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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简介（可加页） 

成 

果 

曾 

获 

奖 

励 

情  

况 

获 奖 

时 间 
奖项名称 

获 奖 

等 级 

授 奖 

部 门 

2017年 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西藏自治区教

育厅 

2017年 教学成果奖 特等奖 西藏民族大学 

    

    

    

成果 

起止

时间 

起始：2013 年 9  月           实践检验期: 4  年 

 完成：2017 年 12 月 

 

1.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1)成果简介 

2015年 10月 21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以教发

〔2015〕7号印发《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

指导意见》中指出：“推动地方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加强应用型

人才的培养。”《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明确指出，在幼师培养方面

要注重幼师的实践能力和实用性，培养出具有高层次理论基础、热爱

幼教工作、高素质、高能力的综合性应用型人才。从总体来看，培养

一支数量足、质量高、专业化程度高，动手能力强的幼儿教师队伍迫

在眉睫。 

西藏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是西藏唯一的教育学院，主要承担教育类

师资的培养任务。目前有 5个本科专业，其中学前教育专业是最大的

一个本科专业。本专业 2007年开始招生，到目前为止共为西藏培养

了 601名幼儿教师，但纵观之前的培养模式，问题较多，重理论轻实

践，缺乏各项应用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55743&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4733567&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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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为了更好的为西藏培养一线合格的综合素质高、应用能

力强的幼师队伍，我院自 2013年对于学前专业进行了改革。在不降

低理论标准的基础上，加大对学生动手实践应用能力技能提升的比

重，提高学生的自主动手能力和自我创新意识。 

(2)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 

本专业在实践过程中，培养学生应用自身所学习的理论知识，从

而也具备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仅启发学生的创新意识，而且也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能够在课堂中做中有学，学中有乐。

经过 13年以来的改革，本专业的学生较之前的学生相比，更加热爱

所学专业，具备了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 

注重了学生动手实践能力，提高了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 

过去的学前教育专业培养模式重视基本的理论，忽视实践动手能

力，而学前专业课程需要更多实践应用能力，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不

能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所以我们通过培养方案的改革，课程

体系的完善，实习基地建设，教师应用素质提高等加强了本专业注重

实践能力和专业水平的提高，进一步确立了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强

调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的自我创新意识和自主动手能力，激励学生参

与专业技能活动的兴趣，学生的应用技能大幅度提高。 

建立了高校幼儿园共育的合作模式 

自 2013年改革以来，我们一方面定期组织学生教育见、实习，

另一方面进行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建立合作办学平台，开展高校—幼

儿园共育。通过本专业校内实训体系完善，促进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发

展，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使学生的专业能力得以强化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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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1)构建新的人才培养模式 

制定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 

本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应用型人才，主要为西藏培养一线幼儿教

师，强调理论与技能并重，体现实践性和应用性。在新的培养计划

中，我们要求学前专业人才需要具备三个方面的专业素养，即较高的

职业道德水平和文化水平、较高的学前教育专业知识水平以及较强的

应用动手实践能力和教育工作能力。 

重构课程体系，合理安排课程。 

根据我校学前教育专业培养目标及近几年实践与探索的经验积

累，我们重新修订完善了培养计划，对每门课程的理论与实践学时、

内容及形式等进行了重构，使得各专业的课程教学更加规范和完善。 

在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上，自 2013年来，我校学前专业理论课

与实践课的比例各占 50%，平衡理论与实践课程之间的比重，做好课

程计划的优化整合。在校四年中，合理调配课程时间，使每阶段的课

程学习有很好的连续性和延展性。 

强化教学实习和实践活动。 

一方面改变原本的课堂教学模式，将教室课堂搬到幼儿园实际课

堂中。比如以节日主题的美术、手工课程，让学生参与和布置幼儿园

的环境创设，课堂作品展示等各项活动，通过协同合作，调动学生的

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另一方面，对本专业教育见习、社会实践、教育调查、毕业实

习、毕业论文等实践性环节进行了重新布局，构建了见习课、实训

课、实习课三个实验平台，同时加强对学生在幼儿园期间的实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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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监督，在幼儿园实习期间组织学生进行岗位训练和实践教学 

