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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培养和训练学前教育"营养与保健#专业学生特色能力&方法 在对学前教育"营养与保健#专业应用型本科学生职业

核心能力进行定位的基础上$以我院学生为研究对象$分析学生职业核心能力现状及存在的原因$并提出有针对性策略&结

果 学前教育专业应用型本科学生的一般教育能力优势突出$综合教育能力表现较好$但是专业特色能力却亟待提高&突出表

现在食育教育能力和食疗保健能力两个主要方面&创新点 以特色能力培养为核心$分主题进行模块化训练&通过课堂教学'

技能训练'下园见习与实习'毕业设计等途径$切实提高本专业学生的特色能力&

关键词!学前教育"营养与保健#专业!特色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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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高度重视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大背景

下$

!"#A

年
&

月陕西省印发0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

计划1$继续积极推动幼儿园发展建设$包括新'改'

扩建城乡幼儿园!鼓励优质幼儿园办分园及与其它

幼儿园进行合作办园!扶持普惠性幼儿园等等举措$

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学前教育$

鼓励普惠性幼儿园发展+的决策部署&由此$社会对

学前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日益紧缺$甚至出现了严

重的供不应求现象,

#

-

&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

公室官方发布$

!"#A

年陕西省幼儿教师职工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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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万人$期中专任教师
B?F$

万人$师幼比例

#

%

#&

$按照0全日制'寄宿制幼儿园编制标准1文件中

规定师生比为
#

%

C

配备师资估算$需要新增幼儿教

师数量是目前师资总数量的两倍&

与此同时$幼儿园对幼儿教育活动的计划与实

施工作'幼儿园班级管理工作'幼儿生活组织和保育

工作等一系列典型岗位$均具有较高的专业要求和

技能要求&因此$科学确定高等学校学前教育专业

培养规模和层次$系统推进学前教育进行专业化和

改革和建设$是以促进学前儿童教育师资的专业化'

提高幼儿园教育教学质量的必要措施,

!̂%

-

&于此$国

家出台了0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1用以规范幼

儿教师的职业核心能力$并对职业核心能力提出了

更具体和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因而具备职业核心能

力是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必备素质&

生命科学与食品工程学院依托自身专业特色开

办学前教育"营养与保健#本科专业&那么如何培养

学生的职业核心能力$尤其是营养与保健方向的特

色能力$成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本文以我院
!"#&

级'

!"#B

级'

!"#C

级学前教育"营养与保健#专业本

科生为研究对象$开展特色能力培养和训练研究&

一"学前教育#营养与保健$专业学生特

色能力的主要内容

以0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1与0幼儿园工

作规程1为准则$对学前教育"营养与保健#专业应用

型本科学生职业核心能力进行定位$具体包括%第

一$一般教育能力%包括弹'唱'跳'画'讲'写'做等基

本教学能力&表现为会唱儿童歌曲'会弹奏乐器'会

表演儿童剧'会跳儿童舞蹈'会讲儿童故事'会写规

范字'会做儿童体操'会做手工'会写活动方案'会创

编儿童歌舞'故事'儿歌等,

&̂B

-

&第二$综合教育能

力%是指0幼儿教师专业标准1中提到的七项职业能

力&包括环境的创设与利用能力$一日生活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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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与评价能力$沟通与合作能

力$反思与发展能力&第三$特色能力%一方面是食

育教育能力$指具有普及营养健康知识'培养幼儿良

好饮食习惯和发扬优秀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能力$

不仅能够运用营养与保健专业知识对幼儿膳食营养

进行科学设计$合理配餐$而且能够通过食育教育让

儿童从小爱上天然食物$并学会均衡营养'合理膳

食&另一方面是食疗保健能力$指具备一定的中医

药基础理论知识$在明确多种儿童常见病"如感冒'

