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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学专业培养方案

（Program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一、指导思想

坚持党的教育方针，积极响应国家对新时代学前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教育战略

部署和社会发展需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四有”好老师的标准为指引，贯彻

落实《关于制定全育人理念下专业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以培养关怀性思维、批判性

思维和创新性思维为特色，实施基础通识与专业选择相结合的培养方式，积极集聚优质

教育资源，搭建适应学生自主发展的多元化学习平台，形成全程、全员、全方位的“三

全”育人机制。

二、培养目标

依托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双一流”建设平台，立足上海，服务全国，致力于培养

具有坚定政治立场、优良师德风范、扎实专业能力、较强创新意识和开阔国际视野，能

在各类学前教育机构中胜任保教、研究和管理的卓越学前教育专业人才。

为适应学生自主发展的多元化多路径目标，构建“基本要求+自由选择”的课程体系，

丰富多模块选修课程，依托本科学术导师制，指导学生自主根据发展路径灵活修读课程，

使得毕业生不仅具备从事学前教育相关工作的职业能力，也同时具备继续深造的科研素

养和胜任其他相关领域学习和工作的综合思维和素养。

本专业毕业生入职五年左右，预期具备并实现以下职业能力：

1、明德乐群，具有家国情怀，师德纯良

深入理解、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思想认同、政治

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充分体会到学前教育事关儿童幸福健康成长和社会和谐稳

定，是为党和国家的未来发展筑基。热爱学前教育事业，遵守职业道德规范，依法执教，



把美好的学前教育事业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远大理想。

2、基础扎实，专业素养厚实，善于保教

能够融会贯通地运用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进行科学的保育和教育，具备丰富的艺术

教育素养；充分把握幼儿成长特点和学习方式，善于把教育融入幼儿的一日生活和游戏

中，创设适宜的环境，保护与发展幼儿探究、创造的兴趣，让幼儿在愉快的幼儿园生活

中健康成长。

3、身心健康，胸怀育人职责，慈幼护生

具备健康的身心，心态积极耐挫。坚持幼儿为本，关爱幼儿，尊重幼儿人格，维护

幼儿合法权益，富有爱心、责任心、耐心和细心。在教育过程中，能够深入地解读儿童，

具有培育幼儿良好的意志品质，帮助幼儿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的丰富经验。能够综合利用

幼儿园、家庭和社区各种资源全面育人。

4、国际视野，勇于教育创新，扎根实践

积极参与本单位乃至本地区教育教学改革，能够运用批判性思维，对学前教育实践

中的问题，保持敏锐的反思探究意识，积极探索开拓，创新教育模式，具有国际视野，

能将国际经验有效融入本土实践，有潜质成为高质量学前教育实践发展的改革者、引领

者。

5、反思探究，践行终身学习，主动发展

具有明确自觉的终身学习意识，能根据学前教育发展趋势与职业需求，主动更新优

化和提升自身的知识结构与能力水平。结合工作实践，确立专业发展愿景，制定专业发

展规划，获得专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毕业要求

学前教育学系卓越人才培养毕业要求达成度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点及其内涵

师德规范

1.1 国家认同：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具有坚定的思想政治信念。

1.2 法治意识：确立起立德树人、依法执教的自觉意识。

1.3 理想信念：能够把“四有”好老师作为自己专业发展的追求，自觉践行师德规范。

教育情怀 2.1
专业认同：具有较好的专业认同感，认识到学前教育对儿童和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意

义，以及幼儿园工作的现实挑战和机遇。



2.2
三观端正：具有积极从教意愿，教师观、教育观、儿童观端正合理，立志做儿童成长

的启蒙者和引路人。

专业知识

3.1
基础扎实：系统掌握学前教育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熟悉本领域的最

新发展动态，了解与本专业相关的通识性知识。

3.2
儿童发展：了解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和影响因素，掌握各领域儿童学习与发展的核心

