教师职前培养的研究 

通过搜索、查找文献并梳理后发现，对幼儿教师职前培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职

业能力或专业素养、课程设置等方面。 

1.3.2.1 关于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职业能力或核心能力的研究 

对于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职业能力，尽管研究者对其结构界定有出入，但都从

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实践教学等角度进行分析，指出其现状，并提出

相应的改革措施。 

关婧在其硕士论文中指出：职业能力是人们从事其职业的多种能力的综合，她

按照《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对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的要求，从环境创设与利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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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一日生活组织与保育能力、 游戏活动的支持与引导能力、教育活动的计划与实

施能力、激励与评价能力、沟通与合作、反思与发展的能力对高职学前教育专业的

培养现状进行调查，指出高职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质量不容乐观，并提出相应的改

革策略
⑪
。游晓琳认为学前教育专业职业能力是指能胜任幼儿园教师或其他学前教育

相关工作所需具备的，与幼儿保育教育相关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职业情感态度

方面的个人综合素质。高职学前教育专业职业能力特指高职院校学生通过系统的专

业学习、专业训练，应达到的能胜任的幼儿园教师相关工作的能力水平。从课程设

置、资格考试、学生学习兴趣等方面对高职学前教育现状进行调查，并指出相应的

解决途径
⑫
。曹小青认为高职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应该具备艺术素质方面、管理素质

以及国际化理念与先进经验的能力
⑬
。赵丽英认为幼儿教师的核心能力由职业价值

观、基本能力和专业能力构成，并从这三个方面对现状进行调查，从而提出改进措

施
⑭
。许玉函在其硕士论文《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核心能力培养研究》》指出学前教育

专业的核心能力由学习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思维能力、心理承受能力等构

成，并指出提高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核心能力的有效途径
⑮
。赖竹婧从教师专业化背景

探讨分析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职业能力由职业知识、职业情感、职业技能三方面

构成，从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建设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
⑯
。虞小明把幼儿

教师专业素养定义为：作为一名合格的幼儿教师必须具备的，可有效运用于幼儿园

教育教学活动中，对幼儿的身心发展有直接间接影响的专业理念与师德、专业知识

与专业能力的集合。他通过调查分析得出，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师德素养较高，

专业能力属于中等偏上水平，基本符合《专业标准》，而专业知识不够全面，不够

熟练，与《专业标准》不符
⑰
。

 

以上幼儿教师职前培养的研究，主要针对的是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职业能力

或核心能力进行，从不同角度对专业能力进行解读，基本都是现状研究，且都提出

了提高学生职业能力的策略或途径，对高职学前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很有实践意义。

相对来讲，能力培养稍显抽象，且研究多是从宏观层面进行。 

1.3.2.2 关于职前教师 PCK 研究 

张晗在《PCK 及其对幼儿园教师职前职后教育的启示》中认为：“幼儿教师作

为专业教师，必然要具备 PCK”，他指出“《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中小

学和幼儿园教师考试标准》《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三个文件中均涉及了

幼儿教师职前、入职、职后的相关要求，都含有学科知识、理解幼儿的知识、教育

理论知识和一般教学法的知识” 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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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雪松在《学前教育专业教育学课程课堂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中论及职前幼儿

教师学科教学知识的意蕴与建构，在 PCK 理论指导下，他提出了学科教师知识养成

模式应该是：“理论结构化-内容问题化-过程体验化—知识经验化—评价多元化”与

“理论引领—情境创设—微格设计——模拟实施——反思评价”的五环节结构
⑲
。 

 对高职学前教育课程的研究，多数研究者探讨的是课程体系是否科学合理，研

究专业课、技能课、实践课的比例问题，课程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内容的选取，教

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对学生学习经验的影响方面的研究较少，而幼儿教师尤其是新任

教师 PCK 来自于他们自己作为学生时的学习经验。 

1.3.2.3 关于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语言教学能力或语言素养的研究 

与本科生相比，高职生的文化素养相对较低，且近几年，高职院校连续扩招，

生源质量一再下降，如何提高学生的语言素养，还是要回归课程。何静姝认为高职

学前教育课程除了要致力于专业技能培养外，还要加强本专业学生的语言能力训

练，目标是培养出具备运用规范、符合幼儿认知心理的语言能力幼师。她从开设普

通话正音课、运用多媒体开展语言教学活动、消除成人权威观念、将语言教育渗透

于各个学科之中等四个方面提出学前教育专业语言能力培养方案
⑳
。巫俐群认为学

前教育专业学生应树立幼儿教师的职业意识，教师要激发学生运用教学语言的教学

兴趣，使用规范、简练、生动、有趣的语言
㉑
。马黎霞在《提升中职学前教育专业

学生语言领域教学能力的途径探索》中将幼儿园语言领域教学能力的内涵界定在幼

儿文学作品的解读、诵读示范及指导能力；教育、教学活动的口语运用的反思能力；

幼儿语言领域活动的驾驭能力。她指出 78%的中职毕业生缺乏幼儿园语言领域教学

能力，原因在于课程内容的局限性、教学方法的单一
㉑
。袁茂琼指出在高职学前教

育专业学生语言教育活动设计与组织能力培养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原因是理论传授

方式单一、缺乏实习实践、学科教学时间短、生源质量不佳
㉑
。田樱在其论文《学

前教育专业幼儿教育活动一体化教学的实施及总结》中指出了在语言教育课程实施

一体化教学的重要性
㉑
。李颖慧认为高职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语文素养包括倾听能

力、理解能力，表达交流能力，诵读演讲能力，应用文写作能力，传统文化素养，

审美素养
㉑
。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语言素养较低，这是研究者们的共识，但如何提高，这

是一个难题。研究者多是从某一门课程出发谈具体的措施。语言素养的提高是一个

系统的工程，而学生的语言领域知识不仅包含学生的语言素养，还包括对幼儿文学

作品的理解、鉴赏、创编，对学前儿童身心发展特点的了解，以及对教学法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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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 

1.3.3 研究述评 

1.3.3.1 部分研究理论水平不高 

和其他学科相比，学前教育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学科，相关的研究较少。2010 年

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出台，之后各高职院校才陆续开设学

前教育专业，所以关于高职学前教育人才培养的研究成果数量偏少，且研究者多为

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如关于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所能找到的文献基本都是发表

在一般期刊上，研究者均为职业院校的教师，理论水平普遍不高。 

1.3.3.2 关于音乐、美术、舞蹈等技能以及科学领域教学知识、数学教学领域知识的

研究较多，而语言领域教学知识的研究很少 

在知网输入“学前领域知识”，搜索的结果大都是《幼儿教师艺术领域音乐技能

的培养》《幼儿教师艺术领域舞蹈技能的培养》《幼儿教师职前科学领域知识的调

查研究》《幼儿教师职前数学领域教学知识研究》等。幼儿教师职前语言领域教学

知识的研究几乎没有，原因在于音乐、艺术、数学等领域教学知识容易量化，相对

容易研究。语言领域教学知识则贯穿在各个领域教学之中，研究起来有一定难度。 

1.3.3.3 关于语言素养的研究与幼儿教师岗位需求的结合不够紧密，且多数研究仅从

一门课程谈语言能力或素养的提高 

学生的语言领域教学知识培养涉及的方方面面因素比较多，这也是这方面的研

究比较少的原因之一。现有研究多从《教师口语》、《语言教育活动设计》或《幼

儿文学》等单一的课程去谈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语言领域教学能力的培养，这显

然是片面的。而关于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素养的研究多是从语文的角度出发，与

幼儿园教师的岗位需求联系不够紧密，与语言领域教学知识的契合度较弱。 

1.4 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 

1.4.1 研究目的 

领域教学知识是一种特殊的整合，它不是领域内容知识、领域对象知识、教学

方法知识三个部分的简单叠加，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整合而成的一种教学智

慧。领域教学知识需要从实践中生成，所以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而高职的人才培养

体系与本科人才培养体系不同，更注重技能性和实践性。另一方面，相对于初高中

乃至大学生，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在生理、心理、智力以及接受能力等方面差异极大，

