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7卷 第3期 教师教育学报 2020年5月
Vol.7 No.3 JournalofTeacherEducation May.,2020

DOI:10.13718/j.cnki.jsjy.2020.03.010

专业认证背景下学前教育
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的设计与评价

李 静,李 锦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400715)

摘 要: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是推动师范类专业内涵式发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

培养目标是专业认证的总纲,体现人才培养“产出”的质量预期与追求。在学前教育专业认证的自评自建工作

中,准确把握培养目标的内涵,合理设计、有效评价培养目标至关重要。从目标内涵来看,培养目标的构成要

素包括目标定位和目标预期;从设计依据来看,需要从方针政策、专业标准、内部基础、外部需求等角度把握党

和国家对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和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标准,把握学校办学定位、专业办学积淀、生源特

点、人才培养现状、国内外学前教育发展趋势以及利益相关群体的现实需求;从设计流程来看,包括政策解读、

文献梳理、产出现状与需求调研、目标初步形成、目标合理性评价与修订等过程;从目标评价来看,包括建立规

范的评价制度、形成多元评价主体、运用多种评价方式、研发科学的评价工具、促进评价结果有效转化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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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立命之本、发展之本[1]。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已经进入提高质量、

内涵式发展的新阶段,如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高校的核心任务。2018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

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提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须坚持“以本

为本”,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培养大批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高素质专门人才[2]。师范类

专业认证作为规范引导师范类专业建设,建立健全教师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夯实新时代高素质教师

培养基石的战略举措,对于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推进教师教育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17年10月教育部印发了《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2018年1月正

式启动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师范类专业认证是专门性教育评估认证机构依照认证

标准对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状况实施的一种外部评价,旨在证明当前和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

专业能否达到既定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3]。它以“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为理念,从培养

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与教学、合作与实践、师资队伍、支持条件、质量保障、学生发展8个维度评价

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其中,培养目标是专业认证的总纲,体现专业人才培养产出的质量预期与追

求,具有统领性作用[3]。作为人才培养的出发点和人才质量评估的依据,设计合理的人才培养目标

是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首要问题。本文基于西南大学学前教育专业申请师范类专业认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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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自评自建工作的相关经验和思考,论述分析了专业认证背景下学前教育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目

标的设计与评价,以供交流与探讨。

一、培养目标内涵解析

培养目标是指各专业人才培养的具体质量规格要求,是对某一专业培养的人才应该具备的知

识、能力、素质结构的预期设定,也是专业建设和教学活动组织的核心,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着重

要的导向作用[4]。从专业认证标准来看,培养目标是对该专业毕业生在毕业后5年左右能够达到

的职业和专业成就的总体描述[5]。想要准确把握培养目标的内涵,不仅需要深入理解目标定位和

目标预期,还要认真思考人才培养背后的理念支撑和人才特色。
(一)目标定位———人才培养价值指向

目标定位体现的是人才培养的方向性选择,需要重点思考产出导向(Outcome-basedEduca-
tion,OBE)这一人才培养的核心问题,即我们希望培养什么样的人,让学生获得怎样的最终学习成

果。从“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逻辑起点出发,便绕不开我们培养的人要去向哪里,从事什么工作,

从事这项工作需要具备哪些知识、能力和素养,社会当前需要什么类型的人才以及本专业能够培养

什么类型的人才等问题。对这些基础问题的思考和回应,便构成了目标定位,即人才的服务面向、

从事的专业领域、具备的职业特征、基本素养以及人才定位。其中,目标定位的核心在于对人才的

基本素养进行解析。

综合已有研究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本科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基本素

养的要求主要体现在师德修养、专业理念、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等方面。其中师德修养主要体现为

