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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随着高校毕业生不断增加$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高职院校毕业生作为社会发展重要

的一部分$其就业问题更应受到关注&本研究以河南省某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为研究对象$对毕业生就业意向从就

业观念'就业期待和就业心理三个方面进行调查和数据统计$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

生就业意向存在不理性之处!高校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消极就业心理较为明显!专业选择原因对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意

向影响巨大!职业能力培养对提高毕业生就业竞争力和就业质量至关重要&

关键词!高职!学前教育!毕业生!就业意向!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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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杨金焕%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意向及影响因素分析

一"问题提出

随着高校毕业生不断增加$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就业问题不仅仅

关乎毕业生个人的成长发展$还关系到家庭和整个

社会的稳定发展&高职院校毕业生作为社会发展重

要的一部分$其就业问题更应受到关注,

#

-

&

有研究预测$在实施*二孩时代+

C

年后$我国将

迎来入园最高峰$幼儿园缺口
##

万所!到
!"!#

年$

在园幼儿数预计近
C$""

万$幼儿教师和保育员预计

缺口超过
%""

万&在幼儿园师资如此紧缺的情况

下$作为准幼儿园教师$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毕业

生在填补师资缺口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因为高职院

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培养具有

一定专业技术和能力的人才为目标$在日常教学中

倡导以能用为度$以实用为本$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

业生能够较快的投入岗位,

!

-

&但是在幼儿园*幼师

荒+严重的今天$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意

向如何$仍不够明确&为客观'准确把握高职毕业生

就业意向的发展变化情况$本研究对河南省某高职

院校
!"#$

届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展开调查$对其就

业意向及影响因素进行深入了解$以期为促进毕业

生广泛就业'充分就业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对即将毕业的河

南省某高职院校
!"#$

届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展开

调查&调查问卷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毕业生

基本资料填写$包括性别'户籍'生源类型'父母最高

学历'家庭月收入"元#!第二部分是毕业生就业意向

量表$包括毕业生基本情况'毕业生就业观念'就业

期待'就业心理'就业影响因素五大方面&问卷

U*(+R,L0

#

系数为
"@$"A

$信度良好$可用于学前教

育专业毕业生就业意向的研究&

本研究
!"#A

年
#!

月采用无记名问卷调查的方

式对应届毕业生进行调查$发放调查问卷共
#AC

份$

回收问卷
#A"

份$回收率为
GAd

&剔除不完整'无

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
#C&

份&

#二$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本研究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如表
#

所示$在性别

方面$男女比例悬殊明显!在户籍所在地方面$乡镇

户籍毕业生所占比例"

FCeFd

#最大$表明高职学前

教育专业学生大部分来自于经济不发达地区!在生

源类型方面$单独招生和对口升学比例达到了

F!e&d

$表明单独招生和对口升学已经成为高职院

校学生的重要招生来源!在父母受教育水平方面$学

历绝大部分为高中初中学历$未接受过高等教育!在

家庭经济水平方面$

$Ce#d

以上的学生家庭月收入

水平在
%C""

元以下&

表
#

!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基本情况统计

人次"人# 比例"

d

#

性别
男

! #@%

女
#C! G$@A

户籍

城市
!& #C@F

县城
$ C@!

乡镇
#"# FC@F

农村
!# #%@F

生源类型

高考
C$ %A@A

单招
&F !G@G

对口
C" %!@C

父母最高学历

初中
G! CG@A

高中
&A %"@C

大专
#! A@$

本科
% #@G

家庭月收入"元#

#C""

以下
&& !$@F

#C""B%C"" $A CF@C

%C""BCC"" !! #&@%

CC""

以上
# "@F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根据文献梳理$将毕业生就业意向分为%

就业观念'就业期待和就业心理三部分&其中就业

观念分为就业形势认识'毕业首选出路'就业途径'

就业专业相关性和择业原因五个方面!就业期待包

括期待单位性质'期待就业岗位'期待就业地点和期

待月薪四个方面!就业心理包括就业信心'就业压

力'就业主动性和就业决策四个方面&

#一$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观念基本情

况分析

如表
!

