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开展黑龙江省中等职业学校幼儿保育技能大赛

培训总结

为全面贯彻落实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的《职业教育体质培优行动计划

（2020-2023 年）》的精神，推动中等职业教育“三教”改革，引导全

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能力大赛准确把握幼儿保育，烹饪专业的新变化，

提升广大专业课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我校在 11 月 22 日组织专业任课

教师等通过线上培训，得以总结以下几点：

一：针对幼儿保育专业发展的主要利好分析

第三章第二十一条明确指出：国家采取措施，加快培养托育、护理、

康养、家政等方面技术技能人才。

（一）社会高度关注 （二）技术技能人オ支撑

（三）高质量发展要求 （四）紧缺领域需求

二：基于幼儿保育专业技能组织学生开展保教技能大赛。

学生保教技能大赛，主要内容竞赛分为理论和实操技能两方面内容

全面考核学生的职业素养、幼儿早期学习支持能力及生话照料基本技

能与操作水平，理论部分分为包括保教常识，保育活动分析与职业素

养测评。技能部分包括生话照料和教育辅助，生活照料技能由危险急

救、清洁消毒、进餐保育、物品整理组成。教育辅助技能由绘本讲述、

幼儿体操、生活环境创设组成。重点考察学生们知识应用能力，操作

执行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及综合素质。

以赛促改，引领中职校适应行业现状及技术发展趋势，破解由学前教

育专业专设幼儿保育专业后职业方向定位不清的难点，为全国设点专



业的学校指明方向；为托幼园所培养能顾胜任幼儿生活照料，安全健

康照护，营养喂养和早期发展支持工作的保教人才；以赛促健，搭建

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保育人才的平台，加快推进中职幼儿保育专业建

设，引导学校主动适应新业态，新规范，新标准，全面支撑民生育幼

领域发展需求。

三：打开创新教学模式，打造首都民生育幼领域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

地，幼儿保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三位一体、保教融合、实线道进”幼儿保育（学前教南）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

四：传统的学科中心教学模式强调知识的系统传授，认为教育的基本

功能是传递知识，让下一代掌握人类长期以来的文化遗产，课程和教

材则是实现这一功能的载体。此外，由于这种模式表现出对知识系统

和人类文化遗产的偏爱，不自觉地就会强调学生对知识的死记硬背，

强调学业标准，强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又由于学科中心

课程强调知识的永恒性，强调其对发展智力、理性的价值，因此容易

忽视教师、学生对知识的再理解和再创造过程，师生的主动性尤其是

学生的创造性无疑会受到压制，而长此以往，还可能导致学生厌学、

师生关系紧张等负面影响。

上述理念与当前职业中学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的课改工作显

然是相悖的，因此我们要倡导一种新的教学模式理念，以适应当前改

革的需要，这也正是教学模式改革的前提。新理念的内涵可以体现在

教学观、教师观、学生观、知识观等很多方面。但其核心理念是将关



注学科转向关注人的发展上，也即“一切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

从教学的角度上讲，则认为教学不只是课程传递和执行的过程，而更

是课程创生与开发的过程，也即教师和学生不是外在于课程的，而是

课程的有机构成部分，是课程的创造者和主体，是课程的体验者、感

受者、领悟者、思考者等，并将在教学过程中赋予课程新的理解和意

义，而不是被动的传授者或接受者。

五：延伸学习

新课程改革的目标中还强调：要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

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

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这意味着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是

至关重要的教育目标，课堂教学是为社会生活服务的，但集约型的课

堂教学远不能取代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因此，教师还应想方设法将

来自于生活中的教学内容通过各种途径还原到学生的生活中去，如可

布置学生设计调查问卷，就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某一问题进行社会调查，

就我校的幼儿保育专业而言，可以要求学生经常调查访问幼儿教师、

幼儿家长、幼儿等；视学生个人情况，分组搜集信息，如幼儿活动图

片、幼儿语录、到网上搜集某一方面的信息等；参观幼儿园或在幼儿

园进行见实习活动，写报告、写感言；开展征文演讲活动等。总之，

这一环节的形式最为丰富，可谓“百花齐放、各表一枝”，目的是把

“非背即默”的传统作业形式变革为生活化、情趣化、丰富化的作品

展示，真正实现“理实一体化”的教学。当然，这一环节能否得到落



实，还须克服学生的怠惰思想，避免学生出现敷衍了事，消极应付的

态度，因此延伸学习的任务一要考虑可行性，二要考虑可接受性，能

体现每个学生的个性、闪光点为最佳，三要有一定的保障和激励机制。

通过培训，我了解幼教保育专业的课程改革建设有哪些需要促进的地

方。为提供中职学生发展需求的幼儿保育专业建设完整的课程体系，

积极举办技能大赛等提升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