师德规范、教育情怀和身心健康,是合格幼儿园教师的首要条件;专业理念主要表现为拥有科学的

职业观、儿童观和教育观;专业知识包括儿童发展知识、保教知识和通识知识,强调新时代幼儿园教

师应具备更为丰富的知识储备和人文素养;专业能力包括儿童观察与指导、教育活动设计与实施、

幼儿园课程开发与建设、教学研究与创新、沟通协作与管理、国际理解与交流、自我反思与自主发展

等多方面的能力。

以西南大学学前教育专业目标定位为例,其目标定位就是基于追求学生作为“人”的全面发展

和作为“学前教育人才”的卓越发展这一培养理念,将人才服务面向确定为立足西部、面向全国各类

学前教育机构;从事的专业领域为各类学前教育机构;职业特征为胜任保教、研究和管理工作;人才

的基本素养为具备良好的师德修养、先进的教育理念、扎实的专业知识、突出的专业能力、较强的创

新意识和能力;最终人才定位为卓越的学前教育专业人才。
(二)目标预期———人才培养动态走向

目标预期反映的是毕业生在社会与专业领域的发展预期,即对本专业毕业生入职5年左右预

期能够达到的职业能力与成就的描述。其中,职业能力包括毕业生在工作岗位上应当表现的专业

技能和在社会环境下应表现的职业素养;职业成就预期是对毕业生未来5年具备的竞争力和职业

发展的预期[6]。教师专业发展规律显示,从毕业到入职5年左右是职前教育和职后发展动态衔接

的节点。师范类专业认证强调培养目标的真正达成不仅是看学生毕业时的专业素养,更要看入职

5年后在工作岗位上的成就。因此,目标预期是对目标定位在时间节点上的动态解读,能够更直接

地体现本专业学生的专业发展潜力、竞争力以及本专业的人才培养特色与优势。

基于素质取向和岗位取向,西南大学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预期表述为5个层面,即:

具有坚定理想信念、高度职业认同和健康身心素质的有用人才;能观察理解儿童和科学实施保教的

优秀幼儿园教师;能有效实施班级管理或教研、园务工作管理的优秀幼儿园管理者;具备研究与解

决问题能力的研究型幼儿园教师;具备国际视野和自主发展能力的学习型幼儿园教师。在融入“一



践行三学会”要求的基础上,充分体现了本专业培养“卓越才能与优良师德兼备、专业素养与通识素

养兼备、保教能力与研究能力兼备、扎根精神与国际视野兼备”的“四兼备”人才特色和优势,追求学

生毕业后的可持续发展。

二、培养目标设计依据

已有研究发现,高校本科学前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存在着定位过于宽泛、缺乏可操作性、同质

化严重等突出问题[7]。究其原因,主要是在设计培养目标时缺乏需求视角,对“为什么要让学生取

得这样的学习成果”缺乏系统思考和逐条举证,未充分考虑、认真分析外部的社会需求和自身的办

学定位、优势和特色,盲目模仿或套用其他院校的培养目标,致使培养目标与培养效果的达成度低,

培养结果难以满足学生发展和社会发展需求。专业认证则强调“反向设计,正向施工”,即从人才发

展需求出发设计培养目标,根据培养目标分解毕业要求,按照毕业要求建构课程体系、实施课程教

学、配置各方资源,从而形成课程对毕业要求、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链条,以保障培养目

标的达成。因此,基于多方需求的系统设计,才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培养目标和结果的一致性。
(一)方针政策———党和国家对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

1.党的教育方针

师范类专业认证必须深入思考、认真回答“培养什么样的教师、如何培养教师以及为谁培养教

师”等根本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养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

的“四有”好老师;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

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高等教育的

“三项基础性工作”,就是要坚持办学正确的政治方向,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

体系。专业认证的“一根本”,就是要把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作为认证

宗旨,引导高校有效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相关的政策规定,努力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专业化、创新

型”教师队伍[3]。党的教育方针要求“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

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党的教育

方针是高校本科人才培养目标设计的根本依据。

2.国家教师教育相关政策

2018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指出,要“全面提高

幼儿园教师质量,建设一支高素质善保教的教师队伍”[8]。同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

养计划2.0的意见》,要求“培养造就一批教育情怀深厚、专业基础扎实、勇于创新教学、善于综合育

人和具有终身学习发展能力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幼儿园教师”[9]。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的战略任务。综合来看,培
养专业知识扎实、专业能力突出、教育情怀深厚的高素质复合型学前教育人才已经成为国家教师教

育的重要任务。
(二)专业标准———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要求

1.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2018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提出要“培养具有良好思

想道德品质,扎实的学前教育专业知识,能在保教机构、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其他相关机构从事保教、

研究和管理等方面工作的复合型人才”[10]。因此,培养“从事保教、研究和管理工作的复合型人才”

是国家对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总体要求。

2.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

2012年,教育部印发的《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提出了“师德为先、幼儿为本、能力为重、