所示$在就业形势方面$高职学前教育专

业毕业生认为当前就业容易或者就业形势正常

"

$!eCd

#$可见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普遍认为

就业形势正常且就业容易$这也与当前学前教育师

资紧缺现象相匹配&在毕业出路选择方面$高职学

前教育专业毕业生毕业后首选出路为就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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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绝大部分

将走上就业岗位$选择升学的毕业生为
#

(

C

$表明已

经有部分同学认识到现有学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希望通过深造来弥补自己在专业发展方面存在的不

足&在就业途径方面$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通

过自主寻访和人才招聘实现就业的为
F$e!d

$通过

学校推荐和亲友推荐实现就业的为
%#e$d

$表明学

校在促进毕业生就业方面仍存在较大提升之处&在

就业选择专业相关性方面$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

生就业时有
&!eGd

选择与专业不相关的职业或者

持无所谓态度$表明这一专业毕业生仍有较多人选

择舍弃这一职业$这将不利于缓解当前存在的幼师

师资紧缺的问题&在择业原因方面$毕业生绝大部

分因为兴趣爱好'社会贡献'实现自身价值就业

"

A!e#d

#$而为了生计'减轻家人负担选择就业的仅

占
!AeGd

$表明毕业生选择就业更多考虑自身兴趣

需要和发展&

表
!

!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观念基本情况统计

人次"人# 比例"

d

#

就业形势

容易
C$ %A@A

正常
FG &&@$

困难
!F #F@G

不了解
# "@F

毕业出路

就业
##! A!@A

创业
## A@#

升学
%# !"@#

就业途径

自寻
#"C F$@!

学校推荐
#% $@&

亲友推荐
%F !%@&

专业相关性

相关
$$ CA@#

不相关
F! &"@%

无所谓
& !@F

择业原因

兴趣爱好
F! &"@%

社会贡献
&C !G@!

自身价值
& !@F

生计
&% !A@G

#二$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期待基本情

况分析

如表
%

所示$在期望单位性质方面$高职学前教

育专业毕业生普遍期待进入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

"

A!d

#$表明大部分毕业生期望能够进入公办幼儿

园$而现在幼师缺乏集中在民办幼儿园'普惠性幼儿

园$这与当今幼儿园师资需求单位存在不匹配现象&

在期望就业岗位方面$大部分毕业生期望岗位为主

班老师和配班老师"

A!e#d

#$表明大部分同学期望

从事与幼儿园教学相关的工作$而这与高职学前教

育专业毕业生实际就业情况存在一定的冲突&在期

望就业地点方面$毕业生普遍希望在一般城市就业

"

$%d

#$表明毕业生由于受到自身家庭地域和学习

地域影响$更倾向于选择与家乡和学校所处城市相

当的地点就业&在期望月薪方面$毕业生期望月薪

为
#C""_!"""

元$所占比例最大"

&Ge&d

#$期望月薪

为
!"""_%"""

元的占
%#e!d

$表明大部分毕业生能

够合理估计其职业待遇&总体来看$毕业生就业期

待在就业地点和期望月薪方面存在一定的理性考

虑$但在单位性质和就业岗位方面仍存在过高期待

的现象&

表
%

!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期待基本情况统计

人次"人# 比例"

d

#

期望单位性质

政府机关
% #@G

事业单位
#"$ A"@#

私企
!$ #$@!

其他
#C G@A

期望就业岗位

主班老师
CC %C@A

配班老师
CF %F@&

保育员
## A@#

其他
%! !"@$

期望就业地点

沿海城市
#& G@#

普通城市
#%& $A@"

乡镇农村
! #@%

西部地区
& !@F

期望月薪"元#

#"""_#C"" G C@$

#C""_!""" AF &G@&

!"""_%""" &$ %#@!