腹泻'龋齿'便秘'肥胖'厌食等#病因的基础上$善用

各种常见食材的保健功能$充分发挥其预防和治疗

作用&也就是说将营养和药膳食疗结合起来$通过

日常膳食$在提供基础营养素的同时$又起到预防保

健'治疗疾病的作用$提高儿童身体素质$减少药物

的摄入和依赖程度$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更加安全方

便的维护儿童身体健康&

二"学前教育#营养与保健$专业学生特

色能力培养的问题

我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一般教育技能优势突

出&尤其是很多学生的单项教育技能凸显&这与我

校人才培养方案中职业技能训练体系密不可分&本

科生入校后的第一学年$利用早晚自习时间$便已开

始进行职业技能训练$第二学年$专业课上强化职业

能力培养$如舞蹈'钢琴'美术'儿童文学'手工制作

等课程$全部采用项目考核$教考分离的考核方式$

强化了学生的一般教育技能&对于综合能力的培

养$我院系统开设的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幼儿

认知与学习'幼儿园课程'幼儿园活动设计与指导'

学前儿童健康教育与活动指导'幼儿游戏与指导'学

前儿童行为观察等课程$教学效果也是比较理想的&

但是$本专业学生的特色能力却几近缺失$尤其在实

践教学中问题尤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

一$食育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截至
!"#B

年$我国

已有
!!

个省份
CFF

个县开展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国家试点工作$近
#"

万所学校开餐$受益学生近

!%""

万人&另有
#F

个省份
B!F

个县开展了地方试

点工作$覆盖学校近
&

万所$受益学生达
#"""

余万

人&然而$如此庞大的营养计划$却缺少与之相配套

的健康教育$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浪费等现象&针

对这一现状$有关专家呼吁$亟待加强*食育+教育&

所谓*食育+$其实就是指良好饮食习惯的培养教育&

目前我国儿童面临营养不良和营养失衡双重挑战$

除了在个别贫困地区存在食物不足现象外$对营养

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营养意识差'知识缺乏以及不健

康的饮食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引起营养不良和营养失

衡的重要原因&应把营养健康作为素质教育中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将食育教育纳入教育体系中&食

育教育能力是对学前教育专业人才提出的新的能力

要求&其二$营养配餐与和食疗保健能力薄弱&营

养配餐与食疗保健是保障学前儿童健康成长的有效

手段$通过日常膳食即提供儿童生长所需的基本营

养素$又起到预防疾病'更安全方便的治疗疾病的作

用&作为一名幼儿教师$具备营养配餐与食疗保健

的能力$就可以更好地指导家长共同维护好幼儿的

身体健康&但是通过下园实习中我们观察到$很多

学生的这种能力$还是仅仅停留在书本知识上$缺乏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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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的机会和经验$作出的食疗指导偏差较大$久而

久之自信心不足$不敢承担相应的工作$因而尚不能

充分发挥这方面的能力&

三"学前教育#营养与保健$专业学生特

色能力培养和训练的措施

第一$课堂教学&以营养与保健为特色$有针对

性地开设了0食育学1'0营养与食疗学1'0中医药膳

与食疗学1等特色课程&具体内容详见表
#

&

第二$技能训练&技能训练是促进学生提高专

业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技能

训练采用多种训练形式相结合的方式&训练项目'

训练内容'指导教师相对固定$要求学生全员参与&

训练项目'时间和考核方式见表
!

&

第三$下园实习和下园见习,

C

-

&在学前教育"营

养与保健#专业本科学生的实习和见习过程中$除了

按要求完成五大领域的实习任务之外$特别增加了

营养和食疗方面的实习任务$如$调查幼儿园营养配

餐现状!观察并记录全园幼儿的膳食习惯!跟踪记录

患儿并联系患儿家长$提出具体食疗意见等&

表
#

!

特色课程简介

课程

名称

开设

时间
对象

主要

内容

食育学
第三

学期

全体大

二学生

吃的知识'吃的行为$吃的智

慧'探讨儿童常见的饮食问题

营养学
第四

学期

全体大

二学生

基础营养学'食物营养学'人

群营养学'疾病营养学

学前儿童

保育学

第四

学期

全体大

二学生

学前儿童生理发育的特点'学

前儿童的营养需求'学前儿童

一日生活制度'学前儿童传染

性疾病的预防

营养配

餐与食

谱编制

第五

学期

全体大

三学生

食谱的种类'食谱的编制原

则'食谱的编制方法'计算法'

食物交换份法

中医药膳

与食疗学

第六

学期

全体大

三学生

中医药基础理论'食物的基本

性能'常见食物的性能和功

效'儿童常见的六大类疾病的

食疗方法'经典食疗方

表
!