这就要求幼儿教师在传统的“教什么，给谁教，怎么教”的基础上，将这三者有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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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加以整合。而 PCK 理论恰恰是学科内容知识、学科对象知识和教学方法知识的

特殊整合，基于以上两点，PCK 理论更加适合幼儿教师。 

本研究意图通过调查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语言领域 PCK 现状，分析影响其语

言领域 PCK 的因素，从而为高职学前教育人才培养提供参考。 

1.4.2 研究方法 

1.4.2.1 文献分析法   

搜集查阅知网、万方数据库中有关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培养、幼儿教师语言

领域教学知识等方面期刊文献、硕博论文、图书等资料，然后系统梳理这些文献资

料，重点分析、归纳了有关 PCK 理论、高职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幼儿教师

语言领域教学知识方面学术研究文献。通过梳理，较为清晰地掌握了已有理论和研

究，也对幼儿教师职前职后培养研究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明确了研究的思路、主

要内容以及可供借鉴的理论基础。 

1.4.2.2 文本分析法 

收集整理学生语言领域教学活动方面毕业设计，深入分析，研究学生在语言活

动设计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更加深入地了解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语言领域 PCK 的现状。 

1.4.2.3 深度访谈法 

 编制《语言领域教学知识培养访谈提纲》，从语言领域教学内容知识、教学对

象知识、教学方法知识等三个方面，对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所有语言类的专任教师进

行访谈，通过访谈了解学前教育专业设的设计理念、课程体系、教学模式、课程实

施等，了解专业教师在学生语言领域教学知识方面存在问题和主要困惑，为本研究

进一步提出提升学生语言领域教学知识的培养策略提供参考。 

 1.4.2.4 问卷调查法 

本研究在借鉴前人语言领域教学知识、课程设置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语言领

域教学知识的教学内容知识、教学对象知识、课程设置、见习实习、评价与反馈等

五个维度编制《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语言领域教学知识现状的调查问卷》。 

为方便取样，选择咸阳某职业技术学院正在顶岗实习的大三学生作为调查对象，

通过问卷星，发布问题，共收回有效问卷调查 281 份，然后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汇

总分析。目的是通过问卷调查发现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在语言领域课程设置与实施方

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以便为后续的深入研究与分析提供重要参考。 

1.4.2.5 视频分析法 

录制学生在开展幼儿语言活动时的视频，运用相关理论知识对其加以分析，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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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研究学生领域教学知识，教学对象知识和教学方法知识的水平和以上三个部分的

整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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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语言领域教学知识的建构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招生对象为普通高中毕业生或三校生，学制为三年。高职学

前教育专业学生前两年半在校进行理论学习，最后半年进入幼儿园顶岗实习，是毕

业后能进入各种托幼机构从事教学和管理工作的技术技能人才。 

2.1.2 领域教学知识 

2001 年教育部颁布《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把幼儿教育的内容由原来

的六科（语言、常识、音乐、美术、体育和计算机等）变更为五个领域（语言、社

会、科学、健康、艺术等）。学科变成了领域，体现了幼儿教育的特殊性与独特性。

这一变更，也意味着幼儿教育的目的从以前的掌握学科知识变更为从不同角度促进

幼儿知、情、行、意和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幼儿园教学形式也随之改变，不

再是课堂集体教学，而是能够让幼儿直接感知、亲身体验的学习活动。所以，幼儿

教师的学科教学知识为领域教学知识。本文所研究的领域教学知识是基于学前教育

专业的学生即职前教师自身已有的相关领域知识，在掌握特定的情境和学生特点的

情况下，运用一定的教学方法将自身具备的知识传授给幼儿。 

2.1.3 语言领域教学知识 

语言领域教学知识是指了解幼儿身心发展特点，掌握学前教育的基本语言领域

教育教学方法，能够从事幼儿园语言领域教育教学活动的知识，是学前教育专业学

生在对幼儿的身心及能力有相当地了解的情况下，将自身积累的语言领域教学内容

知识转化为幼儿易接受的形式，从而达到幼儿语言发展的目标。语言领域教学知识

包括：语言领域教学内容知识、教学对象知识、教学方法知识。 

2.2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语言领域教学知识的作用及结构 

2.2.1 语言领域教学知识对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影响和作用 

语言领域教学知识是一种教师知识，具有独特性，同时又具有很强实践性。首

先，它是由众多知识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来，但它的效果却大于各个部分知识之和。

对于职前幼儿教师也就是高职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来说，语言领域教学知识是在学

习、实践过程中生成的，而且，随着教学实践的不断深入和教学经验的逐渐积累，

语言领域教学知识也随之变化。而相较于本科专业，高职学前教育的更注重实践，

语言领域教学知识恰恰能够让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把学术形态的知识转化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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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的知识，转化为幼儿可以理解和学习的内容；另外，语言语言领域教学知识不

是显性的，它内隐于教师的知识体系中，在教学实践中，不自觉地联系到，显现出

来并应用，所以，它有助于高职学生对教学策略的了解和掌握，有助于他们根据幼

儿情况调整领域活动的组织方式，能够让他们把各种有利于教育活动的元素都汇集

起来，顺利开展幼儿教育活动。 

2.2.2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应该掌握的语言领域教学知识结构分析 

2.2.2.1 语言领域教学内容知识 

2016 年，教育部颁布的《幼儿园工作规程》中指出，幼儿园保育和教育在语言

发展方面的目标是：培养正确运用感官和运用语言交往的基本能力。幼儿保育和教

育在语言发展方面还强调了语言的交际功能，重视幼儿在与成人和同伴交往过程中

的语言。语言运用的具体内容是：会说普通话，能运用确切的词语和合乎语法的句

子进行交流
㉑
。因此高职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的教学内容就应该是在很好地掌握了语

言学知识的基础上，了解幼儿语言发展的规律，了解各年龄段幼儿语言教育的目标

以及在了解幼儿基础上能够很好地开展儿童文学活动、语言游戏活动、阅读活动以

及讲述活动等幼儿语言教育的活动形式，更好地开展幼儿语言教育活动。 

2.2.2.2 语言领域教学对象知识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语言领域教学对象知识是指学前专业学生在了解、掌握了

各阶段幼儿的身心特点基础上，对幼儿的个体差异、学习兴趣、生活经验、学习能

力、理解能力要清晰地认识，能清楚地知道各年龄阶段学生的语言知识水平，知道

幼儿在学习语言时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如何引导幼儿发展语言能力，能找到幼儿语

言教育的“最近发展区”，进而科学制定幼儿语言教育的目标，合理开展幼儿语言教

育活动。 

2.2.2.3 语言领域教学方法知识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语言领域教学方法知识是指采取有效的措施把语言教育的

内容贯穿在幼儿教育活动中，是将“教学内容知识”和“教学对象知识”的“点”串起来的

“线”。教学方法知识掌握的牢固与否，直接影响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语言领域 PCK

水平。同时要求学生既要明确教学目标，还要具备组织活动、指导幼儿、注重联系

生活的综合能力。 

语言领域教学知识是一种特殊的整合。它不是以上三个部分的简单叠加，而是

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整合而成的一种教学智慧。语言领域教学知识需要从实践中

生成，所以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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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语言领域教学知识的现状 

3.1 现状调查 

基于研究的需要，收集了高职学前教育专业近三年的人才培养方案、教材、学

生高考成绩、专业教师基本信息等信息，收集了近三年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语

言领域活动设计 150 篇，并且与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教师 9 人进行了访谈，向学前教