(2)组建一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双师型”教师队伍 

自 2013年以来，为了承担起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任务，提高在职

教师的应用能力，我们加大了教师队伍建设。一方面通过提高教师的

理论水平,另一方面培养教师的应用能力，如积极支持骨干教师采取

不同方式提高自身学历，注重提高教师队伍的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

另外，我们还聘请了校外的学前专业教师和幼儿园教师担任幼儿舞蹈

创编、手工制作、幼儿园简笔画、学前儿童游戏等实践性较强的课

程，主动积极的为学生创造和提供各种可以到幼儿园一线观察参与教

学实践活动的机会，从而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 

截止目前，教育学院形成了一支结构比较合理的学前教师队伍，

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中理论教师 8人，技能教师 11人，其中教授 1

人，副教授 5人，讲师 13人，专业发展迅速，师资队伍合理稳定，

成为西藏培养学前教育人才的主要阵地。 

(3)完善了实践实习基地建设，搭建了合作办学平台 

为了加大学前专业的技能课程培养，我们开展了高校—幼儿园共

育，建立实习实践基地相结合的合作办学平台，加强了学校与幼儿园

的合作关系，使学生的理论知识在幼儿园课程实践中得以有效融合。 

2013年以来，新建实习基地 8所，在咸阳市建设 6所、西藏城镇

和农牧区各建设 1所实习实训基地。随着本专业实训基地体系的建

立，促进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发展。学生从大一开始参与幼儿园一日活

动，每学期两周的幼儿园见习课程，让学生更加熟悉幼儿园的一日生

活和教学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协同进步，搭建了良好的合作办学平

台，以保证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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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果的创新点 

(1)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 

本专业的培养是要求学生不仅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具有适应幼教

改革和发展的专业素养，还要有健康的心理、良好的性格、热爱所学

专业的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 

本成果通过改革，加强实践能力的培养，改变了原本传统的课堂

教授填鸭式教学模式，将教室课堂搬到幼儿园实际课堂中，创造机会

让学生与幼儿接触，在实践过程中，应用自身所学习的理论知识，提

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仅启发了学生的创新意识，而且也激发了

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能够在课堂中做中有学，学中有乐。 

(2)注重了学生动手实践能力，提高了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 

过去的学前教育专业培养模式重视基本的理论，忽视实践动手能

力，而学前专业课程需要更多实践应用能力，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不

能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所以我们通过培养方案的改革，课程

体系的完善，实习基地建设，教师应用素质提高等，进一步确立了应

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加强了本专业实践能力和专业水平的提高，提高

学生的自我创新意识和自主动手能力，激励学生参与专业技能活动的

兴趣，学生的应用技能大幅度提高。 

(3)建立了高校幼儿园共育的合作模式。 

自 2013年改革以来，我们一方面定期组织学生教育见、实习，

另一方面进行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建立合作办学平台，开展高校—幼

儿园共育。学前专业从大一学前开始，要求每学期每周两天的见习课

程，大三学年开始，要求学生进行为期两个月的顶岗实习，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实际了解和体会幼儿园一日生活，大四学年安排学生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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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顶岗实习，让学生转换角色，为来年的就业提供前提准备。通过本

专业校内实训体系完善，促进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发展，在不断实践的

过程中使学生的专业能力得以强化和提升。 

总之，通过 4年的学前教育专业改革，进一步明确了西藏民族大

学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完善了课程体系，强化了教学实践，

提高了教学质量，建设出了一支政治可靠、师德高尚、业务精良的应

用型学前教育专业教师队伍，为西藏培养了一批专业知识较扎实、动

手应用能力较强的幼儿教师队伍，取得了良好效果，得到了极大的社

会认可。 

 

 

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1)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 

本专业的培养是要求学生不仅要热爱所学专业，有扎实的专业知

识和技能，还要具有适应幼教改革和发展的专业素养、健康的心理和

良好的性格特征，培养学生的专业理念，要有正确的幼儿观和教育观

和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 

本成果通过改革，加强注重实践能力，改变了原本传统的课堂教

授填鸭式教学模式，将教室课堂搬到幼儿园实际课堂中，调动了学生

的积极性，创造机会让学生与幼儿接触，在实践过程中，应用自身所

学习的理论知识，从而也具备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仅启发学生

的创新意识，而且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能够在课堂中做

中有学，学中有乐。经过 13年以来的改革，本专业的学生较之前的

学生相比，更加热爱所学专业，具备了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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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重了学生动手实践能力，提高了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 