经验，并习得相应的教育指导方法与策略。

保教能力

4.1
规划活动：具有运用所学专业知识，科学规划一日生活、创设教育环境、合理组织幼

儿园教育活动、有效开展家园合作的初步能力。

4.2 游戏生活：具有理解并支持幼儿游戏与生活的实践体验。

4.3 评价方法：形成运用多种方法，评价和促进儿童学习与发展的相应能力。

班级管理

5.1
管理基础：掌握班级管理的相关知识和技能，能够协助主班教师、保育员充分利用各

种资源，创设安全舒适的班级环境。

5.2
管理体验：通过见实习，获得建立良好的班级秩序和规则，营造良好的同伴关系和师

幼关系等班级管理的体验。

综合育人

6.1
育人基础：熟悉儿童社会性-情感发展的特点和规律，知道培养儿童良好的学习品质

和行为习惯的重要性。

6.2
育人实践：具有将社会性-情感教育内容灵活渗透在一日生活之中，综合利用多种资

源全面育人的实践经历。

自主发展

7.1 自主学习：树立起终身学习与专业自主发展意识，养成自主学习习惯。

7.2
自我管理：具有自我管理能力能够结合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以及实际情况，合理地安

排学习活动，选择学习内容和学习形式。

国际视野

8.1
全球视野：具有全球意识和较为宽广的教育国际视野，能够多途径地了解国外学前教

育改革发展的趋势和前沿动态。

8.2 国际交流：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尝试借鉴国际学前教育理念和经验反思本土教育实践。

实践反思

9.1
反思实践：树立反思型实践者的角色意识，初步养成运用批判性思维分析学前教育实

践中问题的习惯。

9.2 对话交流：能够充分利用专业共同体的力量，在对话、交流中促进自己的专业成长。

创新能力

10.1 科研素养：参与各种类型的科研活动，获得科学地研究幼儿及其教育的经历与体验。

10.2 研究方法：掌握学前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具备一定的创新意识和教育教学研究能力。

身心健康

11.1 终身运动：养成终身体育运动的意识和习惯。

11.2 心理健康：心态积极，具备良好的自我情绪管理和抗挫力。

11.3 美育思维：具备丰富的艺术教育体验和审美意识和能力，初步具备“美育思维”。

11.4 劳动教育：身心协调，热爱劳动。



四、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关系矩阵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明德乐群，具有家