育专业大三学生发放问卷调查表，收回 281 份。观察学生上课情况，并且录制视频，

深入分析。最后，通过整理分析上述资料，得出了高职学前教育学生语言领域教学

知识的实践问题。 

3.1.1 文本分析结果呈现 

多年来，本人一直都是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毕业设计指导教师。为了做好这项

研究，又从其他老师处收集了学生语言领域教学活动设计 150 份，然后深入分析研

究。 

毕业设计是高职学生教学实践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其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

技能，联系实践，是对学生综合能力的检验。学前教育专业的毕业设计是从五大领

域中，任选一个，然后设计一个活动方案，从学生的毕业设计来看，因为高层次的

毕业设计不查重，指导教师指导学生数量过多，原创部分往往不多。 

案例一：语言活动设计对象为：中班幼儿，题目是《想飞的小象》 

学生的设计思路是利用立体教具，创设情境，进行角色扮演，练习幼儿语言表

达能力，激发情感，让幼儿正视自己身上的闪光点。活动设计的重点是理解故事内

容，难点是可以独立看图讲述故事内容。活动形式为分段讲述，角色扮演，提前准

备小鸟、大象、蛇、老虎等桌面教具。活动目标共五点：1、理解故事内容 2、知道

别人各有本事 3、培养幼儿自己的看图表达能力 4、学会说完整的话 5、学会四个动

词。教育活动过程以提问方式导入，先让幼儿自己说出哪种动物会飞，然后在引入

所要讲述的故事，采用出示图片，提问、讲述的方式进行，让幼儿明白每个小动物

都有各自的本领，最后让幼儿讲述一遍故事。 

案例二：语言活动设计对象为：中班幼儿，题目是《想飞的小象》 

在活动设计思路中，首先表述了热爱小动物是每一个孩子的天性，阐述了选题

的原因，然后指出激发幼儿情感，感受动物是人类的朋友。活动设计的重点是理解

故事内容，难点是可以独立看图讲述故事内容。活动形式为集体教学，教学方法有

讲述法、游戏法、直观教学法和引导教学法。活动目标有三点：1、理解故事 2、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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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各人有各人的本事 3、学会说完整故事。教具准备方面主要是图片和放着“爬”、

“摔”、“钩”、“搬”四个字的“魔术盒”。教育活动过程设计是以提问方式导入，完整讲

述故事内容，然后再就故事内容提问。提问的目的是让幼儿明确蛇、狮子、老虎等

各有什么本领，然后再讲一遍故事，目的是让幼儿学会用“我会┄┄，我不会┄┄”

句式说话。 

可以看到，案例一二均是中班语言活动《想飞的小象》，但设计的意图不完全

相同，案例一的设计目标多一些，虽是中班幼儿能够理解的，目标多就会过于分散，

重点不够突出。案例二则以老师讲述提问为主，幼儿表达练习相对较少，这样很难

达到练习幼儿语言表达能力的作用。在教学方法方面显然案例一的更为适当。按照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班（4-5 岁）在倾听与表达方面的要求是：能结

合情境感受到不同语气、语调所表达的不同意思。能基本完整的讲述自己的所见所

闻和经历的事情，案例二让幼儿认识“搬”、“爬”、“摔”、“钩”等四个汉字显然是不合

适的。 

案例三：语言活动设计对象为：小班幼儿，题目是《好饿的小蛇》。 

在活动设计思路中，让幼儿将自己设想为小蛇，想象后面发生的事情，锻炼幼

儿的思维。活动设计的重点是大胆表现拟声词，难点是推理故事的发展进程。活动

形式为集体教学，教学方法有讲述法、观察法和提问法。活动目标三点：1、理解故

事，2、知道个人有个人的本事，3、学会说完整故事。教具准备是多媒体课件，教

育活动过程设计是 PPT 展示苹果图片，然后展示吃了苹果的蛇的图片，并且让幼儿

模仿蛇吃东西的动作，随后，展示香蕉、葡萄和菠萝。让幼儿想象发生了什么，最

后展示 FLASH 动画，让幼儿体会故事的幽默有趣。 

案例三中教学重点和难点设置都比较符合小班幼儿的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但

是在教学过程设计中，重点并不是很突出，而且相对于网上能够找到的类似的设计，

本案例比较粗线条，不够细致。 

由于篇幅原因，只举以上三个案例。从学生的毕业设计来看，在进行语言教学

活动中，学生充分利用了网络资源，吸收借鉴了一些别人的成果。但他们在借鉴时，

照搬照抄情况严重，自己深入思考，并根据幼儿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进行调整的不

多。从语言活动设计来看，学生的语言文字功底、对作品的把握等方面能力较弱，

短板常常就显现了出来，不同年龄段幼儿的认知水平、语言发展水平的掌握也不是

很好，在确定语言领域教育教学活动的重难点时，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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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问卷调查结果呈现 

研究者编制问卷调查表，通过问卷星，发布给正在顶岗实习的大三学生，共收

回问卷调查 281 份。参与问卷调查的女生占 94.93%，男生占 5.07%，问卷调查共设

置 30 个问题，25 个单选，5 个多选，问题涵盖幼儿语言领域的教学内容知识、教学

对象知识和教学方法知识。 

关于语言领域教学知识的来源，通过调查发现，认为大学期间所学专业理论 “非

常有用”的学生占 36.96%，认为比较有用的占 41.3%，认为一般有用占 20.29%；认

为《纲要》和《指南》对语言领域教学知识影响非常大的占 56.78%，比较大的占

30.51%，一般的占 11.4%，认为没用的仅占 1.27%。认为教育实习见习“非常有用”

的占 51.45%，比较有用 34.06%，一般有用 13.77%；认为对幼儿一日生活的直观观

察“非常有用”的占 55.8%，“比较有用”34.78%，“一般有用”9.42%； 

56.52% 学生认为“大学期间相关的理论掌握得不够好”，“顶岗实习期间相关理

论知识的学习欠缺 ”68.84%， “没有利用好 “同事 ”这一学习资源开展互动学

习”43.48%,“顶岗实习期间，培训指导较少，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62.32%。在开设的

语言类课程中，学生认为重要课程的：《幼儿文学》占 72.46%，《教师口语》占 66.67%，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占 45.36%，《教育学》《心理学》占 72.46%，《大学语文》

占 15.22%。 

3.1.3 深度访谈结果呈现 

     研究者对从事多年《幼儿教师口语》《幼儿文学》《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 9

位老师进行了访谈，旨在了解教师对语言教育领域教学知识的理解以及研究对象领

域教学知识来源、现状以及存在问题，探讨学校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方面存在的

问题。因研究者与这 9 位教师都比较熟悉，采取的访谈方式为先建微信群，把访谈

提纲发到群上，她们略作准备后再挨个访谈。问题发布在微信群之后，立刻就有老

师对领域教学知识提出疑问，其他老师也相继发问，研究者在群上做了解答。由此

可见，部分教师对 PCK 这一概念并不是很了解。对访谈内容进行梳理后，研究者选

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呈现如下： 

访谈一： 

教师 ZY，比较文学博士，42 岁，副教授，学前教育专业学科带头人。多年从事

《幼儿文学》《外国文学》《学前儿童语言教育》课程教学 

在介绍了语言领域教学知识的主要内容、研究目的与意义之后，研究者提问：

谈谈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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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 ZY：你对语言领域教学知识的梳理已经很清楚了，我认为学生（以下出