%"""_&""" #G #!@%

&"""

以上
% #@G

#三$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心理基本情

况分析

如表
&

所示$在就业心理方面$高职学前教育专

业毕业生对就业充满信心和比较有信心的为

CCeGd

$这与学前教育当前存在*幼师荒+的现象不

匹配$表明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普遍存在就业自

卑心理&从就业压力来看$超过一半的毕业生认为

就业压力很大和比较大"

F%d

#$表明虽然处于幼师

紧缺的大环境下$但大部分毕业生仍认为就业压力

较大$具有较强就业焦虑心理&从就业主动性来看$

A"d

的毕业生积极主动就业和比较主动就业$表明

尽管毕业生认为就业压力较大$大多仍以积极的态

&!#



!

总
%&

卷 杨金焕%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意向及影响因素分析

度面对就业!但是就业不主动的比例达到了
%"d

$

表明新时期高职院校毕业生存在一定的消极就业现

象&从就业决策来看$毕业生就业自己决策的为

&CeCd

$社会导向'家庭和亲友决策的为
C!d

$表明

虽然一部分毕业生能够自主决策就业$但仍有大部

分高职毕业生会受到周围因素的限制而影响其就业

决策$具有较强就业依赖心理&

表
&

!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心理基本情况统计

人次"人# 比例"

d

#

就业信心

充满信心
#$ ##@A

比较有信心
F$ &&@!

一般
F# %G@F

没有信心
A &@C

就业压力

很大
%# !"@#

比较大
FF &!@G

一般
C" %!@C

不知道
A &@C

就业主动性

很主动
%G !C@%

比较主动
FG &&@$

一般
&# !F@F

不太主动
C %@!

就业决策

自己决策
A" &C@C

社会导向
%F !%@&

家庭决策
&" !F@"

亲友决策
& !@F

同伴决策
& !@F

!!

注%表中比例数据单位为
d

&

#四$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意向影响因

素显著性分析

本研究对影响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意

向影响因素进行全面的调查和统计$包括性别'年

龄'家庭背景'生源类型'户籍'独生子女与否'专业

选择原因'专业认识'实习实践经验'学生干部经历'

学习成绩'职业资格证书'荣誉证书
#%

个方面&在

数据收集和整理的基础上$运用
/H//!!e"

进行相

关分析$了解以上
#%

个因素对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

业生就业意向影响的显著程度$如表
C

所示&

性别对毕业生就业意向各方面影响较小!年龄

对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出路'就业期望单位'就

业信心和就业主动性影响显著"

H

分别为
"e"!A

$

"e""G

$

"e"!C

$

"e"!G

$均
$

"e"C

#!由于高职生源来源

复杂$存在对口升学'单独招生和普通高考等多种途

径$因此学前教育专业同一届学生年龄差距拉大$跨

距达
&

岁$不同年龄毕业生在就业出路'就业期望单

位'就业信心和就业主动性方面表现也不同$年龄较

大的学生就业信心和就业主动性均好于年龄较小的

学生&

生源类型对毕业生就业期望单位和期望岗位影

响显著"

H

分别为
"e"""

$

"e""A

$均
$

"e"C

#!普通高

考入学的毕业生就业期望普遍较高$希望进入公办

幼儿园'从事主班教师的工作$而单招和对口升学的

毕业生普遍选择灵活就业$并且期望从事辅助类诸

如配班和保育员的工作&

户籍对毕业生就业地点和就业压力影响显著

"

H

分别为
"e"%#

$

"e""C

$均
$

"e"C

#!户籍为城市和

县城的毕业生期望就业地点为经济发达城市$而户

籍为乡镇和农村的学生期望就业地点为一般城市&

家庭背景对毕业生就业形势'就业信心'就业压

力影响显著"

H

分别为
"e"#G

$

"e""&

$

"e""%

$

"e"%#

$

均
$

"e"C

#!家庭经济水平较高的毕业生就业形势估

计较好且就业压力较小$而家庭经济水平较低的毕

业生普遍认为就业压力较大&

专业选择原因对毕业生就业出路选择'就业选

择专业相关性'就业期望单位'期望岗位'就业地点'

期望月薪'就业信心影响显著"

H

分别为
"e"""

$

"e"#%

$

"e""%

$

"e"!$

$

"e""!