终身学习”的基本理念,从“专业理念与师德、专业知识、专业能力”3个维度14个领域提出了62条

基本要求,是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设计的重要依据。
(三)内部基础———学校办学定位、专业办学积淀、生源特点及人才培养现状

1.学校办学定位

依据学校的办学定位进行目标设计,对找准专业人才培养定位、走特色发展之路具有重要意

义。如西南大学的办学定位为彰显教师教育和农业科技特色,致力于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综合

大学,培养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深厚人文底蕴、扎实专业知识、宽广国际视野,富有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因此,该校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培养卓越学前教育专业人才。

2.专业办学积淀

专业办学的历史积淀是形成培养目标的重要内部基础。如西南大学学前教育专业培养“卓越

学前教育专业人才”的目标定位也是基于其近70年的办学历史积淀。在近70年的办学历程中,该
专业始终追求学生作为“人”的全面发展和作为“学前教育人才”的卓越发展,已经形成三个层次(本
科、硕士、博士)、两个类别(科学学位、专业学位)、多种形式的较为完备的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了“两
高”(高学历、高职称)、“双向”(理实一体化)、生师比和一线教师占比合理的师资队伍,入选教育部

首批“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改革项目”计划,是省部级本科高校一流专业,具备培养卓越学前教育专

业人才的专业基础。

3.生源特点

对生源特点的分析能够为人才培养的服务面向和定位提供基础依据。如西南大学学前教育专

业近3年的生源地主要分布在全国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64%~72%处于西部地区。从生

源性质来看,87%~93%为公费师范生,7%~13%是定向西藏、新疆的师范生。因此,将服务面向

设计为“立足西部,面向全国”,定位为“卓越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全力做好公费师范生培养工作,为
未来教育家的成长奠基。

4.毕业生入职后的职业素养状况

毕业生入职后的职业素养状况是目标职业特征、人才定位和目标预期设计的重要依据。如西

南大学学前教育专业对本专业入职5年毕业生职业成就与能力的调查显示,100%的毕业生为主班

教师,78.57%的毕业生兼任管理职务;85.71%的毕业生主讲过各级公开课;64.29%的毕业生在国

家、省市和区县各级各类比赛中获奖;71.4%的毕业生承担、参与过各级课题研究;28.57%的毕业生

在《幼儿教育》等专业刊物上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论文。对毕业生职业能力的7级评分结果显

示:本专业毕业生设计实施保教活动、理解和支持幼儿学习、教学与科研、家园合作、终身学习与自

主发展等方面的能力,均达到优良水平。因此,本专业人才培养定位为卓越学前教育专业人才,毕
业生入职5年预期成为有用人才、优秀幼儿园教师、优秀幼儿园管理者、研究型幼儿园教师和学习

型幼儿园教师。
(四)外部需求———国内外学前教育发展趋势与利益相关群体现实需求

1.国内外学前教育发展趋势

提升教师队伍质量是各国加快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共同趋势。2010年以来,学前教育专业人

才需求出现“高素质、高水平,强实践、重能力”的趋势。提升核心素养,“打造大国良师成为我国教

师队伍建设的走向”[11]。而国外学前教育职前人才培养也呈现出“高素质”“高标准”取向。21世纪

以来,以美国、澳大利亚、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美国教师培养认证委员会(CAEP)、美国幼儿

教育协会(NAEYC)为代表的专业机构均发布了幼儿教师专业标准,注重培养卓越人才,强调以专

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为核心建构教师综合素质,重视对教师价值观念的指引和教育教学行为的规范。

综合来看,重视学前教育专业人才的师德修养、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追求高素质、高标准的人才培



养取向,是各国对幼儿园教师人才素养的共性要求。

2.区域学前教育人才需求

明确本专业人才培养的服务面向后,了解其服务面向区域的学前教育人才需求是定位培养目

标必须考虑的问题。如西南大学学前教育专业的服务面向为立足西部、面向全国,为各类学前教育

机构培养人才,其培养目标的设计是基于对西部地区乃至全国学前教育师资状况的分析,满足了区

域发展对卓越学前教育人才的需求。据教育部2018年统计,我国平均师幼比为1∶18,西部地区

为1∶20,最高可达1∶25。根据平均师幼比1∶15的规定,全国专任教师缺口为52万,西部地区

为23万;如考虑人口增长趋势,预测到2020年全国幼儿园教师缺口将达100万[12]。具有本科及以

上学历的占比为24.16%,重庆、四川、广西、宁夏等西部省市的占比为16.01%~19.32%,低于全国

水平。全国范围内,特别是西部地区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亟需一批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卓越