现的学生均指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语言领域教学知识缺乏比较严重，我在下

幼儿园的过程中，发现学生在语言领域教学过程中更多的是教师主导的指认型的、

图解型的教学方式，比如说，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特别喜欢提问式的，比如出示图

片，然后问幼儿：图片上是谁？它在干什么呀？它脸上的表情是什么样的？幼儿回

答：它是高兴的表情。学生没有反映过来，回答说：对，是高兴的表情。实际上图

片中的表情不是高兴，而是得意。可见学生对作品的主旨把握得并不到位，对幼儿

的观察引导也不到位。再以故事教学为例，要求学生必须掌握故事的主旨，然后通

过游戏，将语言教育活动渗透到教学中去。但是学生完成得并不是很好，常常顾了

这边，就顾不上那边，教学目标完成度不高。 

研究者：您认为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何在？ 

教师 ZY:学前教育专业涉及多个领域，在语言领域只开设了两门课程，《幼儿文

学》《学前儿童语言教育》，课程开设较少。  

研究者：应该还包括《大学语文》和《幼儿教师口语》。 

教师 ZY：你这么分，也有道理。但是那两门课程，更多的是语言素养与技巧方

面的。关于语音、语法、词汇、文学体裁方面的学生学到的只是皮毛，又缺乏大量

的阅读、鉴赏和分析，所能达到的更多是路标式教学。专科层次的学生文化课和理

论课程学习能力较弱，文学素养也比较薄弱。学前教育专业语言方面的课程在教学

内容方面应该有所改进。咱们学校开设的《幼儿文学》课程，长期被认为是粗浅的

鉴赏课程，对学生的阅读、分析等能力要求不高。语言教育活动设计更多地涉及教

学设计和方法，这两门主要课程并不能很好地提高学生语言领域教学知识。 

访谈二： 

教师 ZML，50 岁，女性。古代文学硕士，讲师，骨干教师，多年从事古代文学

和幼儿文学教学。 

研究者：谈谈您对领域教学知识的理解？以语言教育为例，谈谈您对语言领域

教学知识的理解？ 

教师 ZML：领域教学知识包括三个方面：教学内容知识、教学对象知识、教学

方法知识。顾名思义，语言领域教学知识就应该是语言领域教学内容知识、语言领

域教学对象知识、语言领域教学方法知识。 

研究者：您认为学生语言领域教学知识源自于哪儿？ 

教师 ZML：这个就比较多了，教学内容知识来自于开设的关于五大领域相关的



咸阳某高等职业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语言领域教学知识研究 

 16

课程，教育对象知识来源于教育学、心理学课程，教育见习、实习，教学方法知识

源自于《学前教育语言教育设计》，还来自于见习、实习，以及观摩老师讲课。 

研究者：学生在学生语言领域教学知识方面有哪些欠缺？原因何在？ 

教师 ZML：学生在幼儿作品方面阅读量不够，理解不到位，自己的理解都不到

位，就很难组织幼儿的语言教育活动。学前教育的课程体系应该突出实践性，加强

学生技能锻炼。但实际上实践教学不注重效果。教师实践较少，与实践脱节。学生

在实习时全靠幼儿园教师指导，专任教师几乎没有指导，另外课程设置中社会科学、

人文科学设置较多，自然科学较少，他们自己也不会，学生在给幼儿讲解时容易出

现硬伤。课程逻辑性不够，前开后开不尽合理。 

 访谈三： 

教师 CY，女性，45 岁，副教授，现代文学硕士，骨干教师，多年从事学前儿

童语言教育课程教学。 

研究者：学生在语言领域教学内容知识方面有哪些欠缺？原因何在？ 

教师 CY：学生鉴赏能力差。就文学作品而言，对文本的理解挖掘能力有限。如

在谈话活动中对话题的把握，对话题的延伸能力，整合其他领域的能力等方面都显

示知识面狭窄。在讲述活动中，对讲述对象的了解以及讲述能力都欠缺。学生国学

方面知识欠账更多，语言设计方案中涉及国学的，普遍都比较差。 

原因就多了，首先要求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教师做到了吗？ 学生不了解大

中小班幼儿具体语言状况，教材中提供的不具体、不明确，代课老师又与实践脱节。

专任教师与幼儿接触太少。近几年幼儿园教育理念教育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如戏剧

教学，这是一个综合性极强的平台，能够发展幼儿的语言能力，幼儿园很重视。高

职学前教育没有跟上。 

研究者：在目前幼儿园整合课程背景下，你认为学前教育专业在课程设置和教

学模式方面需要做哪些改进？ 

教师 CY：五大领域教学各自独立，没有很好地贯通融合。教师的教学是个人行

为，没有整体性。学生对整合的理解不到位，运用更是皮毛。课程设置方面，语言

教育课时不够，28 课时，还包括 8 节实习。所以理论和实践就特别矛盾，理论讲不

到位，无法实践。即使实践做了，也都是浅层次的涉及，因为没有理论支撑；理论

讲到位了，无法实践，更是空中楼阁。 

 从以上呈现的访谈的部分内容看，高职学前专任教师对领域教学知识这一理念

并不清楚，而访谈者大多提到了学生基础差，语言素养低，阅读量不够，对教育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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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并不是非常了解。同时也指出了专任教师的问题：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对其他

领域知识了解掌握不够，也就无法整合渗透了。几乎每个老师都在强调自己带的课

程课时量不够。  

3.1.4 视频分析结果呈现 

研究者在学前教育专业学生顶岗实习期间，深入幼儿园，观察顶岗实习学生进

行教学活动并且录制视频，现将部分观察的情况呈现如下： 

案例一：大班语言活动   《小熊买糖果》 

可以看到顶岗实习学生在开展语言领域教学活动时，面带微笑，不时环顾幼儿，

具有亲和力，她提前准备了小熊的面具，她采用的方式是先完整讲述完故事，然后

提问，最后角色扮演。角色扮演时，先后请了三个小朋友，第一次是学生自己扮演

小熊，幼儿扮演医生；第二次是两个小朋友分别扮演小熊和医生，然后再提问，通

过提问的方式让幼儿明确故事的主旨。学生开展教学的过程中，身体微微前倾，动

作幅度较大，表情略显夸张。她的语速比较适中，声音甜美，抑扬顿挫。但是将“不

要紧”中的“jin”读作“jing”，把“木盆”的“pen”读作“peng”。整个活动过程中，学生一

直在讲，在引导，留给幼儿观察 PPT 上的图片的时间比较少。 

咸阳某职业学院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基本来自陕西各地区。关中地区的部分学

生在用普通话表达时往往“n”和“l”不分，“t”和“q”不分。陕南地区的部分学生“zi   ci  

si”和“zhi  chi   shi”不分，陕北地区则是前鼻音和后鼻音不分，陕北地区的部分学

生在发音时存在有些音节调值不对的问题。学生在进行语言领域教学活动时，往往

急于完成教学任务，自己讲得多，留给幼儿观察、思考、表达的时间较少，并且，

对幼儿观察、语言表达方面的引导、评价少。 

案例二：大班语言活动  《小熊买糖果》 

顶岗实习学生在开展教学活动时，先举手给幼儿打招呼，在互相问好之后，她

夸幼儿：小朋友们真棒！今天你们的精神都特别地充满！然后她采用提问的方式，

先念出了一组数字：7758158，然后看小朋友有没有记住。在得到正确答案之后，她

又用 PPT 展示了一组动物图片，提问幼儿，问都有哪些动物。幼儿回答了问题之后，

她夸奖幼儿记性好，然后导入故事。在讲述故事时，语速偏快，且讲述较为平淡。

故事中小熊的语言与妈妈的语言在讲述时差别不是很大，故事中应该读重音的地方

也未能体现出来。在讲完故事后，提问幼儿，引导幼儿明白，想让记性变得好一些，

就要集中注意力。让幼儿跟着自己，讲述了一遍故事。在活动过程中，大多数时间，

双手交叉放在胸前，说话声音稍微尖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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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有着多年《幼儿文学》《幼儿教师口语》《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经验，