国情怀，师德纯良

基础扎实，专业素

养厚实，善于保教

身心健康，胸怀育

人职责，慈幼护生

国际视野，勇于教

育创新，扎根实践

反思探究，践行终

身学习，主动发展

师德规范 √

教育情怀 √ √

专业知识 √

保教能力 √

班级管理 √

综合育人 √

自主发展 √

国际视野 √

实践反思 √ √

创新能力 √

身心健康 √ √

五、课程体系学分构成及修读建议

（一）课程体系学分设置

总学分：156 分。

公共必修课程 35 学分，占 22.44%；

通识教育课程 8 学分，占 5.13%；

学科基础课程 34 学分，占 21.79%；

专业教育课程 50 学分，占 32.05%；

教师教育课程 29 学分，占 18.59%。

实践学分总共 45.8 学分，占 29.4%。（实践学分具体包括：公共必修课程 14 学分；

学科基础课程 1 学分；专业必修课程 8学分；专业选修课程 5.6 学分；教师教育课程 17.2

学分。）

（二）修读要求

1.学生在院系指导下安排自己的学习进程，修满培养计划规定的学分课程要求及养

成教育方案达标要求，方能毕业。

2.要求修读 2 学分的劳动与创造模块课程，可由修读《教育实习》课程冲抵。



3.学科平台通识必修课程《发展心理学》统筹纳入公共必修之“心理健康”模块。

4.学生毕业时的体质健康测试成绩和等级，按毕业学年体质健康测试总分的 50%与

其他学年总分平均得分的 50%之和进行评定，评定成绩达不到 50 分者，按结业或肄业处

理。

5.学分修读建议：

（1）建议学生在一、二年级选课最多不超过 27 学分，最低不低于 20 学分。三、四

年级最高不超过 24 学分，最低不低于 14 学分。

（2）专业选修课各个模块修读要求如下：

理论素养类选修学分不超过 5 学分；婴幼儿教养类和学前融合教育类选修学分各不

超过 2 学分；信息素养类选修学分不超过 1 学分；

艺术素养类选修学分至少 7 学分，建议学生最好选择完整的两个艺术技能模块课程

进行修读。

6.学制：4 年，最长修读年限：6 年（含休学）。达到学士学位授予条件者，可授予

教育学学士学位。

7.对于不同发展路径的学生的修读建议：

（1）依托教育学部本科学术导师制度，指导学生根据自己的发展路径,充分利用教

育学部的课程平台进行自主修读；

（2）有志于继续深造的学生，可深入修读研究方法类的课程以及荣誉课程；

（3）鼓励学生在学部内跨专业修读课程，学分纳入学部通识选修课程模块。



六、课程体系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各学期周课时 暑期短学期 总学时

1 2 3 4 5 6 7 8 1 2 3 讲课
实践

实验
合计

公

共

必

修

课

英语类 8 4 4 108 36 144

计算机类 4 2 2 36 36 72

思政类 17 6 3 3 3 2 216 90 306

体育类 4 1 1 1 1 144 144

军事理论 2 2 2 18 18 36

心理健康 0

劳动与创造 0

学分要求 35 378 324 702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人类思

维与学

科史论

人类思维与学科史论

学分要求

经典阅

读课程

伟大的智慧

学分要求

核心课

程

理性、科学与发展

实践、技术与创新

思辨、推理与判断

文化、审美与诠释

价值、社会与进步

伦理、教育与沟通

学分要求 2

学分要求 8 144 144

学科

基础

课程

学

科

平

台

通

识

课

程

必

修

学生

发展

人体科学 2 2 36 36

发展心理学 3 3 54 54

德育原理与方法 2 2 36 36

学分要求 7 126 126

学校

教育

教育原理 2 2 36 36

中外教育思想史 3 3 54 54

课程与教学基础 2 2 36 36

教育政策与领导 2 2 36 36

学分要求 9 162 162

方法

素养

量化推理与教育统计 2 2 36 36

教育研究方法 3 3 54 54

学术写作与沟通 2 2 36 36

学分要求 7 126 126

学分要求 23 414 414

综合

类

教育心理学 2 36 36

具体课程见附件

全英

语类
具体课程见附件

研讨

类
具体课程见附件

学分要求 8 144 144

学分要求 31 558 558



拓展课程

(1)为必修

“五个一百”实践课程（I） 1 36 36

“五个一百”实践课程（II） 1 36 36

学分要求 1 36 36

师范生基础

形式逻辑 2 2

哲学概论 2 2

世界文化专题十五讲 2 2

中国文化专题 2 2

学分要求 2 36 36

学分要求 34 594 36 630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

业

必

修

学前教育学 2 2 36 36

幼儿园课程 2 2 36 36

幼儿保育学 2 2 36 36

中外学前教育史 3 3 54 54

学前教育政策与法规 2 2 36 36

学前教育科研方法 2 2 36 36

幼儿园游戏 2 2 36 36

学前儿童家庭与社区教育 2 2 32 4 36

教师专业发展 2 2 36 36

幼儿园班级管理 2 2 36 36

毕业论文 8 8 288 288

学分要求 29 378 292 666

专

业

选

修

理论

素养

类

儿童文学 2 2 36 36

儿童哲学（学前） 2 2 36 36

艺术教育概论 2 2 36 36

中外学前教育名著研读 2 2 36 36

师幼互动的理论与实务 2 2 36 36

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价 2 2 36 36

专业外语 2 2 36 36

儿童玩具设计的理论与应用 2 2 36 36

学前教育热点问题透视 2 2 36 36

幼小衔接教育的理论与实
践研究

1 1 18 18

儿童剧创编 2 2 36 36

国际会议与学术论文交流 1 1 18 18

“发现儿童”的推进与现代
教育学的展开