过去的学前教育专业培养模式重视基本的理论，忽视实践动手能

力，而学前专业课程需要更多实践应用能力，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不

能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所以我们通过培养方案的改革，课程

体系的完善，实习基地建设，教师应用素质提高等加强了本专业注重

实践能力和专业水平的提高，进一步确立了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强

调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的自我创新意识和自主动手能力，激励学生参

与专业技能活动的兴趣，学生的应用技能大幅度提高。 

(3)建立了高校幼儿园共育的合作模式。 

自 2013年改革以来，我们一方面定期组织学生教育见、实习，

另一方面进行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建立合作办学平台，开展高校—幼

儿园共育。学前专业从大一学前开始，要求每学期每周两天的见习课

程，大三学年开始，要求学生进行为期两个月的顶岗实习，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实际了解和体会幼儿园一日生活；大四学年安排学生入

园顶岗实习，让学生转换角色，为来年的就业提供前提准备。通过本

专业校内实训体系完善，促进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发展，在不断实践的

过程中使学生的专业能力得以强化和提升。 

(4)增加了就业及社会影响力 

在西藏“十二五”规划时期，学前教育处于大发展时期，学前教

育专业有较大的社会需求，因此学前专业为西藏各级各类幼儿园培养

了大量合格师资，就业率高达 100%，高居学校榜首。其中有一大批教

师已经成为业务骨干和优秀教育管理者，个别学生已在幼教战线中成

为了领军人物。根据反馈，近几年学前专业毕业生在幼儿园工作的影

响力较大，各地区幼儿园对西藏民族大学的学前学生满意度高，2017

年教育学院领导对西藏林芝、山南、日喀则、拉萨等地的 10所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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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进行了回访，幼儿园的负责人对西藏民族大学学前专业的毕业生给

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肯定。 

总之，通过加强研究成果的推广使用，进一步立足课堂教学实

践，解决教学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服务教学实践和课改工

作需要，提高教学质量。建设出了一支政治可靠、师德高尚、业务精

良的实践型幼儿教师队伍，取得良好效果，获得良好的社会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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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完成人情况 

主 持 人 

姓    名 
杨小峻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65年  8  月 最后学历 硕士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    称 
教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西藏民族大学 

教育学院院长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教育学、心理学及教学管理工作 

工作单位 西藏民族大学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 029-33756141 移动电话 13609108280 

电子信箱 529422063@qq.com 

通讯地址 陕西省咸阳市文汇东路 6号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

励 

 

 

 

 

 

 

 

 

 

 

 

 

1. 2017 年 12 月，《西藏民族大学学前教育专业应用型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获西藏自治区教学成果一等奖。 

2. 2011 年《西藏高等教育研究》一书获国家民委第二届

人文社科成果奖著作类三等奖。  

3. 2015 年《起步与跨越：西藏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荣

获西藏自治区第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4. 2007 年、2010 年、2014 年连续三年被评为西藏自治

区“优秀教师”。 

5. 2016 年被自治区教育厅评为“优秀研究生论文”指导

教师。 

6. 2002 年论文《藏族女大学生自信心和进取心研究》获

全国民族院校学生政治思想工作优秀学术论文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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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贡 

献 

 

1. 2014 年承担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子项目《少数民族应

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结合教育部关于普通高校

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对教育学院几个专业进行了

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组织和启动了教育学院几个

专业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2. 组织学前教育专业师资队伍建设和学生招生规模的规

划，组织修改培养方案，鼓励学前教育专业教师通过多种

渠道提升自己，为应用型人才培养打下保障基础。 

3. 宏观设计了学前教育专业的各种理论和实践活动，组

织和指导了学前教育的手工制作、美术绘画、声乐舞蹈的

各种活动成果的展示和竞赛，并要求在活动前做方案、成

果展示后总结并将成果收集成册。 

4. 联系并建立了多个学前教育专业教学见习、实习和实

践的教学基地，为学前教育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搭建了良

好的平台。 

5. 全方位对学前教育专业给与经费支持。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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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2)完成人 

姓   名 
刘海红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75年  8  月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    称 
副教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西藏民族大学 

学前教研室主任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学前教育 

工作单位 西藏民族大学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 029-33755842 移动电话 13892937810 

电子信箱 1977340573@qq.com 

通讯地址 陕西省咸阳市文汇东路 6号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1. 2016 年 12 月获自治区教育厅“2016 年度西藏自治

区高校优秀学位论文评选”中获得“优秀指导教师荣

誉称号。 

2. 2016年 6月获中国基础教育发展中心“中国幼儿 

教师职业技能大赛”最佳组织奖。 

主 

 