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学生在语言表达方面的基本功较差。尤其是朗读、讲述时，停

连、轻重音、语调方面的处理不够得当，虽然儿童故事的内容都比较简单，但学生

在表达作品时，幼儿故事的童真童趣没有体现出来，对作品的理解不到位。而幼儿

在表达时，教师认真倾听，并给予幼儿正确、科学的评价与回应做得不够。 

案例三：中班听说游戏      《小花鼓》 

此案例中，顶岗实习学生开展的是中班听说游戏，让幼儿学习说绕口令《小花

鼓》。她采用的策略是自己先读一遍，然后让幼儿齐读，让她说每句第一字，幼儿

齐说整句，在游戏中练习“花、画、鼓、布、虎、补”等字的发音。幼儿发音不准的，

顶岗实习学生并未及时予以纠正。 

倾听是幼儿正确发音的前提，听音辨音的游戏可以帮助幼儿正确额发音，尤其

是部分幼儿受方言音、个体差异等因素影响，出现发音不准、发音混淆等现象，教

师应及时纠正，让幼儿练习正确的发音，同时，引导幼儿注意倾听。 

3.2 调查结论 

3.2.1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语言领域教学知识的来源 

3.2.1.1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语言领域课程设置 

依据人才培养方案，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体系为：公共必修课与选修课、专业必

修课和选修课。语言领域教学内容知识方面开设的课程有：《大学语文》《幼儿文

学》《幼儿教师口语》《幼儿教育名著导读》《书写》；教学对象知识方面开设的

课程是：《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学前儿童健康教育》《幼儿行为观察与指导》

《0-3 岁婴幼儿保育与教育》《学前教育学》；教学方法知识方面的课程有：《学前

儿童语言教育》《蒙台梭利教学指导》。其中，《大学语文》96 学时，《幼儿文学》

32 学时，《幼儿教师口语》32 学时，《幼儿名著导读》24 学时，《书写》24 学时，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24 学时。 

在问卷调查时，关于教学内容知识欠缺的主要原因，52.54%的学生认为在校期

间的相关理论掌握得不够好，32.17%学生认为顶岗实习期间相关理论知识学习欠缺。 

3.2.1.2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实践教学安排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从学生入学开始，第一、二、三学期各安排了一周见习，第

四学期一个月实习，最后半年在幼儿园顶岗实习。学生接触幼儿、观察幼儿的机会

较多，能较为充分地获取教学对象知识，并通过实践，将自己在学校学到的语言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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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容知识、领域对象知识和教学方法知识以及自己的学习经验整合，初步形成语

言领域 PCK。但从问卷调查情况看，64.41%的学生认为顶岗实习期间，培训指导较

少，理论与实践脱节。 

3.2.1.3 第二课堂活动与技能展演 

对于学前专业的学生而言，除了个人加入的普通话协会、书法协会外，学院每

学期都会举行学生技能展演大赛：舞蹈、音乐、奥尔夫等专场演出。语言类的展演

主要是诗词大会和幼儿故事大赛。与课外活动相比，语言类的展演参与学生数量多，

技能水平提高较明显。展演是学生对自己学习成果的展示，让大家意识到自己的长

处和与别人的差距，为自己树立更明确的目标，制定有针对性的计划。访谈时，多

位老师认为学校活动展演和第二课堂活动较多，内容丰富，但是因专任教师工作量

过于繁重，给予学生的指导不够。 

3.2.2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语言领域教学知识总体水平不高 

3.2.3.1 语言领域学科内容知识 

前文曾提到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应在了解幼儿基础上能够很好地开展讲述

活动、文学活动、语言游戏活动、阅读活动，相应的高职学生应具备讲述能力、创

编能力、阅读理解能力等。 

访谈时，多位老师提到学生的儿童文学作品阅读量小，分析理解能力差，学生

在谈话活动中对话题的把握，对话题的延伸能力，整合其他领域的能力等方面都显

示出其知识面狭窄。而在讲述活动中，对讲述对象的了解以及讲述能力都有所欠缺，

另外老师们也指出学生国学方面知识欠账更多，语言设计方案中涉及国学的，普遍

都比较差。从学生的毕业设计也不难看出，学生往往对儿童文学作品的理解把握并

不到位，学生的语言文字功底相对弱一些。  

3.2.3.2 语言领域教学对象知识 

通过见习实习，学生对幼儿有了相当的了解，但是从问卷调查情况来看，不同

年龄段的幼儿，语言发展到什么程度，学生们的了解并不是十分清楚。比如在问卷

调查中，4-5 岁幼儿应该达到的阅读理解能力一项，42.37%的学生选择了“能理解图

画书中文字和画面是对应的，明白是用来表达意义的”，44.49%的学生选择的是“幼

儿能随着故事内容产生相应的情绪，体会到作品所表达的感情”，12.71%的学生选择

的是“幼儿能对自己看过的图书以及听过的故事发表自己的见解”，0.42%学生选择

“不知道”。在 3-4 岁幼儿应该具有的文明语言习惯一项中，选“说话自然，声音适中”

的占 66.53%，选“能根据场合调节自己的声音大小”的占 18.22%，选“能根据说话对



咸阳某高等职业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语言领域教学知识研究 

 20

象调节语气”的占 13.98%，“不知道”的占 1.27%。47.1%的学生选择 5-6 岁幼儿“愿意

与其他人讨论问题，并且敢于在众人面前表达。”； 46.65%的学生选择 4-5 岁的幼儿

在别人讲话的时候能够积极主动回应；68.12%的学生选择 “3-4 岁的幼儿在听故事，

看图书时喜欢跟着韵律感强的儿歌和童谣读”；50%的学生选择 4-5 岁的幼儿能看懂

画面，并且说出画面中有什么人物，发生了什么事情等；认为 4-5 岁的幼儿能口齿清

楚地说儿歌、童谣或复述简短的故事的占 68.12%；61.59%的学生选 5-6 岁的幼儿能

够专注地阅读图书；64.49%选择“3-4 岁幼儿应具有的文明的语言习惯是“说话自然，

声音大小适中”， 49.28%的学生选择 4-5 岁幼儿对生活中常见的标识、符号感兴趣，

知道它们表示一定的意义；46.38%的学生选择 5-6 岁幼儿能说出所阅读的幼儿文学

作品的主要内容。由此可见，学生的语言领域教学对象知识参差不齐。 

3.2.3.3 教学方法知识 

在教学方法知识方面，50%的学生认为教幼儿初步的阅读理解时，最应该使用的

教学方法是当幼儿遇到喜欢的东西或有兴趣的事物时，和他一起翻阅书籍，让他感

受书籍的作用，体会从阅读中获取信息的乐趣；41.3%的学生认为教幼儿书面表达和

初步技能时最恰当的教学方法是“鼓励幼儿用故事表演、回话等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

对图书和故事的理解”；认为教学活动中各种教学方法的自我探索“非常有用”的占

46.38%，“比较有用”42.75%，“一般有用”10.14%；认为对幼儿教师的教育对象、教

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知识均起能够起到提高作用的，“教学反思”76.81%，“教研活

动”77.54%；“教学观摩 81.88%，“培训”71.01%。由调查情况可知，从整体来看学生

语言领域教学方法知识尚需加强。 

在文本分析和课堂观察时，研究者发现学生往往按照活动设计，想好提问的内

容，并且预设了答案。当幼儿回答不同预设时，他们经常不会变通，会选择无视或

者自己就乱了阵脚。在其他领域活动中，学生也经常会用讲故事的方式导入，但常

常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故事内容与所要讲述的内容关联度不高。 

3.3 影响学生语言领域教学知识的因素分析 

3.3.1 学校层面的因素分析 

3.3.1.1 课程设置不够科学，衔接不够紧密 

    学前专业在开设课程时，课程设置不够科学，比如《幼儿教师口语》课程 2016

级、2017 级均开设在第四学期，《幼儿教师口语》前三章内容为语音和普通话测试，

到第四学期 85%以上的学生已经获得了普通话二甲证书，学生对这一部分内容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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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较低，主动性差。2018 级将该门课程开设在了第二学期，学生因见习实习开展