1 1 18 18

学分要求（不超过） 5 90 90

婴幼

儿教

养类

脑科学与婴幼儿发展 1 1 18 18

生育指导与胎教 1 1 18 18

0-3岁婴幼儿早期教养指导
理论与实践

1 1 18 18

学分要求（不超过） 2 36 36

学前

融合

教育

类

学前融合教育（指定选修） 1 1 18 18

超常儿童早期教育 1 1 18 18

语言发育迟缓儿童的特征
与融合教育

1 1 18 18

学分要求（不超过） 2 36 36

信息

素养

类

幼儿园教师的媒介素养 1 1 18 18

儿童学习与发展的信息管理 1 1 18 18

学分要求（不超过） 1 18 18

艺术

素养

音乐

技能

乐理基础 1 2 36 36

声乐 1 2 36 36



类课

程

视唱 1 2 36 36

钢琴

技能

钢琴基础 1 2 36 36

钢琴进阶 1 2 36 36

钢琴弹唱 1 2 36 36

美术

技能

美术基础 1 2 36 36

儿童画 1 2 36 36

幼儿园环境创设

与教玩具制作
1 2

36 36

舞蹈

技能

儿童舞蹈基础 1 2 36 36

儿童创意舞动 1 2 36 36

儿童舞蹈创编 1 2 36 36

鉴赏

课程

美术鉴赏 2 2 36 36

音乐鉴赏 2 2 36 36

舞蹈鉴赏 2 2 36 36

技能板块选修 2 个模块

学分要求（至少修读）
7 126 126

学分要求 21 306 306

学分要求 50 684 292 972

教师

教育

课程

教育技

能训练

学前儿童行为观察与评估 2 2 32 4 36

信息化教学设计与实践 1 1 36 36

学前教育教学技能训练 2 4 72 72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2 2 36 36

学分要求 7 72 112 180

领域

教学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 2 2 28 8 36

学前儿童音乐教育 2 2 28 8 36

学前儿童数学教育 2 2 28 8 36

学前儿童美术教育 2 2 28 8 36

学前儿童科学教育 2 2 28 8 36

学前儿童社会教育 2 2 28 8 36

学前儿童健康教育 2 2 28 8 36

学分要求 10 180 180

教育见

习实习

分散见习（一）（二）（三）（四） 4 4 4 4 4 144 144

集中研习 2 3周 72 72

教育实习 6 14周 216 216

学分要求 12 432 432

学分要求 29 252 540 792

学分总计 156 2260 1196 3456

备注：只有师范专业要求填写“师范生基础课”和教师教育课程。



学部学科平台通识选修课列表（以数据库内的为准）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年级 修读要求

常规类

道德情感与道德教育 1 不限/秋季

学校德育实务 2 2、3、4年级/不限

教育生活与大众媒介 2 不限/秋季

班级管理 1 不限/春季

国际视野中的教师职业发展 1 2、3、4年级/不限

学习心理与教学设计 2 3、4 年级/春季

教育实验与科学思维 1 2、3、4年级/不限

结构方程模型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 2 2、3、4年级/不限

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导引 1 2、3 年级/春季

生涯发展与规划理论与实践 2 不限/不限 教管专选

教育探究的史与思 1 不限/不限

教育生活的伦理与哲学思考 1 不限/不限

《学记》研读 1 2、3 年级/不限

基础教育改革案例分析 1 2、3、4年级/秋季

教育社会学：经典研究与当代发展 1 2、3、4年级/不限

儿童人工智能游戏活动设计 1 不限/不限

教育研究中的准实验设计 1 2、3、4年级/不限

教育大数据导论 2 2、3、4年级/不限

教育民族志经典导论 1 2、3、4年级/不限

德国赫尔巴特教育名著导读 1 不限/不限

教育政策与教育公正 1 不限/不限

儿童的目标、信念与选择发展 1 不限/不限

校园欺凌干预 2 不限/不限

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1 不限/不限

数据驱动的教学理论与实践 2 不限/不限

教师培训设计与实施的理论与实践 2 不限/不限

跨文化教育研究 1 不限/不限

老龄社会和老年教育 1 不限/不限

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设计 2 不限/不限

社会情感能力的测评与培养 1 不限/不限

英语课堂教学设计 1 不限/不限

英语校本课程开发 1 不限/不限

素描绘画基础入门 2 不限/不限

西方美术作品专题鉴赏 2 不限/不限

终身教育概论 1 不限/不限

学习科学导论 2 2、3 年级/不限

教育中的因果推断 1 2、3、4年级/春季

抽样调查与问卷设计 2 2、3 年级/春季

回归分析 1 2、3 年级/不限

《四书》选读与研讨 2 不限/不限

知识、教育与社会 2 不限/不限

文化与人类发展 1 1 年级/春季



他国的学校与我们的学校：比较研究 2 1、2、3年/不限

教学伦理 2 不限/不限

世界主要国家教育体系的比较研究 1 不限/不限

中国管理智慧 1 不限/不限

教育经典《民主主义与教育》导读 2 不限/不限

教育的证据版图 2 不限/不限

辩论与教学 1 不限/不限

教师师德修养 2 不限/不限

语文课程、教材、教学研究 1 不限/不限

当代中国与职业教育发展 2 不限/不限 教管专选

教育与职业 1 不限/不限

思维教学的原理与实践指导 1 不限/不限

工作分析与职业教育课程设计 2 不限/不限

教育研究中单一被试设计的数据分析 2 不限/不限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性别与教育公平研究 2 不限/不限