要 

 

贡 

 

献 

   

1. 组织修改培养计划 、大纲。 

2. 组织各项教学技能课程改革的实施。 

3. 开展各项成果汇报展。 

4. 建设实习实践基地，加强学生见习、实习、实践管理。            

5. 项目材料撰写，修改归档。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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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3)完成人 

姓   名 
相理锋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69年   1 月 最后学历 硕士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    称 
副教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西藏民族大学 

教务处处长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教育管理 

工作单位 西藏民族大学教务处 

联系电话 029-33755044 移动电话 13992053850 

电子信箱 55123992@qq.com 

通讯地址 陕西省咸阳市文汇东路 6号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17年荣获西藏民族大学“优秀教育工作者” 

主 

 

要 

 

贡 

 

献 

 

1. 2012 年组织申报自治区“西藏民族大学学前教育专业综合改

革”项目，为学前教育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 支持和参与学前教育专业建设和相关活动。 

3. 给予经费支持。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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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4)完成人 

姓   名 
张继芳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80年 11   月 最后学历 本科 

专业技术 

职    称 
副教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西藏民族大学 

艺术教研室主任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声乐教学 

工作单位 西藏民族大学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 029-33755842 移动电话 18609101100 

电子信箱 453888299@qq.com 

通讯地址 陕西省咸阳市文汇东路 6号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1. 2009年参加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

第十届学术大会教师技能声乐比赛荣获二等奖。 

2. 2010年第十四届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西藏赛区美声

组一等奖,并代表西藏自治区参加全国比赛。 

3. 2015 年获得全国高等学校“校园歌手”大赛优秀指

导老师奖。 

主 

 

要 

 

贡 

 

献 

 

1. 组织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多次成功举办大中小型文艺晚会。 

2. 带领学生们参观咸阳市幼儿早期教育中心，指导学生们多次排

演儿童戏剧，并成功将声乐、钢琴两门课程的期末考试搬上舞

台，以汇报演出的形式完成两门课程的期末考试工作，此次教学

改革成功的收获了师生们的一致好评。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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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 5)完成人 

姓   名 
蔡维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81年   10 月 最后学历 硕士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    称 
讲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书法、美术学 

工作单位 西藏民族大学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 029-33755842 移动电话 18292988885 

电子信箱 45653481@qq.com 

通讯地址 陕西省咸阳市文汇东路 6号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14年 6月，参加中国书法家协会举办的 “全国 

第四届西部书法展” 书法作品获优秀奖。 

主 

 

要 

 

贡 

 

献 

1. 组织各项教学技能课程改革的实施，开展多项成果汇报展。 

2. 多次辅导和组织学生参加校外和校内的书画比赛。 

3. 2017年论文《颜勤礼碑技法解析》受邀连载于《青少年书

法》杂志。 

4. 2017年申请教务处教学竞赛项目，辅导并组织学生参加“西

藏民族大学师范生三笔字”大赛，并进行现场决赛，成绩显著。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15 

三、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主    持 

单位名称 
西藏民族大学 主管部门 西藏自治区教育厅 

联 系 人 蔡维 联系电话 18292988885 

传    真  邮政编码 712008 

通讯地址 陕西省咸阳市文汇东路 6号 

电子信箱 45653481@qq.com 

主 

 

 

 

要 

 

 

 

贡 

 

 

 

献 

一、学前教育专业发展迅速，教师团队逐步成长，逐步成为

西藏培养学前教师培养的主要阵地。 

从 2013年起，本专业加大了应用型能力的培养以后，通过

开展多项技能活动，如手工展,书画展和舞蹈汇报，声乐演出，

钢琴习奏等教学成果汇报活动，学前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了

大幅度的提高。在西藏民族大学的更名和教学评估中，我们的成

果展示得到了西藏自治区教育厅和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领导的高

度认可，并对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在西藏自

治区教育界和西藏民族大学得到良好的反馈。这对我们进一步实

现西藏自治区“十二五规划”的发展要求和对西藏学前教育人才

的需求，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从 2013年开始我们加大了招生规

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人数逐年增加。 

自 2013年以来，为了承担起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任务，提高

在职教师的应用能力，我们加大了教师队伍建设。在中青年骨干

教师培养上，采取多种途径，多种方法进行。一方面通过提高教

师的理论水平，如利用对口支援高校单考计划或参加少数民族骨

干计划攻读学位，或单科进修、访学和短期培训的方式提高教师

的专业素养。另一方面培养教师的应用能力，派遣教师参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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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科培训和专业能力培训，如国家语委和教育司举办的“全国