学前教育专业人才。

3.用人单位人才需求

通过座谈交流、问卷调查等方式收集用人单位对学前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反馈,征询用人单位

的人才培养建议。如,某高校学前教育专业调查发现用人单位对高素质专业人才的需求强烈,需求

程度较高的是热爱幼教事业、热爱儿童、专业认同感高,保教知识和儿童发展知识扎实,具备良好的

沟通交流能力、班级管理能力、家园合作能力、艺体技能以及较强的自主学习和专业发展能力,能留

得住、教得好的高水平人才。

三、培养目标设计流程

设计本科学前教育专业培养目标是对照专业认证的指导思想、理念和标准要求,不断进行资料

查阅、多方调研、自查反思、外部评议和持续改进,最终通过审议形成定稿的过程。依据实践经验,

目标设计包括政策解读、文献梳理、产出现状与需求调研、目标初步形成、目标合理性评价与修订等

环节(如图1所示)。

图1 培养目标设计流程



  (一)国家政策文件解读

通过对党和国家教育政策方针、专业认证相关材料以及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学习和研讨,基于

“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认证理念,聚焦“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从目标

定位、目标内涵、目标评价三个部分进行人才培养思路与方向的思考和研判。
(二)相关文献梳理

围绕专业认证、人才培养目标等主题在中国知网(CNKI)、中国社会科学索引数据库(CSSCI)、

WebofScience(WOS)等数据库进行跨库检索,搜集大量文献,进行筛选分类、梳理分析和归纳总

结,以了解和掌握国内外学前教育发展趋势以及人才培养理念。同时,通过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

国的政府网站和专业协会网站查阅国外幼儿教师培养认证标准、认证程序以及幼儿教师专业标准,

通过国内高校网站查阅和学习国内其他院校的学前教育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目标。
(三)本专业人才产出现状调研

针对入职5年毕业生的职业能力与职业成就、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满意度、本专业毕业生与在

读学生对人才培养目标的满意度、本专业近5年的毕业生就业等产出情况进行前期调研,以了解和

掌握当前专业人才培养的现实情况,保证培养目标设计的合理性。
(四)利益相关方人才需求调研

面向幼儿园园长、各区县教研员、入职5年毕业生、家长等不同主体,设计发放学前教育专业人

才社会需求的调查问卷,开展用人单位对学前教育专业人才需求的访谈,召开毕业生意见反馈会

议,全面了解各方对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岗位能力和综合素质的要求。
(五)培养目标的初步形成

基于前期的政策文件学习、文献分析、调研访谈、专家培训以及专业教师内部的多次研讨,初步

形成培养目标,包括目标定位、目标预期以及专业人才培养理念与人才特色。
(六)目标合理性评价与修订

建立利益相关方(毕业生、在读学生、教师、教学管理人员、幼儿园园长、教育行政部门、家长等)

共同参与的目标设计与评价工作机制,广泛征求学校职能部门、认证专家以及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和

建议,将多次修订后的培养目标寄送同行专家外审,综合各方修改意见,进行培养目标的再次修订

与完善。同时,为验证培养目标的合理性和认同度,开展培养目标利益相关方理解和认同度的调

查,确保培养目标被利益相关方接受、认同。最终形成定稿,报送学校职能部门审议通过。

四、培养目标评价

培养目标评价旨在通过定期对培养目标合理性的分析评估,以持续改进培养目标。专业需要

以“目标合理”为追求,将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过程紧密结合,建立规范的评价制度、研发科学的评

价工具、运用多种评价方法,向利益相关方广泛征求意见,并及时分析反馈评价结果,确保评价结果

的有效转化。
(一)建立规范的评价制度

为保障学前教育专业培养目标的合理性和达成度,需要建立本科人才培养目标评价的长效机

制,实现评价的常态化。在每学期的不同阶段定期进行形成性评估与诊断性评估、自评与他评、咨
询与研讨相结合的多元评价,形成规范的评价制度。如专业研讨会、实习生座谈会、毕业年级学生

意见反馈会等内部自查制度以及幼教联盟研讨会、已毕业的学生意见反馈、同行交流、家长座谈会

等外部评价制度。同时,依据学校的学科、专业建设规划规定,设立专门的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确
保对培养目标的评价在校、部、院三级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得以常态化、制度化。