教育评价与测量-学生评价 1 不限/不限

教育考试的原理与设计 2 不限/不限

有效教学 1 不限/不限

中小学学科教学中的博物馆教育 1 不限/不限

学校项目管理 1 不限/不限

社区教育 2 2、3 年级/秋季

中国美术名家名作赏析 2 不限/不限

魅力嗓音 1 不限/不限

中国工笔花鸟画 2 不限/不限

教育经典研读坊 2 不限/不限

教育心理学 2 3、4 年级/不限 必修

融合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2 3、4 年级/不限 特教专选

全英语类

当代教育心理学-新时代下的学习环境、策略及设计 1 2、3、4年级/不限

教育政策分析：过程与评价 1 2、3、4年级/不限

教育理念和政策的跨文化研究 1 2、3、4年级/不限

英语教师专业技能发展 2 2、3、4年级/不限

研讨类

大学适应与专业认同 1 1、2 年级/秋季

西方教学现场 1 1、2、3年/秋季

学校、制度与文化 1 不限/不限

从 PCK 到标志性教学法 1 不限/不限

心智、大脑与教育 1 2、3、4年级/春季

理论的构建和应用 1 2、3、4年级/不限

学校文化专题研究 1 2、3、4年级/春季

大学经典研讨 1 3、4 年级/不限

如何设计调查问卷 1 3、4 年级/春季

儿童社会认知发展 1 2、3、4年级/不限

国际教学创新案例研究 1 2、3 年级/春季

教育小说与近代中国社会 1 2、3 年级/秋季

项目学习的演进与设计 1 3、4 年级/春季



红色上海文化与课程思政设计 1 1、2 年级/秋季

理解教育研究 1 不限/春季

中国的考试：从科举到高考 1 不限/秋季

中学教育案例与实践研究 1 不限/不限

课程教学设计实作 1 不限/不限

人文社科中的量子思维 1 不限/不限

深层学习理论与应用 1 不限/不限

问卷调查：原理与实践 1 不限/不限

教育研究中的质性数据搜集与分析 1 不限/不限

全球视野下的上海教育 1 不限/不限

家庭教育的国际前沿理论与实践 1 不限/不限

七、专业核心课程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PESE0031121014 发展心理学 3

PESE0031131244 学前教育学 2

PESE0031131043 幼儿园课程 2

PESE0031131275 幼儿保育学 2

PESE0031131149 幼儿园游戏 2

PESE0031132475 幼儿园班级管理 2

PESE0131131994 教师专业发展 2

PESE0031132295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2

PESE0031131072 学前儿童家庭与社区教育 2

PESE0031131998 学前儿童行为观察与评估 2

PESE0031131111 学前教育科研方法 2

八、基于全育人培养的养成教育方案

根据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协同互补原则，在分析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度基础上，聚焦综合育人、自主发

展、实践反思、创新能力、身心健康等毕业要求，开展养成教育活动。

二级模块 修读类型 活动（系列）名称
建议修

读学期
评价依据

学业发展

学校必修
新生先导课（学术规范与伦理、先锋榜

样案例等）
1 完成规定学习为 P；若无则为 F

院系必修 学生表彰大会 2 完成 1次为 P；若无则为 F

院系必修 “启稚杯”教学技能大赛 6 完成 1次为 P；若无则为 F

自由选修 “明”师面对面 1-6 完成 1 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为 F

创新创业

学校必修 思维训练与创新活动 1-8 参加 1 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为 F

自由选修 “五个 100”-100 个创新创业项目 1-8 完成 1 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为 F

自由选修 “创社展” 1-8 完成 1 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为 F



自由选修 “创客行” 1-8 完成 1 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为 F

科学人文

学校必修 “经典阅读季”校园主题活动
2、4、6、

8
参加 1 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为 F

院系必修 博雅读书会 1-4 参加 1 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为 F

自由选修 “五个 100”-100 个课外科研项目 1-8 完成 1 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为 F