首届高校书法教师研修班”，“中国国际手工创意研讨会”等学

术交流会、教学研讨会和观摩会等等。另外，我们还聘请了校外

的学前专业教师和幼儿园教师担任幼儿舞蹈创编、手工制作、幼

儿园简笔画、学前儿童游戏等实践性较强的课程，从而提高学生

的动手实践能力，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健全的人格、

良好的人文知识素养，系统地掌握学前教育专业知识、专业技

能，体现实践性和应用性的学前幼儿教师。 

截止目前，教育学院形成了一支结构比较合理的学前教师队

伍，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中理论教师 8人，技能教师 11人，其中

教授 1人，副教授 5人，讲师 13人，专业发展迅速，师资队伍

合理稳定，成为西藏培养学前教育人才的主要阵地。 

二、培养计划不断修订，逐步完善，更加符合西藏关于学前

教育人才培养的需求。 

2013年，根据教育部关于普通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我

们修订完善了培养计划，对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进行了修改，并

单独制定了每门课程的实践大纲，对实践教学的教学目的、内

容、形式及学时都进行了详细的研讨，加大了实践教学的比例，

这样进一步规范了各课程的实践教学，对于提高实践教学效果及

课程建设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三、构建了实践教学培养模式，促使学前教育专业实践教学

常态化。 

教育学院近几年来大力新建学前教育实习基地，开展高校—

—幼儿园共育模式，学生从大一开始参与见习，熟悉幼儿园一日

活动。学前教育专业与各实践教学基地紧密合作，建设专门化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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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教学基地，形成独具特色的“实践共同体”，使本专业“全程

实践，优势培养”的特色得到有效贯彻体现。 

四、完善了硬件设施，搭建了良好的实验室建设平台。 

根据学前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我们这两年加大

了实验室的建设。2013年我院特此申请了“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

校专项资金项目”以完善我们的实践教学平台建设，如针对学前

教育实践平台开设的科学发现室、绘本教学实验室、感统实验

室、幼儿园模拟室；针对技能教学开设的声乐实验室、奥尔夫音

乐室、琴房、形体训练室、手工创作室、书画工作室、成果展

厅，并及时配备符合教学需求的相关设施和材料用具。  

为了加大学前专业的技能课程培养，我们开展了高校—幼儿

园共育，建立实习实践基地相结合的合作办学平台，加强了学校

与幼儿园的合作关系，使学生的理论知识在幼儿园课程实践中得

以有效融合。 

2013年以来，新建实习基地 9个，在咸阳市建设 7所，西藏

2所。随着本专业实训基地体系的建立，为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发

展搭建了良好的实践平台。学生从大一开始参与幼儿园一日活

动，每学期两周的幼儿园见习课程，让学生更加熟悉幼儿园的一

日生活和教学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协同进步，以保证应用型人才

培养目标的实现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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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荐单位意见 

推 

 

荐 

 

意 

 

见 

（本栏由推荐单位填写，根据成果创新性特点、水平和应用情

况写明推荐理由和结论性意见） 

 

该成果基于教育部《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

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和西藏十二五规划要求，推动地方高校

向应用型转变，加强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西藏民族大学教育学

院通过 4年的学前教育专业改革，进一步明确了学前教育专业

人才培养目标，完善了课程体系，强化了教学实践，加强了本

专业实践能力和专业水平的提高，激励学生参与专业技能活动

的兴趣，提高学生的自我创新意识和自主动手能力，学生的应

用技能大幅度提高。建设出了一支政治可靠、师德高尚、业务

精良的应用型学前教育专业教师队伍，为西藏培养了一批专业

知识较扎实、动手应用能力较强的幼儿教师队伍，取得了良好

效果，得到了极大的社会认可。 

    整个成果结构严谨、资料翔实、观点明确、脉络清晰、理

念新颖。 

    同意推荐参加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 

 
 
 
 
 

推荐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4733567&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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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审意见 

评 

 

审 

 

意 

 

见 

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 

签字： 

年    月    日 

 

审 

 

定 

 

意 

 

见 

 

 

签字： 

年    月   日 

 

 



 

 

 

 

  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申请书附件 

  

               （一） 

 

 

 

 