$

"e"%%

$

"e""&

$均
$

"e"C

#!喜欢幼儿园教师这一职业和认为学前教育专

业有发展前途的毕业生在就业考虑时会更倾向于选

择与专业相关的职业$就业信心较大$且期望岗位为

主班老师!而因为其余原因而选择学前教育的毕业

生普遍选择灵活就业或者创业$且期望单位和期望

岗位也与学前教育专业关联较少&

学习成绩对毕业生就业形势认识'就业出路选

择'就业途径'期望单位性质'期望岗位'就业压力和

就业主动性影响显著"

H

分别为
"e"!!

$

"e""C

$

"e""!

$

"e"#G

$

"e""!

$

"e""!

$

"e""#

$均
$

"e"C

#&

职业资格证书对毕业生就业出路选择'就业途

径'就业专业相关性'期望岗位'就业压力和就业主

动性影响显著"

H

分别为
"e""!

$

"e"!C

$

"e"%&

$

"e""#

$

"e"&"

$

"e"%G

$均
$

"e"C

#!具备较多职业资格

证书诸如育婴师证'保育员证'教师资格证'舞蹈证'

钢琴证等的毕业生倾向于选择与专业相关的专业$

期望的岗位更多是主班老师$且普遍认为就业压力

较小$而缺乏相关职业资格证书的毕业生就业信心

不足$就业压力较大$并且在就业期待方面也较弱&

实践经验对毕业生就业出路选择'就业专业相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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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性'就业压力和就业主动性影响显著"

H

分别为

"e"!F

$

"e"#F

$

"e""&

$

"e""G

$均
$

"e"C

#!在幼儿园有

半年以上实习或实践经历的毕业生具有较强的就业

主动性$对幼儿园工作充满信心$而仅仅通过学校安

排的实习环节而未自己寻找实践机会的毕业生往往

倾向于选择与专业不相关的工作$且认为就业压力

较大&

表
C

!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意向影响因素相关性统计

性别 年龄
独生子

女与否

生源

类型
户籍

家庭

背景

专业

认识

专业选

择原因

学生干

部经历

学习

成绩

荣誉

证书

职业资

格证书

实践

经验

就业

形势

皮尔逊指数
"@"!" "@"CC B"@""C B"@"## B"@""% "@#$A

#

"@"%G "@"C" "@#FC

#

B"@"## B"@#!% B"@"G" B"@"G%

/2

>

@ "@$"F "@&G! "@G&A "@$G! "@GA% "@"#G "@F!G "@C%# "@"%G "@$G! "@#!C "@!F" "@!&$

首选

出路

皮尔逊指数
"@"A# "@#AA

#

"@##$ B"@"$F "@#%F B"@"&! "@!##

##

"@#!! B"@!!!

##

B"@"$F "@!A%

##

"@!C"

##

"@#AA

#

/2

>

@ "@%$" "@"!A "@#&" "@!$F "@"G" "@F"% "@""$ "@#!G "@""C "@!$F "@""# "@""! "@"!F

就业

途径

皮尔逊指数
"@#!$ B"@"%# "@"FC B"@#G!

#

"@#"$ "@"AF B"@#!$ B"@"$F "@"!% B"@#G!

#

"@!!%

##

"@#AG

#

"@"A$

/2

>

@ "@### "@A"" "@&!# "@"#F "@#AG "@%&% "@##" "@!$C "@AA$ "@"#F "@""C "@"!C "@%%"

专业

相关性

皮尔逊指数
"@"AC B"@"A$ "@"&F B"@"GG "@#!G B"@"%A "@#%# "@#GA

#

"@"%G B"@"GG "@##C "@#A"

#

"@#G%

#

/2

>

@ "@%C! "@%%& "@CFG "@!#G "@#"G "@F&A "@#"% "@"#% "@F%" "@!#G "@#C! "@"%& "@"#F

择业

原因

皮尔逊指数
B"@""C B"@"AG "@"#& B"@"A$ B"@""! B"@"F# "@##% B"@"C$ "@""F B"@"A$ @"#G B"@"$# B"@"&A

/2

>

@ "@GCC "@%!$ "@$CG "@%!G "@GA$ "@&&$ "@#CG "@&A# "@G%$ "@%!G "@$"G "@%#! "@CF!