(二)形成多元评价主体

培养目标评价主体涵盖广泛的利益相关群体。内部评价主体应包括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务处

和学生处等校内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专业教师,学部专家,校、部、院三级教学管理人员和专业师

范生;外部评价主体包括专业毕业生、用人单位负责人、师范生实习实践单位管理者、同行专家、学
生家长等利益相关方。

(三)运用多种评价方式

为全面、有效地获取有关培养目标的评价信息,可考虑综合采用内部评价与外部评价结合、定
性与定量评价结合、过程性评价与阶段性评价结合的多样化评价方式。

1.内部评价与外部评价相结合

围绕“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的问题,定期组织本专业教师、学部专家及教学管理人员对

专业培养目标进行自评及内部审查,定期咨询和听取专家、地区教研机构教研员、用人单位和毕业

生代表等利益相关群体对培养目标的反馈意见,确保培养目标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2.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用人单位、在读学生及毕业生、家长等利益相关方对培养目标评价

的量化信息,通过文献及案例分析、走访、座谈等方式收集与培养目标相关的质性评价信息,为培养

目标的修订提供证据支撑。

3.过程性评价与阶段性评价相结合

通过每学期抽查教学大纲、查看教学日历、随堂听课、教学督导等评价工作,及时追踪专业培养

目标的实施情况,持续加强培养目标的过程性评价。定期组织同行专家座谈会、实习生和毕业生座

谈会、用人单位调查等评价活动,对培养目标进行阶段性评价,并据此对培养目标进行修订完善。
(四)研发科学的评价工具

针对不同评价内容和评价主体,设计调查问卷类定量评价和访谈提纲类定性评价工具,如“学
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入职5年职业状况与成就调查问卷”“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入职5年职业能力调

查问卷(园长卷/自评卷)”“关于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理解和认同情况调查表”“用人单位

对学前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访谈提纲”等一系列工具。
(五)评价结果有效转化

“持续改进”理念强调要将评价结果用于人才培养工作的改进,形成基于产出的“评价-反馈-
改进-提高”良性循环,建立持续改进的人才培养质量保障机制和追求卓越的质量文化。因此,在
人才培养目标的修订过程中,学前教育专业应及时吸收以各种方式收集到的评价意见和反馈,按照

规定程序进行修订完善,并将修订后的目标向利益相关方进行反馈,保证评价结果的有效转化。以

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强,切实推动本专业内涵式发展和人才培养质量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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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ndAssessmentofEducationalObjectivesofthePreschoolEducation
ProgramintheContextofEducationProgramAccreditation

LIJing,LIJin
(Facultyof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ProgramAccreditationisanimportantmeasuretopromotetheinnovativedevelopmentofthe
undergraduateprogramandimprovethequalityoftalentscultivation.Cultivationobjectivesarethe
generalguidelineofprogramaccreditation,whichreflectthequalityexpectationandpursuitof“out-
come”oftalentscultivation.Intheself-evaluationandself-constructionworkofprofessionalcertifica-
tion,itisveryimportanttoaccuratelygrasptheconnotationofcultivationobjectives,designreasona-
blyandevaluatethecultivationobjectiveseffectively.Fromthepointoftheconnotationofcultivation
objectives,thecompositionelementsofthecultivationobjectivesincludeobjectivepositioningandob-
jectiveexpectation.Fromthepointofdesignbasis,weshouldgrasptherequirementsofthePartyand
thestatefortalentscultivation,preschooleducationteachersquality,schoolrunningorientation,
long-termaccumulationofthemajor,characteristicsofstudentsandstatusquooftalentscultivation,
thedevelopmenttrendofpreschooleducationathomeandabroadandtherealisticdemandsofthein-
terest-relatedgroups.Fromthepointofdesignprocess,itincludespolicyinterpretation,literaturea-
nalysis,outcomestatusandrequirementinvestigation,preliminaryformationofobjectives,evaluation
andrevisionofobjectivesrationality,etc.Fromthepointofobjectivesevaluation,theyincludethe
establishmentofstandardizedevaluationsystem,theformationofmultipleevaluationsubjects,the
applicationofvariousevaluationmethods,thedevelopmentofscientificevaluationtools,andtheef-
fectivetransformationofevaluationresults.
Keywords:programaccreditation;cultivationobjective;preschooleducation;objectivedesign;objective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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