成果名称： 西藏民族大学学前教育专业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 

推荐序号： 54003 

附件目录： 

1、教学成果总结报告 

2、教学成果应用及效果证明材料 



附件目录（一） 

1、 教学成果总结报告 

2、 教学成果获奖证明材料 

3、 学前教研室活动目录 

4、 学前教育专业改革实践教学活动方案 

5、 学前教育专业改革实践教学活动简报 

6、 学前教育专业改革实践教学活动总结 

7、 学前教研室科研成果汇总 

 



         学前教育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 

                    成果总结报告 

一、 改革背景 

2015 年 10 月 21 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以教发

〔2015〕7号印发《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

指导意见》中指出：“推动地方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加强应用型

人才的培养。”《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明确指出，在幼师培养方面要

注重幼师的实践能力和实用性，培养出具有高层次理论基础、热爱幼

教工作、高素质、高能力的综合性应用型人才，学前应用型本科院校

必须具备知识和技能双重培养标准，培养具有高素质、高技能的教师

人才。 

西藏自治区“十二五”规划指出：“到 2015年，全区在园幼儿达

到 8.1万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 60%，......全区学前保育保教

人员达到 8100人以上，到 2020年达到 11000人以上，实行幼儿教师

资格准入制度。”然而，从西藏学前专任幼儿教师与幼儿的比例来看，

2012 年西藏专任幼儿教师与幼儿之比为 1:38,2013 年西藏专任幼儿

教师与幼儿之比为 1:27。这与同时段全国平均的师幼比例 1:23 和

1:22 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并且在这个比例当中，学前教育专业毕

业的幼儿教师数相当的低。以 2014和 2015为例，西藏学前教育专业

的教师有 1130人，占总人数的 39.65%，非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师有 1720

人，所占比例为 60.35%，这表明西藏学前教育中幼儿教师数量严重

不足，一些教师是从小学教育中调剂过来的，西藏学前教师队伍的专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55743&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4733567&ss_c=ssc.citiao.link