期望

单位

皮尔逊指数
B"@"&& "@!"$

##

"@"&& B"@!G#

##

"@"!# "@"!G "@"CA "@!%A

##

B"@"C" B"@!G#

##

"@#AA

#

"@##A "@"CA

/2

>

@ "@C$A "@""G "@C$C "@""" "@AGC "@A!" "@&AF "@""% "@C%" "@""" "@"!A "@#&& "@&A$

期望

岗位

皮尔逊指数
B"@"#" "@#%% B"@"## B"@!#%

##

"@""F "@""C "@"%& "@#AC

#

B"@"&$ B"@!#%

##

"@!C!

##

"@!CG

##

"@#%%

/2

>

@ "@$GA "@"G$ "@$G& "@""A "@G%A "@GC# "@FAC "@"!$ "@C&F "@""A "@""# "@""# "@"GF

就业

地点

皮尔逊指数
"@"&A "@"%C "@"!! B"@"F& "@#A!

#

B"@"&! B"@""$ B"@#&$ "@"F% B"@"F& B"@"AF "@""C B"@""#

/2

>

@ "@CCF "@FF% "@A$G "@&!% "@"%# "@CG$ "@G!C "@"F& "@&%" "@&!% "@%&C "@GCC "@G$G

期望

月薪

皮尔逊指数
B"@"&# B"@"F" "@"$# B"@"$# B"@"A# "@"%# "@"F# B"@#A#

#

"@#"F B"@"$# B"@!"C

##

B"@##% B"@"G!

/2

>

@ "@F#& "@&CF "@%#" "@%## "@%AA "@A"% "@&&F "@"%% "@#$$ "@%## "@"#" "@#CG "@!C!

就业

信心

皮尔逊指数
"@"FF B"@#$"

#

"@"#" B"@"%$ B"@"C! "@!%"

##

"@"A% "@!!F

##

"@"#& B"@"%$ "@#%& "@"&F "@""#

/2

>

@ "@&#% "@"!C "@$GA "@F%A "@C#G "@""& "@%F% "@""& "@$FA "@F%A "@"GC "@CF& "@GG&

就业

压力

皮尔逊指数
"@"$G B"@""& "@"&% B"@"F# "@!!&

##

B"@!$G

##

"@"C$ B"@#!# "@"$C B"@"F# "@!"!

#

"@#F&

#

"@!!G

##

/2

>

@ "@!FC "@GF% "@CG! "@&C" "@""C "@""" "@&A% "@#%! "@!G! "@&C" "@"## "@"&" "@""&

就业

主动性

皮尔逊指数
"@#G#

#

B"@#A&

#

B"@"!A "@"%& "@"F! "@#G&

#

"@#"A "@#%! "@"FA "@"%& "@!&F

##

"@#FC

#

"@!"G

##

/2

>

@ "@"#A "@"!G "@A%G "@FAC "@&&# "@"#C "@#$! "@"GG "@&"& "@FAC "@""! "@"%G "@""G

就业

决策

皮尔逊指数
B"@"A& "@"GG "@"FF B"@"A! B"@"CA "@#&% "@"AA "@"F$ "@"&! B"@"A! B"@"#& "@"F& "@"$C

/2

>

@ "@%CG "@!#A "@&#C "@%A# "@&AG "@"A% "@%&# "@%GF "@F"# "@%A# "@$F" "@&!% "@!$G

!!