!

技能训练项目"时间和考核方式

序号 项目 项目举例 时间 对象 考核方式

#

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项目

基于*互联网
_

大数据+的陕西农特产品数据应用平台

秦岭北麓河流铅污染及学前儿童铅中毒防治
每年

&@B

月份
全体大二'

三学生

项目

成果

!

大学生互联

网
_

项目

*儿童中医食疗馆+微信服务

平台建设与推广

*丫咿呦
!

+母婴保教信息交

流服务平台

每年
B@C

月份
全体大二'

三学生

项目

成果

%

辩论大赛
膳食平衡的重要性

中西方食物哪类食物更健康
每年

#"

月份 全体学生 ...

&

食育讲座

食育健康课

食品安全讲座

食育肠道专题课

第四'五'

六'七学期
全体学生 ...

B

食疗保健

全院营养周

儿童感冒食疗方设计

儿童厌食食疗方设计

儿童肥胖食疗方设计

第六学期
全体大三

学生

食疗食谱

设计大赛

表
%

!

实习见习安排

序号 时间 项目 对象 见习实习单位
是否学校

统一安排

#

第一学期
#

周 专业见习 全体大一学生

!

第二学期
#

周 专业见习 全体大一学生

%

第三学期
#

周 专业见习 全体大二学生

&

第四学期
#

周 专业见习 全体大二学生

B

第五学期
#

周 专业见习 全体大三学生

C

第六学期
#

周 专业见习 全体大三学生

陕师大幼儿园'交大幼儿园南区'

文语幼儿园'爱普儿幼儿园'广天

苑幼儿园'一代天骄荣成幼儿园'

小燕子幼儿园'高新国际幼儿园'

富力城品格幼儿园'品格霸半岛

幼儿园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A

第七学期
#!

周 专业实习 全体大四学生 省内各幼儿园 是

!!

第四$毕业设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毕业设

计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毕业论文!二是学生独立设

计与组织一次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或游戏活动!三

是学生独立完成幼儿园一月营养食谱的设计&要想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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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毕业设计$学生必须到幼儿园一线实践$了解不

同年龄段幼儿的心理特点'活动组织方式'营养需求

和现状等&在这过程中只有将学前儿童心理学'学

前教育学'五大领域综合课的教法知识'幼儿园游戏

理论与实践'学前儿童保育学'营养与食疗学等课程

的内容综合实践运用$才能完成顺利毕业设计的工

作任务&

四"结论

随着社会经济的急速发展和高等教育大众化进

程的不断推进$学前教育专业在高等师范教育'教学

改革和专业调整中不断探索与成长$面临着无数的

机遇和挑战&尤其是对学前教育专业本科人才核心

能力有了更具体和更高的要求$继而高校开始在已

有的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指导下开展实践探索$并

在此基础上不断的完善其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我

院依托自身办学特色$开设的学前教育"营养与保

健#专业$在全面培养核心能力的基础上$着重学生

特色能力培养$以此优化学前教育人才特色培养模

式$满足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发展的需要$更有利于满

足社会对高素质'高质量的学前教育专业人才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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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卓越幼儿教师课程体系建设的评价

不能一味采取传统的对结果的终结性评价或外部评

价$而是要突出形成性评价和内部评价&一方面$要

认识到师范生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前进的线性过程$

而不是一蹴而就或一成不变的如终结性评价所显示

的一个静态结果!另一方面$知识爆炸的时代背景$

要求未来的卓越幼儿教师$要活到老学到老$不断加

强自我批判和反思$并在此过程中更新自己已有知

识$即要求幼儿教师学会终身学习$因此$幼儿教师

教育课程优化必须实现职前职后教育一体化$关照

学生学习理念的更新和可持续学习能力培养$学习

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价值等方面相关知识$

具备教育学连贯性理论知识$才能与时俱进$不断适

应时代发展'幼儿发展对幼儿教师素质的要求&

总之$在*卓越计划+背景下$高校幼儿教师教育

课程体系优化必须以卓越性'全面性'实践性'发展

性为目标$全面提升幼教人才培养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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