任教师比例太低，专业结构非常不合理。基于此，要实现“十二五规

划”的总体目标，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 60%，还需要一大批幼儿教

师做储备。从总体来看，培养一支数量足、质量高、专业化程度高，

动手能力强的幼儿教师队伍迫在眉睫。 

西藏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是西藏唯一的教育学院，主要承担教育类

师资的培养任务。目前有 5个本科专业，其中学前教育专业是最大的

一个本科专业。本专业 2007 年开始招生，到目前为止共为西藏培养

了 601名幼儿教师，但纵观之前的培养模式，问题较多，重理论轻实

践，缺乏各项应用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虽然开设了唱歌、舞蹈、绘

画、手工等技能课程，但因为时间短、比重少，学生对所学技能掌握

不足，应用能力较低，到岗后工作受限，缺乏幼儿教学的能力。 

基于此，为了更好的为西藏培养一线合格的综合素质高、应用能

力强的幼师队伍，我院自 2013 年对于学前专业进行了改革。在不降

低理论标准的基础上，加大对学生动手实践应用能力技能提升的比重，

提高学生的自主动手能力和自我创新意识。截至目前，13 级毕业的

本专科学生共 193人，就业率均为 100%，并且学生们到岗表现出色，

受到了幼儿园、就业部门、教育政府部门和教育部的高度认可，个别

学生刚毕业就在岗位上获得了领导职务，承担了更大的社会职责。 

二、主要做法 

（一）构建新的人才培养模式 

1.制定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 

本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应用型人才，主要为西藏培养一线幼儿教师，



强调理论与技能并重，体现实践性和应用性。在新的培养计划中，我

们要求学前专业人才需要具备三个方面的专业素养，即较高的职业道

德水平和文化水平、较高的学前教育专业知识水平以及较强的应用动

手实践能力和教育工作能力。和以往的培养模式相比，加强了实践和

应用的比例。在此基础上，我们对评价方式也进行了改革，技能型较

强的课程，评价的方式可以多样性，不仅只是体现在一张试卷上，可

以通过课程中的各项表现进行测评，既考察了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

也检测了学生动手创造能力。并且，我们把目标逐年分解，体现在不

同课程阶段。 

2.重构课程体系，调整部分课程内容。 

根据我校学前教育专业培养目标及近几年实践与探索的经验积

累，我们重新修订完善了培养计划，对每门课程的理论与实践学时、

内容及形式等进行了重构，使得各专业的课程教学更加规范和完善。 

在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上，我们注重理论取向与实践取向的平衡；

全面发展和专业定向的平衡；文化教育与技能教育的平衡。因此，我

们对现行的课程结构进行调整，在专业必修课的基础上，逐年加强和

增加技能课程。自 2014年来，我校学前专业理论课与实践课的比例

各占 50%，平衡理论与实践课程之间的比重，做好课程计划的优化整

合。一是整合理论课程。教师授课时侧重学前教育方面的内容，以此

减少课程的可重复性开设，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二是调整技能课程

的课时。自 2013年起，学前专业的技能课程的教学课时有所增加并

延长开设学期，使学生的专业技能得到充分的训练。如《钢琴基础》



课程 2010年 96学时，2014年调整为 136学时；《美术基础》课程 2010

年 36学时，2014年调整为 117学时；《手工基础》课程 2010年 36

学时，2014年调整为 170学时。在校四年中，合理调配课程时间，

使每阶段的课程学习有很好的连续性和延展性。强化幼师技能训练，

增强对专业知识的兴趣和掌握，比如培养学生唱歌、跳舞、弹琴、书

画手工、讲故事等能力，以及让学生掌握与幼儿交流的基本技巧和能

力。 

课程内容方面，由于以往的课程内容忽视了民族的文化生活内容，

没有反映民族地区丰富的物产和自然资源，缺少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

展所需的内容，和学生的生活实际相差深远，导致了学前专业的学生

在理解上有一定的难度，并且毕业后学到的很多技能很难和幼儿成长

的文化实际有机的融合。因此，如何在利用少数民族地方文化等课程

资源的基础上开发出适合少数民族地方需要的内容是我们在课程内

容调整上的一个重要的思路。在内容的调整上，加大了西藏民族文化

的内容，增加了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生活背景，结合西藏幼儿的生活

经验和社会活动。由于有些内容和学生的生活实际有关联，也极大地

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手工基础》课程，学生的手工作品可以

和家乡的文化生活背景相结合，作品如藏式民居、酥油筒、切玛等。

《美术基础》课程，学生可以绘制唐卡作品，体现民族元素的色彩、

线条作品，如八宝图案、民族人物绘画等。 

3.强化教学实习和实践活动。 



一方面改变原本的课堂教学模式，将教室课堂搬到幼儿园实际课

堂中。比如以节日主题的美术、手工课程，让学生参与和布置幼儿园

的环境创设，课堂作品展示等各项活动，通过协同合作，调动学生的

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创造机会让学生与幼儿接触。在实践

过程中，应用自身所学习的理论知识，从而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另一方面，对本专业教育见习、社会实践、教育调查、毕业实习、

毕业论文等实践性环节进行了重新布局，构建了见习课、实训课、实

习课三个实验平台，同时加强对学生在幼儿园期间的实习活动严格监

督，在幼儿园实习期间组织学生进行岗位训练和实践教学。 

（二）组建一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双师型”教师队伍 

自 2013年以来，为了承担起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任务，提高在职

教师的应用能力，我们加大了教师队伍建设。在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

上，采取多种途径，多种方法进行。一方面通过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

如利用对口支援高校单考计划或参加少数民族骨干计划攻读学位，或

单科进修、访学和短期培训的方式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另一方面培

养教师的应用能力，派遣教师参加相关的学科培训和专业能力培训，

如国家语委和教育司举办的“全国首届高校书法教师研修班”，“中国

国际手工创意研讨会”等学术交流会、教学研讨会和观摩会等等。另

外，我们还聘请了校外的学前专业教师和幼儿园教师担任幼儿舞蹈创

编、手工制作、幼儿园简笔画、学前儿童游戏等实践性较强的课程，

从而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健全

的人格、良好的人文知识素养，系统地掌握学前教育专业知识、专业



技能，体现实践性和应用性的学前幼儿教师。 

截止目前，教育学院形成了一支结构比较合理的学前教师队伍，

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中理论教师 8人，技能教师 11人，其中教授 1人，

副教授 5人，讲师 13人，专业发展迅速，师资队伍合理稳定，成为

西藏培养学前教育人才的主要阵地。 

（三）搭建合作办学平台，完善实践实习基地建设。 

为了加大学前专业的技能课程培养，我们开展了高校—幼儿园共

育，建立实习实践基地相结合的合作办学平台，加强了学校与幼儿园

的合作关系，使学生的理论知识在幼儿园课程实践中得以有效融合。 

2013年以来，新建实习基地 9个，在咸阳市建设 7所，西藏 2

所。随着本专业实训基地体系的建立，为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发展搭建

了良好的实践平台。学生从大一开始参与幼儿园一日活动，每学期两

周的幼儿园见习课程，让学生更加熟悉幼儿园的一日生活和教学管理

等方面的要求，协同进步，以保证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三、取得的成效 

上述方案对教育学院 13级学前专业本专科学生付诸实施后，明

确了学前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模式，把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