的少，对幼儿园教育教学模式了解得少，教学对象知识也及其缺乏，后半部分的教

学口语和教育口语对于学生而言，有空中楼阁之感。而《幼儿教师口语》和《幼儿

文学》课程在内容上，有一些内容是一样的，只是侧重点不同。但是，因这两门课

程由不同的教师授课，这一情况就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对于学生有限的理论学习

时间而言，这是低效的。 

另外，学前教育专业的理念是“全方位发展、全方面展演、全过程反思”，反思

本是教师 PCK 中重要的一环节，如果能从学生时代起，树立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反

思意识与习惯，也能为他们将来专业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全

方位发展从课程设置与课程实施方面得以体现，全方面展演也通过第二课堂、活动

竞赛得以实施。而全过程反思则更多地依靠教师、学生自觉。没有具体要求，没有

实施标准，也没有监督，很容易流于形式。 

3.3.1.2 课程实施弹性较大，学生在校学习的课时量不足 

文化课成绩较差的学生往往学习习惯略差，学习主动性差，需要教师指导并监

督。学前教育专业学制为三年，最后半年顶岗实习。但在具体实施时，因学生人数

众多，加之别的学校也要安排学生实习以及幼儿园方面等原因，学前教育专业的学

生实习被安排在了第四学期进行，同时因为九月份幼儿园教师需求量较大，因此九

月份开始，部分学生就已经开始顶岗实习。实习、顶岗实习提前，必然挤占了学生

在校学习的课时。以《幼儿教师口语》为例，2017 级以前均开设在第四学期，第四

学期还安排实习一个月，课时根本不能保证。自 2018 年开始，人才培养方案做了调

整，《幼儿教师口语》开设在了第二学期。一学期 18 周，共 36 学时,而《学前儿童

语言教育》依然开设在第四学期，每年实习安排在 3 月份进行，也就意味着语言领

域教学法学生还没有接触多少就开始入园实习了，学生在校学习的课时严重不足。 

3.3.3.4 教育见习、实习课时充沛，效果欠佳 

从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来看，第二、三学期各安排一周见习，第四学期

安排一个月的实习，五六学期顶岗进入幼儿园顶岗实习。从时间安排来看，实践课

时量相当充沛。但在实践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学生在见习时，往往被幼儿园当

作免费劳动力，搬桌子、给幼儿分发食物、接送幼儿等，听课、观察幼儿的时间往

往很少。带队老师则同时管好几个幼儿园的见习生，工作重点在于管理而不在于指

导。学生对幼儿的观察、理解以及对幼儿教师工作内容的认识与反思较少，园所及

学校指导、总结、反思等工作相对做得不够扎实。虽然也写见习报告，但更多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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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形式。而从 2018 年开始，学生在顶岗实习时采用先进的信息化手段加以管理，学

生每天在蘑菇钉上签到。实习管理比以前严格，学生必须每周写出周记，教师批阅。

但具体到日常教学，如幼儿教师如何将语言领域教学知识渗透到日常教学，这方面

的指导还是太少。 

3.3.1.5 政策落地的力度不够，专任教师参与幼儿园实践教学缺乏制度、经费等方面

的保障 

近年来，高职院校一直都在致力于打造“双师型”的师资队伍，所谓“双师型”教

师，即双素质教师，是既懂理论，又能实践的教师。在这一方面，工科专业做得相

对好一些，每年利用暑期安排教师下企业锻炼。尽管学前教育专业 85%的教师已被

学校认定为“双师型”教师，但全部都是通过参加培训获取证书后得以认定，真正从

事幼儿教育实践的很少。学校没有附属幼儿园，教师要参与幼儿园教学实践需要去

社会幼儿园。而学校在这一方面没有制度、经费方面的保障，学期内教师需承担繁

重的课程教学任务，暑假期间社会幼儿园往往也放假了，专业教师参与实践很难实

施。部分教师能够利用带学生见习、实习的机会，观摩幼儿园的教学实践，但也仅

限于观摩，教师自己参与教学实践活动的很少。校内兼课教师因工作原因，没有带

队实习的机会，幼儿园教学实践观摩极少。 

3.3.1.6 引进多培训少，现有专业教师校内培训以及通识知识培训力度不够 

咸阳某职业院校系六所中专合并升级而来，其中有两所是原来在陕西颇有影响

力的中师，在师范教育方面有着深厚的底蕴。2009 年开办五年制幼师专业，2011 年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开始招生，开办之初专任教师全部是从基础教育转任。近几年，

学校引进学前教育硕士研究生 4 人，培养学前教育在职硕士 2 人，40 岁以下教师 96%

获得了硕士学位。在学历提升方面成效比较显著。但如前文所说，专任教师接受分

科教育多年，所学专业知识领域比较精通。比如语言类的教师，并不懂游戏、幼儿

音乐和舞蹈，又如何教学生在游戏中渗透语言教育？学校在学历提升方面有硬性指

标要求，通识教育方面没有，培训也极少，全凭教师个人自觉。高职又没有升学压

力，教师评价更多地指向科研、技能大赛以及课时量，这一部分极易被校方、教师

个人忽略。 

3.3.2 教师队伍方面的因素分析 

 3.3.2.1 系统接受过学前教育理论的教师数量偏少 

学前教育专业开设的语言领域教学内容知识、教育对象知识、教学方法的相关

课程的老师共 18 位。其中，《幼儿文学》、《幼儿教师口语》《学前儿童语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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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的老师共 10 位，之前均为语文老师，其中外国文学博士 1 名，古代文学硕士 2

名，现代文学硕士 3 名，本科 2 名，学前教育专业硕士 2 名（均为在职研究生，1 人

在读），系统学习过学前教育的只占 20%。这十位教师，年龄最大的 50 岁，最小的

31 岁，均从事语言教育多年，有着丰富的汉语言文学教育的经验。但大多没有接受

过系统学习过《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学前教育学》《幼儿行为观察与指导》等

课程，对学前儿童的认识更多地来自自己的孩子以及身边同事的孩子，对幼儿的身

心特点等理解自然不够科学系统，在对幼儿的行为观察与指导方面有所欠缺。 

3.3.2.2 专任教师缺乏幼儿教育的实践经验 

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师大多是从学校毕业之后进入学校，都没有在幼儿园工作过

的经历，严重缺乏实践经验。部分老师在学生见习、实习时作为带队老师会进入幼

儿园，但更多的是作为旁观者而存在的，个别老师更是仅仅作为管理者，把学生放

到幼儿园，只要学生每天能按时去，按时回，按时交实习报告，带队教师的任务就

算完成了。教师自己参与幼儿园教学实践的很少。2017 年 4 月开始，按照学校要求，

所有实习带队老师在幼儿园给幼儿上一节公开课。其中一位教师给大班幼儿开展语

言领域教学活动，效果并不是很好。教师讲授的内容为儿童故事。老师在讲述故事

时声情并茂，很有感染力，整个活动组织得也很有条理，幼儿积极性很高，参与度

也高。但她完成整个设计耗时 45 分钟，完全不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特点，不符合幼儿

园教育教学规律。可见，教师自身的教学水平很高，但对幼儿的了解以及幼儿教育

的经验欠缺。特别是上文说到的那十位语言方面的教师，有 5 位为校内兼课教师，

在授课之余还要兼任行政工作。带队去幼儿园的机会几乎没有，更加缺乏幼儿教育

的实践经验。 

3.3.2.3 专业教师受分科教育影响至深，关注点只在自己所带课程上 

上文曾经提到过，语言方面的 10 位教师本科专业均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其他课