自由选修 “明”师讲坛 1-6 完成 1 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为 F

思想素质

学校必修 形势政策课核心课程与学年考试 1-4
参加4次形势与政策课核心课及通过2次学

年考试为 P；若无则为 F

学校必修 党团班级活动 1-8
参加 8 次（含 4 次形势与政策课实践环节）

及以上为 P；若无则为 F

学校必修 教育部“学宪法 讲宪法”活动 1 参加 1 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为 F

学校必修 校史校情教育 1 参加 1 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为 F

院系必修 新生开学典礼 1 完成 1 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为 F

院系必修 毕业典礼 8 完成 1 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为 F

自由选修 红色讲坛 1-8 完成 1 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为 F

自由选修 党建沙龙 1-8 完成 1 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为 F

身心健康

学校必修 上海市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 2 参加 1 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为 F

学校必修 新生心理适应教育 1 参加 1 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为 F

学校必修 幸福研习活动 1-8 参加 1 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为 F

学校必修 应急避险教育 1-6 参加 1 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为 F

学校必修 应急救护培训 1-6 参加 1 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为 F

自由选修 “悟悦”心理健康工作室活动 1-8 完成 1 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为 F

自由选修 “阳光伙伴”朋辈导师 3-6 完成 1 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为 F

体美劳育

学校必修
“健康学习、健康生活、运动校园”主

题活动

1、3、5、

7
参加 1 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为 F

学校必修 “绿色校园”教育 1-2 参加 1 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为 F

自由选修 “五个 100”-100 个学生社团活动 1-8 完成 3次及以上为 P；未完成则为 F

自由选修 教育学部跑团 1-8 完成 3次及以上为 P；未完成则为 F

生涯发展

学校必修 生涯教育活动 1-8 参加 2 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为 F

学校必修 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 1-8 参加 1 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为 F

自由选修 用人单位参访 1-6 完成 1 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为 F

自由选修 “影子校长”讲坛 1-8 完成 2次及以上为 P；未完成则为 F

自由选修 影子校长千校联盟论坛 1-8 完成 1 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为 F

志愿公益

学校必修 公益志愿服务 1-8 参加 1 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为 F

自由选修 “五个 100”-100 个专业公益项目 1-8 完成 1 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为 F



自由选修 无偿献血 1-8 完成 1 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为 F

自由选修 担任学导 3-4 完成 1 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为 F

实践拓展

学校必修 主题社会实践 1-8 参加 1 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为 F

自由选修 “五个 100”-100 个“影子校长” 1-8 完成 1 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为 F

自由选修 “一日影子校长” 1-7 完成 1 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为 F

自由选修 “引领者计划”选调生研习营 1-7 完成 1 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为 F

自由选修 “育观天下”全球教育治理青年营 1-7 完成 1 次及以上为 P；若无则为 F

九、课程设置与毕业要求的关系矩阵

根据各门课程的教学目标、养成教育目标与学生能力达成的相关度，学前教育学专业毕业要求与课程、养

成教育方案的对应关系矩阵如下。H-高度相关；M-中等相关；L-弱相关。

学前教育学专业课程体系以及养成方案对专业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矩阵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