体系科学地结合起来，取得了如下成效，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一）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 

本专业的培养是要求学生不仅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具有适应幼教

改革和发展的专业素养，还要有健康的心理、良好的性格、热爱所学

专业的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 



本成果通过改革，加强实践能力的培养，改变了原本传统的课堂

教授填鸭式教学模式，将教室课堂搬到幼儿园实际课堂中，创造机会

让学生与幼儿接触，在实践过程中，应用自身所学习的理论知识，提

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过去枯燥的理论知识由于和幼儿园的实际生

活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而变得丰富和鲜活。不仅启发了学生的创新意识，

而且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能够在课堂中做中有学，学中

有乐。经过 4年的改革，本专业的学生较之前的学生相比，更加热爱

所学专业，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具备了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 

（二）注重了学生动手实践能力，提高了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 

过去的学前教育专业培养模式重视基本的理论，忽视实践动手能

力，而学前专业课程需要更多实践应用能力，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不

能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所以我们通过培养方案的改革，课程

体系的完善，实习基地建设，教师应用素质提高等，进一步确立了应

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加强了本专业实践能力和专业水平的提高，提高

学生的自我创新意识和自主动手能力，激励学生参与专业技能活动的

兴趣，学生的应用技能大幅度提高，建设出了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

良的应用型幼儿教师队伍。 

近几年，学前专业学生在校期间获得了多方面的荣誉，全国性、

西藏自治区、陕西省、西藏民族大学等 16 项奖励。例如中国基础教

育研究会举办的“全国幼儿教师技能大赛”特等奖、西藏自治区举办

的全区第五届“成才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陕西省大学

生艺术体操比赛三等奖、咸阳市第七届校园文化艺术节“陕财职院”



杯技能大赛书法一等奖、西藏民族大学“师范生三笔字大赛”一等奖

等。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使专业活动和比赛常规化和常态化，培

养出符合社会需求的应用型人才。 

（三）建立了高校幼儿园共育的合作模式 

自 2013年改革以来，我们一方面定期组织学生教育见、实习，

另一方面进行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建立合作办学平台，开展高校—幼

儿园共育。学前专业从大一学前开始，要求每学期每周两天的见习课

程，大三学年开始，要求学生进行为期两个月的顶岗实习，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实际了解和体会幼儿园一日生活，大四学年安排学生

入园顶岗实习，让学生转换角色，为来年的就业提供前提准备。通过

本专业校内实训体系完善，促进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发展，在不断实践

的过程中使学生的专业能力得以强化和提升。 

四、就业及社会影响力 

在西藏“十二五”规划时期，学前教育处于大发展时期，学前教

育专业有较大的社会需求，因此学前专业为西藏各级各类幼儿园培养

了大量合格师资，就业率高达 100%，高居学校榜首。 

根据反馈，近几年学前专业毕业生在幼儿园工作中影响力较大，

各地区幼儿园对西藏民族大学的学前学生满意度高，2017 年教育学

院领导对西藏林芝、山南、日喀则、拉萨等地的 10 所幼儿园进行了

回访，幼儿园的负责人对西藏民族大学学前专业的毕业生给予了高度

的评价和肯定。为各级各类幼儿园培养了大量合格师资，其中有一大

批教师已经成为业务骨干和优秀教育管理者。如 2013 届毕业生彭莎



莎现为拉萨市城关区第六幼儿园德育主任，2014 届毕业生高昌霞现

为拉萨市城关区第十五幼儿园教务主任，2016 届毕业生白玛宗吉现

在拉萨市尼木县尼木乡蒲巴村幼儿园园长，桑多为聂玉村幼儿园园长

等。 

总之，通过 4年的学前教育专业改革，进一步明确了西藏民族大

学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完善了课程体系，强化了教学实践，

提高了教学质量，建设出了一支政治可靠、师德高尚、业务精良的应

用型学前教育专业教师队伍，为西藏培养了一批专业知识较扎实、动

手应用能力较强的幼儿教师队伍，取得了良好效果，得到了极大的社

会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