注%

#表示
H

$

"@"C

$影响显著&

##表示
H

$

"@"#

$影响显著&

###表示
H

$

"@""#

$影响极显著&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针对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意向

及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分析$并对限制高职学前教育

专业学生成功就业的因素进行了梳理&一方面对当

前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意向有所了解$另

一方面期望对高职学生就业教育提供参考和建议&

#一$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意向存在不

理性之处

本研究数据分析表明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

普遍认为就业形势良好$且期望月薪普遍在
#C""B

%"""

元之间$这与学前教育发展现状和当前幼儿园

教师工资标准相符合$表明大部分毕业生在就业形

势和期待月薪方面能够根据社会发展现状和行业情

况进行合理估计&但是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期

望单位和岗位皆存在不理性现象$从高职学前教育

专业毕业生的实际就业情况来看$大部分毕业生会

进入民办幼儿园或者从保育员教师做起$而学生普

遍期望进入公办幼儿园获得编制并从事教学工作$

可见毕业生对于就业实际不甚了解&因此$为了促

进大学生就业意向的合理性$缩小与现实条件的差

距$高校应该在就业教育和指导过程中适时地进行

引导$促使学生对社会现实和大学生就业现状进行

客观而真实的了解&同时$应引导大学生对自身的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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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

卷 杨金焕%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意向及影响因素分析

职业兴趣'职业理想'职业能力等方面进行客观的测

评$逐步形成理性的就业意向&

#二$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消极就业心理较

为明显

研究数据表明$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大部分毕业

生认为就业压力较大$呈现较强就业焦虑!

C"d

左右

毕业生就业信心不足$认为自身就业能力不足$具有

就业自卑心理!且较多学生就业不主动$一半以上学

生的就业决策依赖于周围因素的限制$具有就业依

赖心理&而就业焦虑'就业自卑'就业依赖均是消极

就业心理的表现&综合以上考虑$高职学前教育专

业毕业生消极就业心理较为明显&因此$毕业生就

业心理应该受到各方面的重视&高校应该对毕业生

的就业心理进行动态监控$加强学生对自身的心理

情况的认识$并适时进行指导$引导毕业生学会调整

就业心理压力$提升学生的职场适应能力$以积极健

康的心态投身于就业和以后的工作中&

#三$专业选择原因对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

意向影响巨大

根据分析结果发现$专业选择原因对就业意向

三个方面均产生较大影响$涉及到毕业生就业出路

选择'就业选择专业相关性'就业期望单位'期望岗

位'就业地点'期望月薪'就业信心等多个方面&因

为喜欢这个专业和为了实现自身价值而选择学前教

育的学生在就业意向各方面均较好$而为了更好就

业等其他原因而选择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在就业意

向各方面均表现较弱&因此$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在

招生时可能需要进行一定的筛选$对入学学生的专

业选择原因进行了解$并针对不同的学生进行专业

引导$促使学生在三年的学习期间能够转变对专业

的认识$转变其最初的专业选择原因$能够真正做到

喜爱学前教育专业$热爱幼儿园教师这个行业&

#四$职业能力培养对提高毕业生就业竞争力和

就业质量至关重要

高校大学生的高质量就业直接关系到社会和谐

和稳定,

%

-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高职院校毕业生

就业竞争力和就业质量总体状况不容乐观&本研究

结果表明$学习成绩'职业资格证书'实践经验对高

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观念'就业期望和就业

心理各个方面均存在巨大的影响&职业能力是幼儿

教师完成教育教学实践活动的基本保证$也是其教

育教学能力的综合体现,

&

-

&学前教育专业职业能力

分为专业能力'基本能力'关键能力三个种类&专业

能力即从事学前教育职业所必需的基本素养$包括

专业知识'专业技能'艺术技能,

C

-

$而学习成绩'职业

资格证书'实践经验三个方面涵盖了学前教育专业

职业能力的大部分内容$关系到高职学前教育专业

学生的就业质量&因此$要加强高职学前教育专业

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提高其就业质量$必须强化学生

自身职业能力培养&高职院校可以通过校内理论课

程和校内外实践课程安排$增强学生专业理论知识'

专业技能'专业实践能力!除此之外$高职院校可以

开展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职业技能比赛'微型课比赛'

环境创设展示等各类活动$积极参与省和国家学前

教育专业职业技能大赛$以此加强学生职业能力培

养$增强其就业竞争力$提高其就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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