师德

规范

教育

情怀

专业

知识

保教

能力

班级

管理

综合

育人

自主

发展

国际

视野

实践

反思

创新

能力

身心

健康

英语类公共必修课 L M H

计算机类通识课程 L L M M H

思政类通识必修课 H H M L

体育类通识必修课 L L L M

军事理论 H M

其他通识教育课程 H H M M

人体科学 H L M

发展心理学 H M M

德育原理与方法 H H M L

教育原理 H H M

中外教育思想史 M M M H

课程与教学基础 M M H L

教育政策与领导 H M M M

教育研究方法 L H L H H H H H

量化推理与教育统计 M H H

学术写作与沟通 M M H

学前教育学 M M H L

幼儿园课程 H M M M

幼儿保育学 M H M L

中外学前教育史 M M M H

学前教育政策与法规 H M L M

学前教育科研方法 M M L H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

师德

规范

教育

情怀

专业

知识

保教

能力

班级

管理

综合

育人

自主

发展

国际

视野

实践

反思

创新

能力

身心

健康

幼儿园游戏 M M H L

学前儿童家庭与社区教育 H M M M

教师专业发展 H H M L

幼儿园班级管理 M M H L

毕业论文 L H H H L H H H H L

儿童文学 H M M

儿童哲学（学前） M H M

艺术教育概论 M L M M H

中外学前教育名著研读 M M M H

师幼互动的理论与实务 L M H M M L

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价 H M L

专业外语 M H H

儿童玩具设计的理论与应用 M L M H

学前教育热点问题透视 L M H

幼小衔接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H M M L

儿童剧创编 L H M

国际会议与学术论文交流 M L H M

“发现儿童”的推进与现代教育学的展开 M M

脑科学与婴幼儿发展 H M M

生育指导与胎教 M L M

0-3岁婴幼儿早期教养指导理论与实践 H H M

学前融合教育 M M L M L

超常儿童早期教育 M M H

语言发展迟缓儿童的特征与融合教育 M H L L

幼儿园教师的媒介素养 M M L M

儿童学习与发展的信息管理 M M L M

乐理基础 H L M

声乐 H L M

视唱 H L M

钢琴基础 M L M

钢琴进阶 M L M

钢琴弹唱 M L M

美术基础 M M M L L M

儿童画 M M M L L L

幼儿园环境创设与教玩具制作 M M M L L L

儿童舞蹈基础 M M M L L M

儿童创意舞动 M M M L L L

儿童舞蹈创编 M M M L L L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

师德

规范

教育

情怀

专业

知识

保教

能力

班级

管理

综合

育人

自主

发展

国际

视野

实践

反思

创新

能力

身心

健康

美术鉴赏 M M M L L M

音乐鉴赏 M M M L L M

舞蹈鉴赏 M M M L L M

学前儿童行为观察与评估 L H M M L

信息化教学设计与实践 M M L

学前教育教学技能训练 M M M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H M M M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 H M

学前儿童音乐教育 H M L

学前儿童数学教育 H M

学前儿童美术教育 H M H

学前儿童科学教育 H M

学前儿童社会教育 H M M

学前儿童健康教育 H M M

分散见习（一）-（四） H M H M L L

集中研习 H M H M M

教育实习 M H M H H H H L H L M

学业发展 M H H

创新创业 L M H H

科学人文 M H H

思想素质 H H M

身心健康 M L H

体美劳育 M L L H

生涯发展 M H H

志愿公益 M H H L

实践拓展 M H M H H

注：H 代表教学环节对毕业要求高支撑，M 代表教学环节对毕业要求中支撑，L 代表教学环节对毕业要求低支撑。

十、阅读推荐书目

附件 1：学校推荐阅读书目

附件 2：专业推荐阅读书目

1.安妮特·拉鲁.《不平等的童年：阶级、种族与家庭生活（第 2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2.卡洛琳·爱德华兹，莱拉·甘第尼，乔治·福尔曼.《儿童的一百种语言（第三版）》，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2014

3.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心流：最优体验心理学》，中信出版社，2017

4.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5.爱利克·埃里克森.《童年与社会》，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8

6.加里·克罗斯.《小玩意》，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7.罗伯特·帕特南.《我们的孩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

8.朱迪斯·哈里斯.《教养的迷思》，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

9.M·斯科特·派克.《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17

10.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儿童教育心理学》，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

11.卡尔・R・罗杰斯.《个人形成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04

12.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第 11 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20

13.严虎.《儿童心理画：孩子们的另一种语言》，中国工信出版集团/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5

14.艾利森·戈波尼克.《摇篮里的科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5.卢梭.《爱弥儿》，商务印书馆，1994

16.马拉古兹等.《孩子的一百种语言:意大利瑞吉欧方案教学报告书》，张军红译，台湾光佑文化事业股份

有限公司，1998

17.玛利亚·蒙台梭利著，胡纯玉译.《发现孩子了解和爱孩子的新方法》，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

18.玛利亚·蒙台梭利著，高潮, 薛杰译.《有吸收力的心灵 : 儿童的思维决定他的一生》，北京 : 中国

发展出版社, 2003

19.马修斯，陈国荣译.《哲学与幼童》，三联书店，1989

20.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王承绪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21.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赵祥麟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22.克伦茨著，王怀成译.《儿童提问的背后》，华文出版社，2003

23.伊丽莎白·琼斯，约翰·尼莫著，周欣等译.《生成课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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