程的教师也是接受分科教育多年，分科教育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因此在实际教学

的过程，语言类课程的教师很难做到真正的整合。如从事《幼儿文学》课程教学的

教师，幼儿文学作品如何表达、如何鉴赏分析，教师的专业化程度较高。但不同年

龄段的幼儿语言方面的认知水平如何，教师并不是十分清楚，怎样在游戏活动、音

乐教育、社会科学等教育活动中进行语言教育的渗透，语言类的教师也都不在行。 

而其他领域课程的教师，更是只关注学生本专业知识的学习，在学习过程中，

学生的语言表达方面出现的问题，教师很少纠正。如何在音乐活动、游戏活动渗透

语言教育从来就不是他们的关注点。这样，也就很难做到将语言领域教学知识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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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领域相融合。教师尚且如此，学生又如何能做得更好？ 

3.3.3 学生自身因素分析 

3.3.3.1 文化课基础差，语言素养差 

近年来由于高校扩招，而生源却逐年减少，处在招生最下游的高职院校，生源

质量不断下降。尤其是陕西省自 2016 年开始实行高职招生单独招生制度，生源质量

下降尤为严重。单独招生的成绩是笔试加面试，笔试科目为语文、数学、英语，总

分 300 分，面试成绩总分 200 分。每年参加单招考试的学生人数超过 5000 人，为避

免出现面试分落差太大，打分不公平，面试分数打分的实际区间为 165—195。由此

可见，对学生的文化课成绩要求已经极低了，学生各方面的基础都比较薄弱。 

3.3.3.2 学习内驱力不足，教学活动反思少 

文化课成绩较差的学生往往学习习惯略差，学习主动性差，学习内驱力不足。

学前教育专业往往被认为就是“吹拉弹唱”，根据问卷调查的情况看，学生对音乐、

舞蹈、绘画等技能课的重视程度较高，对语言领域课程的重视不够，对儿童文学作

品阅读兴趣不高，阅读量较小，教学活动反思太少。 

3.2.3.3 生活感知能力弱，观察能力和生活体验能力弱 

目前在校的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已是 00 后，且多数是独生子女，是 4-2-1 阵

型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是“移动互联网的”一代，天生对电子产品敏感，却缺乏对生

活、社会的深刻领悟，缺少对幼儿世界的深刻感受和经验。受大环境影响，课余时

间，用手机刷斗音，打游戏，看电视剧，精力和关注力被无关的事情挤占，生活感

知能力变弱。加之 00 后这一代，学业负担加重，童年被作业填满，观察能力和生活

体验能力较低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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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结论、建议与不足 

4.1 研究结论 

    语言领域 PCK 在传统的“教什么，教给谁，怎么教”的基础上，更注重将这三个

方面与教师自己的教学经验进行整合，外化为能力。PCK 理论更注重知识的整合，

注重实践性，对于幼儿教师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但之前语言领域教学知识研究

的深度和广度不够，尚需加强。                                                          

4.1.1 语言领域教学知识对其他领域教学知识有着促进和支撑作用 

通过文本分析和视频分析发现，学生在进行科学、健康等领域活动时，往往采

取的办法是先讲一个故事，然后导入主题。即使没有采用故事导入，学生在进行其

他领域教学活动时，也需要借助语言领域教学知识，对其他领域教学活动水平的高

低有着极大的影响。另外，学生在观察幼儿、反思学习，也需运用到语言领域教学

知识。基于以上原因，语言领域教学知识的研究更有意义和价值。 

4.1.2 语言领域教学知识研究的评估测量工具尚需开发 

     关于 PCK 的研究，数学、物理、音乐等学科较多，语言领域 PCK 的研究较少，

数学、物理、音乐等学科容易做定量分析，而本研究只能借助文献分析、问卷调查、

文本分析、视频分析等方法，对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语言领域 PCK 进行定性分

析，主要通过其教学行为，考察其语言领域 PCK 现状。这样的分析，往往主观性较

强，容易有失偏颇。语言领域 PCK 研究急需开发评估测量工具。 

4.1.3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语言领域 PCK 需进一步深化 

    本研究梳理了国内外有关 PCK 的研究以及关于职前 PCK 的研究，确定了语言

领域教学知识是领域教学内容知识、领域教学对象知识和教学方法知识的特殊整合。

采用文本分析法、文献分析法、视频分析法和问卷调查法，探讨了高职学前教育专

业学生语言领域教学知识的现状，分析了影响学生语言领域教学知识的因素，并对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语言领域教学知识提出了建议，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这方面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如何更为科学地对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语言领域

PCK 进行评价和测量，如何更高效地培养学生的语言领域 PCK 等，需要系统的研究。 

4.2 对策 

4.2.1 校●园●院深度合作，不断更新语言领域教学新理念 

4.2.1.1 与本科院校深度合作，更新专任教师语言领域教学理念 

一直以来，高职院校强调院园合作，提倡教师参与实践教学，但是高职院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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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教学任务重，学历层次普遍较低，研究能力相对弱，参与幼儿园教学实践又少，

往往囿于陈旧的教学观念，语言类的教师关注点更多的是学生的语音是否规范，作

品理解和把握是否到位，分析和鉴赏能力如何提高。随着时代的发展，观念的更新，

幼儿园的办学理念和教学思想发生极大的改变，语言领域教学活动的形式更加灵活。

专任教师在这方面应与时俱进，及时了解幼儿园教育动态，了解学前教育的新趋势。

本科院校重视理论研究，尤其是师范类的一本院校，其理论研究较为前沿，也较为

深入，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如果能与本科院校深度合作，吸收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

能提升教师的理论水平，不断更新教师理念。 

4.2.1.2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专任教师与幼儿园经验丰富的教师定期轮岗，强化专任教

师语言领域教学能力。 

实践经验的缺乏会导致专任教师在指导学生语言教育活动时出现偏差，所以强

化专任教师的实践教学经验早已成为共识。可是，如何强化专任教师实践教学能力？

让专任教师真正熟悉幼儿，了解不同年龄段幼儿的认知水平以及语言发展水平，这

就要求教师全方位参与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学校可从制度、经费等方面予以保证，

建立轮岗制度，每年专任教师与幼儿园经验丰富的教师岗位开展两周或一个月的岗

位互换，这样，幼儿园的保育教育工作得以正常开展，而幼儿教师丰富的语言教育

的实践经验会给学生带来不一样的收获。 

4.2.2 打破现有课程体系，设置语言领域教学标准 

4.2.2.1 基于幼儿园工作过程，建立领域教学课程体系 

前文提到过，高职教师受分科教育多年，熟悉自己专业内的知识，但语言领域

PCK 是一种特殊的整合，是需要将学科内容知识、教学对象知识、教学方法知识进

行整合。但这三个方面的教师都只熟悉自己领域的知识，如何整合，教师自己都并

不清楚，又如何指导学生？而课程设置之间缺乏领域的融合，容易造成知识之间割

裂、无联系。所以，建议基于幼儿园工作过程，打破现有课程体系，按照五大领域

设置课程，将现有的《幼儿文学》《幼儿教师口语》《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等课程

融合，按照项目式的，分段进行，分段考核。同时进行课程体系改革，增加一些案

例分析课、情境在线课，见习、实习安排尽可能多次频繁进行。  

4.2.2.2 制定语言领域教学知识标准，规范教育教学 

刚刚颁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019 年 4 号文件）中强调，要“完

善教育教学相关标准”，“发挥标准在职业教育质量提升中的基础作用。并且指出：

“持续更新专业目录、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顶岗实习标准、实训条件建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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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建设和在职业院校落地实施”,专业教学标准是国家颁布，也是职业院校专业发展

的纲领。课程标准 、顶岗实习标准、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则由高职院校自己制定并实

施。在实践过程中，学前专业与其他专业一样，制订了每门课程的课程标准。但不

同于其他专业，按照固有的模式，学生所学很难与岗位需求直接对接。高职学前专

业应该根据幼儿教师岗位需求特点，制定语言领域教学知识标准、顶岗实习标准。 

4.2.3 创新培养模式与内容，让语言领域的教学更加高效 

4.2.3.1 创新培养模式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 年）中指出“适应国家和社会发

展需要，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方法，

探索多种培养方式”。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应形成与岗位需求对接的实践教学体系，

在学生语言领域教学知识培养方面，可以构建职业技能竞赛体系，将幼儿故事比赛、

儿童剧比赛、语言活动设计比赛等穿插进行，竞赛内容和标准以幼儿园要求为准，

全面提高学生语言素养，以期达到提升语言领域教学知识的目的。 

4.2.3.2 变革教学模式 

前文提到过，在课程实施过程中，课程内容编排不尽合理，课程之间衔接不够

科学。如《幼儿教师口语》课程，前半部分主要是语音知识，后半部分主要是教育

教学口语。2017 级学前教育专业该课程开设在第三学期，大部分学生已经通过普通

测试，他们对语音部分的学习兴趣积极性不高。2018 级开设在了第二学期，语音部

分学习兴趣非常浓，教育教学知识由于缺乏一定的了解，理解和接受方面存在一定

问题。鉴于这种情况，学前教育专业可以打破现有课程体系，按照五大领域重新设

计课程体系，编写校本教材，按照口语、文学、语言教育等方面设计内容，推行项

目式教学、PBL 问题导向式教学，将教学内容模块化，分模块教学，分模块考核，

这个模块过关，再进入下一个模块，提高语言领域教育教学的有效性。  

4.3 建议 

4.3.1 完善“双导师”的制度保障 

“双导师”不是全新概念，“专兼”结合的教师队伍也已经提了很多年了。相关的

理论研究较多，如何实践？相应的成果、措施等较少，在实施过程中，“双导师”如

何明确各自责任，指导效果怎么保障，又是如何考核的？目前的现状是学院方面一

厢情愿，幼儿园方面积极性并不高。因为幼儿园本身师资紧张，另外也缺乏对幼儿

园方面的激励措施。这个就需要学校和幼儿园甚至政府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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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双导师”制的培养模式。 

4.3.2 形成人人具备“语言领域教学知识”的教师队伍 

幼儿园的语言领域比较特殊，是渗透在其他领域的教学活动中的，因此。语言

类的教师需掌握其他领域的知识，将语言领域教学知识与其他领域的教育教学融会

贯通。其他领域的教师在关注学生本领域内教学知识培养的同时，指导学生的语言

领域的教学知识的掌握。当然，这个不能紧靠教师个人自觉，学校在课程设置和考

核评价体系方面应有所体现。 

4.3.3 建立一支高效的语言领域教学团队 

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专业教师往往各自为战，但在实际教学时有些教学内容，

会在不同的课程中重复；同样的课程，不同的教师对学生的要求不同，人才培养成

效不尽相同。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学前教育专业教师要尽可能打破学科

壁垒，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尽可能多参与一些课程的教学活动，而不是一个教师长

期带一门课程。另一方面，在教研活动时，除了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外，教师应定

期汇报各自的教学内容、技巧，然后进行研讨、反思，力求建立一支高效的专业教

学团队。 

4.3.4 提升教学管理团队的教育理念和业务水平 

教育管理团队的教育理念和业务水平会影响人才培养和课程理念的落地实施，

如在访谈时，有老师就提到，她曾多次向领导建议给学前教育专业所有专任教师进

行通识方面的培训，但均未被采纳。教学管理科学、规范并且行之有效，先进的教

学才能得以实施，也才能充分激发专任教师的热情。 

4.4 研究的不足 

4.4.1 理论研究的广度、深度不够  

研究者为高职专业教师，从事学前教育专业教学多年，对高职学前教育专业人

才培养的现状非常熟悉，但由于自身水平和能力的原因，对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语言

领域 PCK 的建构、影响因素分析以及提升的对策与建议难免存在不足，同时，学前

教育专业学生语言领域教学知识的研究较少，可供借鉴的理论与策略太少，所以本

研究提出的一些观点仅为一家之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足。 

4.4.2 语言领域教学知识的建构还需深入研究 

不同的学者对于语言领域教学知识的构成，秉持的观点不尽相同，为了研究方

便，本研究采用了舒尔曼的观点，语言领域教学知识是领域教学内容知识、领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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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对象和教学方法知识的特殊整合。如何有效地进行整合，本文也只是探讨，给出

的结论和建议未必科学、全面，有待于深入研究。 

4.2.3 文本分析的案例不够典型、全面 

因高职专业学生的毕业设计没有查重要求，学生在做毕业设计时，原创部分不

多，这就给分析文本从而考察学生语言领域 PCK 现状带来了一定的困惑。另外，受

自身研究水平和客观条件限制，本研究在选择案例时，更多地研究分析了学生做的

语言领域活动设计，其他领域的比较少，不够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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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本研究主要针对高职学前教育学生语言领域教学知识现状进行研究，并提出提

升的对策和建议，但是由于个人能力限制，调查和分析不够科学，提出的对策和建

议存在不足。教育无小事，教育无大事，高职学前教育语言领域教学知识在实施过

程中问题多多，所以本研究有着一定的实践意义。也需要在日后的工作中，深入研

究，不断积累经验。幼儿教育关乎国家、民族未来，希望本研究能为幼儿教师职前

培养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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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2015 年冬，我第一次来到山西大学，那是一个令人瑟缩的季节。但山大研究生

院和教科院的老师们亲切随和的面孔让我感到异常温暖。随后三年的求学过程中，

感动更是常在。提起山大，脑海里自然浮起的是一张张或严谨、或幽默、或睿智的

面孔——严谨敬业的侯怀银老师、口若悬河的孙杰老师、温和温柔的王福兰老师、

大气洒脱的张晋红老师、亲切可人的李小华老师、沉稳又创意不断的曲路老师┈ 

最令我感动的是我的导师徐炜霞老师，她给我们上课时正值酷暑，我常惊异于

那么枯燥的内容，居然被她讲得深入浅出，风趣幽默。在毕业论文开题前，徐老师

逐个找学生谈，寻找学生的兴趣点，指明研究方向，给出具体建议。之后,与徐老师

的联系更多的是通过微信、QQ、电话，徐老师总能一语中的，让你醍醐灌顶。比较

惭愧的是，本人由于种种原因，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疏于与老师联系，徐老师多次

主动联系我，督促我，并且利用出差到我所在城市的机会，通过深谈，给我提出论

文修改的宝贵意见，后来的几稿，她更是悉心指导。徐老师的严谨、认真、负责，

着实让人感动，遇到徐老师这样的老师，是学生之幸。 

老师们性格各异，但正直的人品、严谨的治学态度却是共通的，山大因他们而

美丽，所以，感恩山大，感恩我的老师们。 

在我们班级里，我是年龄最大的，却得到了同学们的诸多照顾，谢谢我的那些

早已毕业的同学们。 

最后，谢谢我的家人，尤其是我即将中考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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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敏，女，1977 年 6 月生于陕西咸阳，现为陕西咸阳职业技术学院教师，2016

年 3 月至 2019 年 6 月，在山西大学攻读在职硕士，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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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

学位论文的知识产权属于山西大学。如果今后以其他单位名义发表与在

读期间学位论文相关的内容，将承担法律责任。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

文献资料外，本学位论文不包括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

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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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手段保存、汇编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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